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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不少人出游，喜欢住

风格多样、“小而美”的民宿。

但民宿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暴露出一些安全、管理等方

面的问题，引发不少消费者吐

槽。

旅游住宿产业
的升级迭代

如今，民宿在中国越来

越 受 欢 迎 。 据 统 计 ，从

2016年开始的5年里，中国

民 宿 数 量 增 加 了 数 倍 。

2021 年，民宿的数量比

2020年增加约30%。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人们更倾

向于在居住地附近休闲放

松，选择小型民宿的游客不

断增加。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

道，近几年，中国国内的本地

游、周边游逐渐兴起，这让城

市郊区酒店民宿行业大为受

益。此前就有旅游行业人士

认为，海外游的订单将转化

为国内游，有望带动中国高

端旅游市场的发展。

民宿产业是旅游住宿产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

际上规模日渐增长、品质不

断提升的文旅产业新业态。

民宿深植于城乡社区，能够

帮助广大消费者更好地与旅

行目的地产生情感连接，满

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品

质化的旅游需求。

中国民宿产业的发展是

旅游住宿产业升级迭代的重

要表现。其快速发展，得益

于中国独特市场基础等多重

因素的共同支撑。其一，随

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

断提升，中国文旅产业拥有

14亿多人口的庞大市场。

在巨大市场需求牵引下，中

国民宿产业不断迸发业态创

新动能。其二，中国多年来

的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

设，让城乡居民拥有了数量

巨大的“第二住宅”，居民闲

置或空置的房屋为开发民宿

提供潜在房屋资源储备。其

三，年轻创业者成为推动民

宿行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文

旅行业创新创业门槛较低，

有志于从事个性化、品质化、

多元化民宿开发的年轻创业

者，为民宿产业发展输送新

鲜人才“血液”。其四，成熟

的互联网技术解决了民宿消

费者与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难题，将需求与供给联

系起来，为民宿提供技术和

平台支撑。这些因素综合作

用，为中国民宿产业走出创

新发展之路提供了强大内生

动力。

别
让
民
宿
变

1 一些民宿行业从业人员缺乏相

应专业素质。

2 一些乡村民宿地处偏僻且多为

自建房，未经专业规划、设计、验收，

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3 由于部门职责分散，对民宿的监

管容易出现盲区。

作为旅游住宿业
中的一股新兴力量，民
宿不仅为广大游客提
供了“诗意栖居”的消
费空间，还通过对乡村
基础设施的带动，重塑
了乡村肌理，成为乡村
振兴新抓手。

然而，民宿行业快
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
出一些安全、管理等方
面的问题，导致部分民
宿变“民诉”。那么，应
如何减少民宿乱象，推
动乡村民宿高质量发
展，促进乡村旅游休闲
业态升级？未来的路
又该怎么走？

中国旅游住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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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象

发展乡村民宿是推动乡

村旅游休闲业态升级的重要途

径，未来的路该怎么走？关键

要在“民”和“宿”两方面下功

夫。

乡村民宿的关键支撑是

“民”。如今，越来越多具有开

阔眼界、创意思维、数字化技

术、现代经营理念和社会资源

的投资主体和经营主体加入到

乡村民宿发展中，这是乡村民

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

发展乡村民宿需要统筹

各方力量，需要提升“民”的素

质和能力。而外出务工农民和

返乡高校毕业生是推动乡村民

宿转型升级最具优势的群体。

各地出台并落实返乡创业的综

合保障措施，让在外人员真正

意识到乡村创业的机会宝贵、

政策优惠、服务便利，具有高人

力资本的外出务工和求学群体

才会持续不断地返乡创业、投

入到乡村民宿和旅游休闲的建

设中。

强化乡村民宿的人才支

撑还需要扩大“民”的范围。要

积极吸引外来资本投资乡村民

宿，鼓励城镇居民等通过租赁

产权明晰的闲置宅基地房屋、

合作经营等方式开展乡村民宿

经营，推动乡村地区成为各类

人才的荟萃之地。

乡村民宿的核心功能是

“宿”。提升乡村民宿的住宿体

验是乡村民宿高质量发展的核

心。然而，住宿体验不仅来自

物理空间的停留，更来自文化

氛围的浸润；不仅是“住”的单

一体验，更需要“吃、游、购、娱”

等方面的多维提升。尤其是在

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交通条件

相似的情况下，实现乡村民宿

文化化、品牌化、精品化发展尤

为必要。各地需要通过文化挖

掘、文化整理、文化弘扬和文化

更新，打造具有文化差异性、特

殊性和主题性的乡村民宿。

乡土文化和地域文化是乡

村文化的灵魂，是“乡愁”的核

心寄托，也是乡村民宿文化营

造的主要源泉。乡村民宿发展

需要充分汲取和融合乡村地区

生产、生活、生态方面的各类文

化元素，因地制宜地挖掘文化和

文物资源。例如，乡村地区在农

耕文化、风土人情、民俗礼仪等

方面各具特色，各地区可根据

自身文化传统，以乡村民宿为

纽带，开设特色节庆活动、手工

制造等文化体验活动，使游客

在亲身参与中感受民俗文化风

情。

乡村民宿的文化营造还

应当充分考量市场定位和消费

偏好。要根据不同消费群体的

消费理念打造多种类型和文化

品位的乡村民宿，注重高、中、

低端产品相结合以及

不同细分年龄市场的

差异，从而更大程度

地满足市场消费需

求。

部分民宿为何变“民诉”？

为规范民宿行业发展，

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

《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行

业标准。今年2月1日起，国

家标准《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

等级划分》正式实施。

业内人士认为，这些规定

为民宿经营者提供了参照依

据。但由于民宿是非标准化住

宿，具有房源分散化、经营主体

多元化、服务个性化、依赖互联

网营销等特点，一些痛点长期

存在，短期难以彻底解决。

一些民宿行业从业人员缺

乏相应专业素质。2021年贵

州省统计局所作的一项调研显

示，贵州省内民宿经营主体个

体户占60%以上。由于乡村

民宿一般位置偏远，专业性人

才不愿进山，大多数从业人员

是当地居民，未受过相应职业

技能培训。同时，民宿行业季

节性分化严重，淡旺季明显，从

业人员流动性大。

一些乡村民宿地处偏僻且

多为自建房，未经专业规划、设

计、验收，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中部某地近期摸排发现，当地

约30%的民宿消防安全未达

标，有约20%的自建房用于经

营的民宿未取得房屋安全鉴定

合格证明。在一些城市小区，

一些业主将民宅以民宿形式出

租，带来治安、扰民等问题。

由于部门职责分散，对民

宿的监管容易出现盲区。业内

人士介绍，民宿管理涉及文旅、

住建、消防等多个部门，由于缺

少牵头单位，难以形成合力。

目前国内多地已明确要

求，开办民宿需办理营业执照、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食品经

营许可证等证照。但一些间歇

性营业的民宿在证照不全的情

况下揽客，偷摸着做生意。贵

阳市一位民宿经营者介绍，并

不是所有网站、平台都需要提

供营业执照；有的平台进入门

槛低，注册成为商家、发布房源

比较方便，审核很容易通过。

民宿乱象频发，该如何守

护“诗和远方”？受访人士建

议，促进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探索多元共治，规范市场。

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华坛

山镇党委书记杨梅等基层干部

认为，公安、文旅、住建等有关

部门，应增强统筹协调，做到房

源、房东、房客等基础信息底数

清、情况明。对问题民宿可分

类采取“停业整顿、休眠、退出”

政策。

此外，要引导从业者长线

经营，不做“一锤子买卖”；常态

化开展民宿管家培训，提高从

业人员素质。

记者调查发现，在“黑猫投

诉”等平台，与民宿有关的投诉

不少，类型集中在以下方面：

——预订后无法入住，退

改不便。多位消费者投诉称，

在网上提前预订了国庆时的民

宿，但临近入住时，房东说不能

接待，甚至明确表示当时价格

太便宜，需要重新预订。

一些民宿还自行制定“订

单不可变更或取消”“在未能

如约入住的情况下，将收取全

额房费作为违约费用”等“霸

王条款”。

——虚假宣传，货不对

板。外面有海景、江景、湖景，

内部装修新颖、配套齐全……

一些照片精美的“网红民宿”

现实中让人大跌眼镜。

今年，网上还出现了假地

名、假地址的“幽灵民宿”。一

些商家为提高获客率，声称民

宿距离火车站、知名景点等地

标只有几百米，但实则相距甚

远。

——卫生状况堪忧，潜藏

安全隐患。在一名维权博主的

视频里，广西北海某地1000
多元一晚的豪华海景大床房，

屋内积灰不少，花洒上有蜘蛛，

沙发有残缺指甲盖，被单和枕

套上大片污渍，床垫下面长出

霉斑。

●虚假宣传、安全隐患较多

●标准化、专业化程度偏低

未来 要在“民”和“宿”两方面下功夫

符合国际标准的高星级酒店引入

中国。

第二阶段 2005年前后

以住宿为核心功能、地理位置便

利、价格相对低廉的经济型酒店，

掀起住宿业态创新高潮。

第三阶段 2015年前后

在民宿业主、互联网平台、旅行达

人等多股力量的推动下，民宿产业

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

民宿产业快速发展原因

1 中国文旅产业拥有14亿多人口

的庞大市场。在巨大市场需求牵

引下，中国民宿产业不断迸发业态

创新动能。

2 中国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和新

农村建设，让城乡居民拥有了数量

巨大的“第二住宅”，居民闲置或空

置的房屋为开发民宿提供潜在房

屋资源储备。

3 年轻创业者成为推动民宿行业

发展的重要力量。文旅行业创新

创业门槛较低，有志于从事个性

化、品质化、多元化民宿开发的年

轻创业者，为民宿产业发展输送新

鲜人才“血液”。

4 成熟的互联网技术解决了民宿

消费者与提供者之间的信息不对

称难题，将需求与供给联系起来，

为民宿提供技术和平台支撑。

针对民宿的投诉类型

1 预订后无法入住，退改不便。

2 虚假宣传，货不对板。

3 卫生状况堪忧，潜藏安全隐患。

行业痛点存在的原因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网、

中国青年报等）

第一阶段 上世纪80年代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