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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经济所引领的个性化居住方式，催
动大量民宿或民宿产业群的产生，我国的旅
游业发展因此进入变革时代。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2018年有近
8000 万中国消费者使用共享住宿。一二线
城市约有超过半数的80后及90后用户选择
过民宿、短租、客栈等特色住宿形式。

我国的民宿产业发展极具特色，既蕴含
了丰富的区域民俗文化特色，又赋予了用户
共享式的体验。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共享住
宿会是下一个风口么？

共享住宿进入加速度发展时期

一年转瞬即逝，辛苦了365天，您的民宿
经营得怎么样呢？谁才是中国民宿界的最
强王者？

成都某知名民宿通过云掌柜平台旗下
11万家客栈民宿大数据，用人工智能进行量
化分析后得出年度经营报告：该民宿入住率
超越96%的同行，当选为“最强王者”，平均房
价超越89%的同行。作为民宿界的弄潮儿，
在使用云掌柜的1312天里，借科技之力，服
务了3073位客人。

有数据平台统计：今年“五一”期间，民
宿市场较往年同期更加火热。其中，成都首
次成为订单量最高的境内城市，北京、上海、
重庆、广州、西安位列其后；此外，一批新的
热门城市正在涌现——杭州、武汉、天津、青
岛的订单增长速度均在四倍以上。

该数据还反映出国人出游选择的逐渐
多样性。此次假期期间，不仅新一线和二线
城市在平台整体的订单占比显著提高，乡村
及景区周边民宿的交易量也比去年同期上
升470%，创下进入2019年以来的首个峰值。

在小猪等民宿平台上，泸沽湖、雷山、乐
山、峨眉一带及大型城市周边的度假地，如

嘉兴、苏州、北京延庆、成都青城山等，均在
订单排名前列。其中，平台头部的民宿房源
在假期前20天预订率就已超90%。

据统计，进入 2019 年，民宿的客单价在
400 元以上的订单增长明显加快；而配备智
能设备和保洁等品质增值服务的房源，用户
消费意愿较普通房源高出75%。经过近几年
市场的优胜劣汰，特色住宿的品质化之势已
形成。

共享住宿引领个性化居住方式

早期共享住宿房源大多来自个人闲置
房屋的分享，从供需关系来看，消费者主要
看重的是性价比。

而近几年来，随着共享住宿日趋多元
化，民宿的供给端和需求端也越来越多样
化。相当一部分房东转型成为专业民宿经
营者，专注打造个性住宿品牌，并在定位、

设计、配套服务等方面都有差异化特色。
不同类型消费者的涌入，也带来不同的消
费需求。比如：举家出游的亲子游更要求
要有煮饭和洗衣的便利，独自旅行的背包
客则更喜欢树屋或书店等别于日常的新奇
体验，而这些个性化需求，只有民宿能够满
足和承载。

省城研究民宿的业内人士分析，民宿作
为旅游产业链新兴的宠儿，其发展程度将直
接决定该区域旅游产业链的成败优劣。一
方面，旅游产业链其他链条成员需要旅游服
务功能的延伸，为民宿的崛起提供良好的外
部环境；另一方面，民宿的感受是客户体验
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也能将客户在旅游过程
中很多个看似独立的产品或服务串起来。

作为携程、途家、艺龙、去哪儿、蚂蚁短
租、58赶集、微信酒店、芝麻信用、大鱼自助
游、小猪等房屋共享民宿流量入口，2018 年
上半年，仅途家其全球房源突破120万，其中
国内房源超过80万；境内预订同比增长5.98
倍，境外预订增长10倍；2018年上半年民宿
预订增长最快的吉林通化、湖北襄阳、广东
汕尾等三四线城市，增速均超40倍。

据有关资料显示，基于共享模式，短租
民宿有效盘活了闲置住房资源。目前，国
内可统计闲置房源超 6500 万套，再利用不
足5‰。大量闲置房源更加充分说明，民宿
业极有潜力发展成为和酒店业同样量级的
产业。

监管缺失成共享住宿发展掣肘

滴滴打车和共享单车的火爆，让共享经

济成为人们经济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
分。而近几年来，旅游业也成为共享经济发
展的重要领域。

目前，我国处于体验经济时代，旅游业更
是趋向多元化、深度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旅游中重要的环节——民宿
业在乡村，不但能给客户带来特色的体验，更
能提升农村经济水平，促进乡村就业。游客
不仅能体会到乡土味道，还能与自然接近，体
会到回归家园之感。而在城市，不仅能让客
户体验到家的温馨，还能满足客户的个性化
需求。

近几年来，我国迎来共享经济大潮，只
有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才能使共享经济发
挥它最大的作用。

在共享经济背景下的旅游民宿业的房
东与住客完全属于陌生关系，房东把自己的
房屋交给住客，住客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新
环境，双方都存在信用危机与道德风险，建
立完善的信用体制建设是民宿业健康安全
发展的基础。

民宿平台为保证健康快速的可持续发
展，必须要有信用的保障，完善信用体系是
不可或缺的。因此，完善的信用体制是共享
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但就目前民宿发展状况而言，我国没有
相关的管理规范进行直接的监督和指导。
因为缺乏完善的民宿监管，登记监管、卫生
消防、人身安全、社区管理等问题无法保
障。在一些私人开的民宿内，一些简单的消
防和火灾预警设备，并没有安装。消防应急
疏散指引更加无从谈起。

因此，尽管共享民宿未来潜力巨大，
但仍需制定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政府
监管，形成经营特色，力求基础设施便捷
化。

共享住宿将成为下一口风口？

今夜，月色如水，星光灿烂。
今夜，思念如潮，相思款款。等你，
在安泽，在飞岭，在蒹葭乡居……

今夏的飞岭村，河水潺潺，万
木葱茏，花果飘香……随着“蒹葭
乡居”揭牌仪式的举行，该县飞岭
村民宿产业正式投入运营。对于
飞岭村而言，民宿产业为助力乡村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实现全面振兴
的“飞岭梦”插上了希望的翅膀。

民宿为山西乡村带来了新的
机遇，乡村又为民宿打开了更广阔
的新天地。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
内容，山西民宿如何在乡村发展得
更有山西特色？如何让记忆中小
桥流水的乡村生活成为留在脑海
中的一抹亮？

乡村民宿市场广阔

山西，是一个“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好地方。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省旅发委
大会上，我省明确提出，要着眼打
造宜居、宜业、宜游、宜购、宜养的
乡村旅游目的地，深度挖掘资源，
高端策划开发，因地制宜、积极探
索，努力走出富有山西特色的乡村
旅游发展路径。其中提到最重要
的一点是：要大力发展客栈民宿型
乡村旅游，原汁原味保留村镇古朴
韵味，延续古村落文脉，“一村一
策”培育开发民宿度假等乡村旅游
新产品。

民宿经济发展，已成为农村经
济发展的综合体，是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最有效的切入点，更是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它对于落
实农村发展新理念将起到重要的
推动作用。那么，这个市场究竟有
多么广阔？

研究山西民宿的专业人士认
为，数以亿计的城里人都愿意且有
条件到乡村来度过一段宁静的时
光，这为民宿游发展奠定了必然
性。而相比之下，几十年来，一直
倾力建房造屋的农民，完全可以为
乡村民宿游提供宽敞舒适廉价的
民宿。丰富的乡村民俗风情和自
然景观，为乡村民宿游创造了诱人
的大市场。

以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岷江
讯九坊宿墅为例，这个被网友称为
浓缩版“桃花源”的乡村民宿，自
2018 年 7 月运营以来，日均接待游
客 约 50 人 ，即 便 是 每 晚 1280 到
2980 元的“天价”，仍然一房难求。
更让人钦佩的是，这个价格堪比成
都市区五星级酒店的乡村民宿，让
体验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客人们，连呼“值！”

乡村民宿市场无限广阔，由此
可窥一斑。

对于九坊宿墅的成功经验，岷

江村党支部书记认为，九坊宿墅为
住客提供了108种乡村体验活动的
玩法，项目建设保留了乡村的原汁
原味，推出“业态共享”的经营模
式，由政府出资进行基础配套建
设，以当地原生态环境为基础，保
留了乡村原本风情，用原镇的宿墅
形态复活了独特的地方文化。规
模虽然不大，但效果很好。

乡村民宿需规范标准护航

民宿的发展正处于上升期，不
同国家对民宿的称呼并不固定，这
也是民宿发展有待完善的一种体
现。比如：“民居客栈”、“家庭旅
馆”、“农家旅舍”或者提供住宿服
务的“农家乐”等都属于民宿。

事实上，民宿行业的发展已

处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蓬勃
发展期。

民宿产业作为近年来新兴的
行业，其发展也暴露了部分问题，
规范性及标准化势必成为其持续
发展的掣肘。近年来，山西省极力
发展旅游产业，实现经济发展模式
的转型。尽管山西旅游及民宿业
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缺
乏监管与标准化则是行业发展明
显的缺憾，民宿行业的持续性发展
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为了促进山
西民宿业飞速发展，山西省旅游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山西省旅游发
展委员会非常重视旅游业标准化
和民宿标准化工作，于2018年8月
15日制定《山西省乡村旅游客栈标
准》（试行）。通过制定《山西省乡

村旅游客栈标准》（试行）明确了旅
游景点及周边民宿的标准，此举不
仅有利于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对
于我省旅游业转型也具有重要的
支持作用。

古香古色的明清风格家具、颇
有田园风格的大红花薄被、木格窗
棱上的喜庆窗花、红通通的大红灯
笼……今年暑假，平遥县古城内的
佳昱民宿客房供不应求。每晚125
元性价比极高的房价，让南来北往
的旅客们兴致盎然。

北京的王先生一家三口从途
家网上订了一间大床房，三晚下来
还不到500元。这家民宿位于平遥
繁华地段北大街的民宿小院，不仅
是颜值高，而且可以品尝到地道的
地方特色和农家小菜。

在体验了三晚平遥县城的民
宿后，王先生说，“我们订的民宿就
在平遥古城里面，穿街走巷进入小
院，别有一番风味。房间很有特
色，大床也够大。老板不仅笑脸相
迎，服务态度诚恳，还赠送平遥地
图和山西陈醋。吃住都舒心，我们
一家人玩得也开心。平遥古城也
够大，可见古代晋商的富有。”

经常出差住过各地宾馆的河
南的张女士，此次与爱人到山西旅
游一心只想住民宿。今年夏天，两
人去阳泉某地体验了一次民宿的
魅力。晚上，住在民宿客栈的窑洞
里，耳边听着河水的潺潺声，闻着
果树的香气，自然环境确实是值得
称赞，但相比之下，房间里挥之不
去的异味，较薄的被褥、简陋的门
栓……让张女士的体验感折半。
她说，乡村民宿虽然很有特色，但
是住宿标准一定得跟上。

乡村民宿山西发展正当时

青草坡民宿客栈、平遥横坡村
民宿客栈、云丘山民宿客栈、碛口
古镇民宿客栈……随着城市化的
发展，近年来，青年人大多进城务
工，乡村空壳化，由此带来乡村的
合并及搬迁，留下了许多可供旅游
开发利用的古村落。在维持古村
落外部风貌的同时，人们将传统装
修风格与现代服务设施进行有机
结合，开发出了独具山西文化的特
色民宿。

根据近年来我省对国内游客
抽样调查报告显示：景区周边富有
特色的民宿成为游客心中最理想
的住宿类型。由此，可预见在未来
的两到三年中，特色民宿和精品民
宿将是持续开发的热点。

但是，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我
省民宿还不够发达，分布亦不均
衡。目前来看，我省现有民宿主要
集中在晋中地区，民宿业态还处于
起步阶段。从全国主要旅游城市
的民宿发展情况看，晋中市作为山
西省的主要旅游城市，民宿数量排
名也较为靠后。

“山西民宿”创始人兼负责人
杨先生对本土民宿研究颇深。他
认为，山西人比较保守，对于民宿
的投资不愿意过多，理念、实力和
能力制约了山西民宿的发展。对
于山西乡村民宿而言，前景广阔，
潜力巨大。但前提是政府要重视，
民间可以先行先试。最关键的一
点是，在乡村民宿的策划上要更加
精细，服务要更加周到。

“相对于南方发达省份，山西
民宿发展起步较晚，观念相对落
后，民宿发展体量较小，相关服务
配套跟不上。”杨先生分析，除此之
外，缺乏专业策划和品宣人才，收
入少等关键因素制约着山西民宿
发展的步伐。“我们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山西：特色民宿为乡村游插上希望的翅膀

山西，是我国北方古村落遗存
最多的省份，发展特色乡村民宿具
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民宿旅游为农
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山西，作为全国重要的旅游大
省，其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为山西旅游业及山西民宿产业的
发展更是赋予了独特的文化民俗
特色。

在山西发展乡村民宿，犹如硬
币的两面。我们在看到它拥有无比
广阔发展空间的同时，也要清醒地
认识到，乡村民宿的发展面临很多
掣肘。比如：法规和监管不到位、经
营特色不明显等挑战和困难。未来
发展民宿旅游，需制定健全相关法
律法规，加强政府监管，形成经营特
色，力求基础设施便捷化，助力乡村
振兴。

而事实上，无论是在山西还是
全国做乡村民宿，一些绕不过的实
际问题，依然制约着乡村民宿的发

展。比如：房客的安全隐私房无法
保障、房东的利益房也无法保障、平
台信息真假无法分辨、有些房东可
能挂羊头卖狗肉，出租房屋的质量、
安全都不达标，导致租客的人身、财
产均有可能遇到问题……

比如：缺乏完善的民宿监管、
登记监管、卫生消防、人身安全、社
区管理等问题，尤其是在一些私人
开的民宿内，根本没有安装相关的
消防和火灾预警设备，也没有消防
应急疏散指引。

在乡村做民宿与城市里做民
宿，运营模式并不相同，和土地流
转、乡村振兴关系密切，需要面临新
的挑战，但是城里人对乡村生活的
渴望，使得乡村民宿的发展成为必
然。乡村民宿发展已势不可挡。

乡村民宿发展势不可挡

短 评

据有关部门统计：山西古村落
民居有其独特的特征，房屋格局、装
饰风格独具地域文化特色，是展示
山西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山西民
居建筑材料有土窑洞、木架构平房、
阁楼、瓦房、石板房；平面布局有一
字型联排式、四合院、三合院、多个
院落组合的大院式。山西的窑洞众
多，可分为靠崖式窑洞、下沉式窑
洞、独立式窑洞。

有别于同质化民宿的风格，山西
民宿因其古朴怀旧的风格，成为吸引
游客的“独门秘笈”。

最古朴的砖石木质结构、泥土、
稻草、石料、树枝等天然材料搭配匠
人手工打造……康家坪村的乡宁云
丘山窑洞大院依山而建，是集住宿、
餐饮于一体的民俗体验式宾馆，这些
由民居改造而成的民宿客栈，不仅带
动了贫困户脱贫致富，而且形成了景
区特色民宿客栈。

听风、望月、观山、看水……甚
至思索人生，顿悟天地，奇妙的山
水，赋予了悬崖居各种多元多变的
奇妙体验。

禅意民宿、参禅品茶、修身养
性……五台山的民宿将本土特点
与佛教圣地这一特色相融合，主题
各异，风格多元，情趣丰富；今年以
来，五台山智慧旅游新时代的开启，
更是推动民宿预订便捷化，去哪儿
网、携程网等网站预订量不断增长，
各类移动APP，特别是短视频APP等
对五台山民宿的宣传，也让近 500 家
民宿走进了大众视野。

据统计，山西民宿半数以上的客
栈民宿平均房价在100-300元，500元
以上的客栈民宿也有一定比例。九
成的客栈民宿房间数在 30 间以下，
36%客栈民宿低于10间房。房间的入
住率在旺季约为70%，淡季约为30%。

山西知名民宿的投资主体包括
五种，一是农民广泛参与的合作社，
二是旅游投资公司，三是传统能源企
业，四是乡民个体，五是众筹模式。
投资主体多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
业态的市场活力和价值。

古村落和特色窑洞彰显山西特色

山西民宿的潜力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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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遥古城某民宿客栈平遥古城某民宿客栈。。

山西某民宿极具特色。

民宿经营者绞尽脑汁对自家经营的客栈进行包装民宿经营者绞尽脑汁对自家经营的客栈进行包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