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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精品乡村民宿发展路径

吴燕芬，杨林
南京理工大学，南京 210094

摘要：解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精品乡村民宿发展的影响，探析精品乡村民宿的发展前景及趋势，使精品乡村民宿的发展路径

更清晰，进而能更精准地指导、促进民宿产业的发展，提升精品乡村民宿的居住体验。从精品乡村民宿的概念、发展历程出发，

通过个案研究法和功能分析法，分析出精品乡村民宿发展中的不足，总结其发展路径。乡村民宿是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旅游

的重要载体，是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也是乡村的新兴支柱产业之一。一方面，能促进乡村战略的实施，助力

乡村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研究精品乡村民宿的发展路径有利于推动民宿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转变，提升民宿的品质和体验

感，促进产业升级，加快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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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Route of the Perfect Homestay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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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homestay,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 and trend of rural homestay and make the development route of rural homestay clearer,

so as to accurately instruc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omestay industry and improve the living experience of the perfect

rural homestay.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ion and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perfect homestay, the deficiencies in development of the

perfect rural homestay were analyzed by case study method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method to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route.

The rural homestay is the important carrier of rural tourism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also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of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s well as one of the new pillar industries in the

countryside. On the one hand, rural homestay can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strateg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on the other hand, researching the development route of the perfect homestay is benefit for promoting the refinement and

high-end transformation of perfect rural homestay industry, thus enhancing the sense of experience in the rural homestay, promo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improv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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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从“振兴经济”、“改进治

理”到“建设新农村”，直至“走振兴道路”。乡村发展的

不断突破推动着我国乡村实现了从经济、政治、文化到

社会、生态建设的跨越式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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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融合乡村一、二、三产业的发展，带动“全民旅游”、

“全域旅游”环境下，以“乡村旅游”为代表的“个体旅

游”及“特色旅游”的兴起，同时，恰逢民宿产业的发展

进入了瓶颈期，亟待新的突破口，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乡村民宿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与方向。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精品乡村民宿的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指出，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基础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了“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项

总要求，使达到“农村美”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目标之一。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正式发布[1]。该法规提出“实施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这为乡村旅游的发展、乡

村民宿高端化、多元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乡村振兴战略下民宿的机遇与挑战

1. 民宿产业发展的机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中提到，“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建设一

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乡村民宿”[2]，因此，着力发展

乡村旅游精品工程与乡村民宿，可以为民宿产业带来

新的机遇。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工程，乡村民宿是乡

村特色文化产业之一，它在乡村经济、文化、社会、生态

建设各领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乡村振兴不仅促进了乡村民宿的发展，而且为其

提供了保障。一方面，它促进了民宿行业相关规范与

条例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宿产业的整体水

平。另一方面，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经济振兴的奠基石，

带来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资本投入等经济支持，推动了

大规模开发乡村旅游相关产业的热潮，并在一定程度

上促进了乡村民宿的深入化、高端化、多元化发展。

2. 民宿产业转型的挑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乡村旅游、乡村民宿发展的

新的春天。虽然由此吸引了大批设计师、资产家的注

意[3]，使民宿产业的发展受到足够的重视，但乡村振兴

背景下的民宿产业同样面临着的巨大挑战。

1）缺乏规范的管理和约束，导致民宿品质低下。

我国的民宿在发展初期以“农家乐”的形式为主，此类

民宿通常出现在城镇近郊的旅游区。随着经济水平的

提高，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以及“周边游”、“乡村游”、

“自驾游”的大规模发展，导致“农家乐”这类家庭居住

与经营相结合形式的第一批传统民宿已经无法满足市

场需求[4]。民宿产业作为我国的新兴产业，在门槛低、

缺乏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发展态势迅猛。在短期内，大

量民宿“喷涌而出”，也造成了产业紊乱、民宿产品良莠

不齐的问题[2]。

2）资源开发不够，同质化严重。在民宿的发展初

期，民宿管家的职位还未出现，乡村居民和投资者作为

民宿的主要经营者，对民宿及其周围相关资源的挖掘

不够深入，在利益的导向下，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同

时，还出现了同质化的现象。

3）经营模式单一，民宿价位偏高。民宿产业的发

展模式单一，产品价格普遍较高，其主要表现为：真正

的高端产品由于考虑到成本及淡旺季特征，所以定价

偏高，消费群体较少；中低端产品由于价格定位与民宿

提供的居住环境、服务无法平衡，与游客心理预设不

符，造成其销售困难[5]。

现阶段，随着民宿行业的相关条例相继出台，产业

呈现出“梭子”形趋势，即以中端民宿为主，占产业的大

多数，高端及低端的民宿较少。由此可见，民宿产业亟

待转型。然而，中端民宿产品的发展黄金期已经过去

了，现急需对精品乡村民宿展开研究，乘着乡村振兴的

春风，提升民宿产业的整体质量，同时，推动民宿产业

的转型、升级[3]。

（二）精品乡村民宿发展的现状

民宿产品作为一种休闲服务类产品，起源于针对

少数群体的个性化服务，而且民宿产业的特征使其不

会向酒店一类产品的高度标准化、统一化的趋势发

展。这些特征与民宿的本质相背离。

1. 案例分析

西班牙乡村“窑洞”民宿位于莫雷纳山脉的丘陵地

带。当地地质结构丰富，山洞数量极多，且多数用来作

农具储藏间或畜棚。该民宿运用山洞资源的附加功

能，结合历史上曾用岩石间隙当庇护所的特点，形成了

新的民宿居住空间。该民宿的成功离不开设计师对于

设计资源的发现、挖掘与借用。建造精品乡村民宿过

程中可人为把控的资源被分为两种，即物质资源和非

物质资源。只有通过对“窑洞”民宿的石材、地质结构、

周围景观等物质资源的把握，以及对建筑的形制、居住

和生活方式的细致观察与深入挖掘，才能实现原有建

筑、新材料及形制的对话，给人全新的空间体验。西班

牙乡村“窑洞”民宿见图1。

四川的“牛背山志愿者之家”民宿，聚焦了当地特

色景观及生产生活符号，使民宿具有中国传统建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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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记。该民宿在满足青年志愿者这一特殊群体的功能

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对当地“星空”、“云海”、“柴垛”等

地域符号的精准把握与提炼，表现了传统乡村建筑的

记忆与灵魂，凝聚了青年志愿者对志愿者群体和对

“家”类空间的温暖向往。牛背山志愿者之家见图2。

2. 文献总结

经查阅，我国对于精品民宿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

向：一是设计理念的探索，通过分析人们对于乡村向往

的初衷和缘由，总结出与其相吻合的思想理念，从而指

导精品民宿在乡村发展中的主题营建；二是对精品民

宿的感知（包括价格感知与形象感知），即通过观察精

品民宿的外形和美感，寻找它们与其价格所形成的差

异，探讨精品乡村民宿的不足与建议；三是通过对精品

乡村民宿的调研、功能空间、改造等方面进行分析，总

结出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设计策略，为精品乡村民宿

的系统发展提供借鉴。

综上可知，我国的精品乡村民宿仍处于探索阶段，

依旧需要借助城镇离心现象和大众对乡村的向往来发

展。目前，我国的精品乡村民宿仍处于萌芽期，人们对

精品民宿的认知和认可仍停留在表面。我国乡村的振

兴还需要通过对乡村资源的细致观察、广泛了解、深入

挖掘，提炼出蕴含在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中的历史文

化、社会资源、地域资源、生产生活资源等，进而全方位

地建设精品乡村民宿，并使其依托于乡村振兴战略，完

成突破性的转变。

（三）精品乡村民宿的发展可行性

民宿的价格是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一方面，精

品民宿的价格受旅游淡旺季影响较小，短期内不会有

下降趋势；另一方面，在乡村旅游热潮及体验经济的背

景下，人们对居住体验的高要求决定了民宿的高端化

发展趋势。结合精品乡村民宿发展环境与现状，可归

纳精品乡村民宿的发展可行性如下。

1）在乡村旅游带动下，精品乡村民宿发展有市场

实际需求。在乡村发展历程中，精品乡村民宿扮演着

两种角色。一种是作为乡村旅游的附属及衍生品，精

品乡村民宿能够满足人们对旅游体验的高要求，提供

给人们高品质的居住环境和更好的服务。另一种是在

新的旅游环境下，精品乡村民宿涵盖了对地域文化的

挖掘，对生产生活的观察，对乡风民俗的筛选，以及对

农事体验的尝试等多方面，其涵盖的内容足以支撑精

品乡村民宿担任起旅游目的地的角色。这是民宿产业

内动力发展的新趋势。

2）经济稳步发展，为精品乡村民宿发展提供客源

保障。民宿具有个性化特征，这决定了民宿的服务群

体的非大众性、非主流性。再加上民宿产品价格导致

其客源不充足，这问题一直是桎梏民宿横向、纵向发展

图1 西班牙乡村“窑洞”民宿

图2 牛背山志愿者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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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锁链。社会经济水平的整体提高、消费结构的优化

趋势对乡村旅游及乡村民宿建设有利好一面。一方

面，经济发展为民宿带来了较大的投资，促使民宿向更

高端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动了旅游产业

的不断升级，这也为精品乡村民宿的发展提供了客源

数量的保障。

3）系列政策条例下，精品乡村民宿发展有支撑与

保护。从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到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民

宿行业各级出台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对已有的成熟

产品起到了保护作用，对经筛选、准入后新加入的产品

提供平台支撑，还提供资金和荣誉奖励。另外，对可能

破坏民宿产业生态环境，并存在隐患的民宿产品有制

度约束。这样不仅保护了现有的精品乡村民宿产品，

而且给真正研究精品乡村民宿、为民宿产业作贡献的

群体提供了最大力度的支持。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精品乡村民宿发展路径

探讨

（一）民宿的发展历程及现实情况

从民宿到旅游民宿，再到乡村民宿，直至精品乡村

民宿，民宿产业发展的全过程是阶段性的提升和精细

化分类的结合。第一，它的发展方式具备导向性和依

赖性。乡村民宿的选址及营建多以大型旅游景点、风

景区、文化名区为依托，以乡村独有的地理位置、空间

布局、特色文化、绿色环境等资源为导向。现阶段民宿

明显的依赖性和导向性是其发展初期就存在并逐渐显

露的特征。第二，发展层次反映出不均衡和不深入的

现象。伴随着行业政策的完善和民宿环境的日趋整

洁，民宿产业的产品层次由仅满足住宿餐饮等基础功

能的低端产品，到现在占民宿产业较大比例的中端产

品，民宿高端产品的增加和前期遗留下的低端产品的

逐渐减少，是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发展的开端[6]，但对比

民宿的产业定位及现状，不难发现民宿仍然存在发展

水平不均衡、地域发展不均匀、民宿个体不深入的问

题。第三，基于民宿的依赖性及导向性特征，民宿的发

展模式过于单一，加上对民宿产品相关研究的不深入，

直接导致了千篇一律的同质化现象。

（二）精品乡村民宿的发展路径探析

1）发展模式多元化。精品乡村民宿发展的多元化

主要从经营方式多元化、民宿功能多元化、民宿定位多

元化三个方向展开描述。经营方式的多元化是指除自

家闲置民居外，乡民做管家的内在经营模式和专供游

客居住，另聘专业管家的向外经营模式以外的新的经

营模式。这样既可以避免由于住在同一所民居而造成

互相打扰的状态和空间独立性、私密安全性不够的现

象，又能解决由主客双方居住距离远所导致的顾客对

当地文化了解不充分的“民宿居住体验的酒店化”问

题。功能的多元化指除当下现存的“民宿＋餐饮”、“民

宿＋餐饮＋包括阅读、茶饮、竞技等在内的公共活动”

以外的新功能 [6]，例如将民宿与展览、售卖等功能结

合。这样增加了民宿功能的多样化，也一定程度上减

少了旅游淡旺季所带来的经济损失。

2）发展层次高端化。精品乡村民宿的高端化一方

面是针对其提供的服务，即服务内容的精细度和基础

设施的完善度，应确保民宿可满足当下乡游群体对其

体验性居住的需求。另一方面，精品乡村民宿的高端

化也指民宿的内容。这点是针对目前对民宿的设计及

研究不深入的问题。民宿区别于酒店的一点是它能够

基于地域文化及生态的特色和生态性，通过对当地地

域文化、乡土活动、乡土艺术及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入挖

掘，创建专属 IP等。

3）发展方式自主化。民宿作为外出旅游、参加活

动的附属居住品兴起。其自身的依赖性与导向性为民

宿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限制了民宿的广泛性发

展。随着民宿行业的发展，对民宿等级的评选要求逐

渐严苛，这使精品乡村民宿在硬件设施合格的基础上，

作为整合并展现周边生态、环境、文化等资源的载体，

具备了成为旅游目的地的条件和素质。在乡村振兴背

景下，精品乡村民宿将会以其自身为动力资源，逐渐摆

脱对旅游景区的依赖。

三、结语

一直以来，民宿都在扮演或被迫扮演着酒店的同

类选项产品这一角色。民宿与酒店的最大差别在于，

酒店更侧重于面向全部群体所提供的基本服务，而精

品乡村民宿则依托于民宿对小众群体的吸引，以及随

着产业的发展所引领的一种新型生活方式。民宿正由

旅游产业的附属产业迈向一种赋予人们新型生活方式

和旅游方式的新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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