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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海岛东沙民宿研究
1
 

陶亚婷 

（浙江海洋大学，浙江 舟山 316022） 

【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旅游的需求日益增加，民宿也越来越受欢迎。浙江舟山渔业资源丰富，海岛

特色文化丰厚，是发展休闲民宿的好地方。以舟山的东沙古镇为例，介绍其民宿的现状，指出了目前东沙民宿存在

的基础设施不健全、经营档次相对低端、美食特色未呈现等问题，并提出了加强政策扶持、强化特色打造、将民宿

与当地美食文化紧密结合等针对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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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曰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不

只是满足于物质需求，而是进一步追求美好的生活需求，追求生活的质量，这对于旅游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同于以往的

“观光”、“名胜古迹”这些视觉观感性质的旅游，旅游消费逐渐走向“休闲”、“乡野”、“融入”，自助游开始盛行。民宿，富有

特色人文情怀、美丽的自然乡村风景、雅致的屋内陈设，成为当代休闲旅游的新兴产业。我国台湾民宿作为民宿业的前驱者，

成为了独具特色的旅游产品，在管理标准、主题类型、风格设计、集聚分布、营销策略等方面都拥有丰富的经验。浙江省的一

些地区民宿发展迅速，如杭州西湖，正在以品牌效应成为刺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浙江舟山渔业资源丰富，海岛特色文化丰厚，

是发展休闲民宿的好地方。 

1 舟山和东沙民宿状况 

1.1舟山民宿基本状况 

舟山的民宿产业开始于 20 世纪的 90 年代。最近几年，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和舟山群岛海洋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不断推进

和实施，民宿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尤其是在一些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地区。其中东沙民宿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展十分迅速，

目前已形成了一定规模，档次和品位逐步提升，海岛特色日趋明显，已成为舟山市休闲旅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2东沙古镇及其民宿现状 

东沙镇位于舟山岱山岛西北端。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古代历史建设。东沙角，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城镇，已经从以前

的繁荣中消失了。但是，东沙镇至今仍高度重视古镇的文化价值，妥善保护古镇，促进古镇有序发展。在古镇已经建成并修复

了中国海洋渔业博物馆、中国图书雕刻城、巨台乡布庄、湘干老作坊、陶艺馆、玉都古镇“古城”一条“老街”等。富有的原

始渔民仍然吸引着外国游客，让人们驻足怀旧。许多渔民的房屋就在这些地方，朴素但有着当地特色。民宿在景点附近应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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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那个古朴的小镇里，为往来的游客提供体验当地生活的机会，慢慢发展起来，如今也成为东沙古镇的一个文化特色。 

东沙的小岙村被打造成为一个海边民宿村，总面积 360m
2
,位于东沙古渔镇西北郊，靠海，由数十座渔民宅院组成，这些渔

民宅院是明末清初开始留下的，当地完整地保留了当时的手工作坊、传的统四合院等百年建筑。舟山传统渔村的建筑特色和基

本格局，使这里成为打造特色民宿的理想选址。小岙民宿以保护原有建筑展示百年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底蕴。水窖一以前渔

村人家必备的生活设施，原来的碗橱、雕花床、水缸、瓮，都被完整保留下来。装修与装饰也简单和复古，显现当地纯朴的渔

村风情。目前民宿村里开业的民宿只有一家小岙民宿，15 间房，价格在 400 到 800 这个区间。法定节假日基本满客，平时则较

空闲。民宿条件状况良好，休闲自在。注重高端品质服务的民宿也将逐步开业。东沙民宿产业发展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四个特

点： 

一是发展环境不断优化。东沙镇以前个体经营的渔农与国家实施的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使得许多感兴趣的渔农无法取得

营业执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民的发展。岱山县颁布了《渔农家民宿管理暂行办法》，对渔农家民宿旅游服务设施和安全设

施、就餐环境、垃圾处理、污水排放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和要求，旨在保证消防安全的前提下，降低渔农家乐经营户办证门槛。 

二是注重海岛风貌特色。在民宿建设过程中，能充分利用原生态风貌，把渔农村乡村建筑作为物化海洋文化、渔农耕文化

的载体。如小岙村，将民宿建设与特色建筑、文化打造紧密结合起来，保护原有建筑展示百年建筑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底蕴。 

三是注重海洋民俗文化特色。民宿坐落在海边，或者是古镇街道内，与当地东沙古镇融为一体，小岙民宿保留水窖（以前

渔村人家必备的生活设施），原来的碗橱、雕花床、水缸、瓮等，充分地展现了当地的民俗和风情。 

四是强化整体的品牌效应。推进连线连片的发展模式，把分散在各处的民宿、特色村庄等通过整合、包装，进而实现规模

效应，形成民宿产业的集聚区。小岙民宿村的打造就是想把民宿集中起来，重新包装，把这个小岙民宿村打造成为东沙古镇这

个旅游景点的明星产品。 

2 东沙民宿目前存在的问题 

2.1要素限制，民宿产业发展受限 

东沙古镇村庄基础设施不够健全，体现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东沙古镇附近的村庄发展相对落后，超市、商店、餐厅等都

不健全。如，东沙古镇景点附近只有两家餐厅，由附近居民在自己居住地开设的小餐馆，占地面积约 16m
2
;有一家超小型的小卖

部和一家便利店大小的超市，只能勉强保证游客的日常生活、饮食的最基础需求。交通方面，公交车班次少，运行时间久，出

租车和滴滴未得到普及，出行不便。 

2.2经营档次相对低端 

东沙古镇景点附近有两家民宿。一家是国际青年旅舍，约 10 个房间，价格为 180〜300 元，民宿房子外观优美，由绿油油

的绿叶覆盖，但房间内十分简陋，只有床、lm
2
大小的厕所、衣架以及一个床头柜，总体条件可能不如普通的大学生宿舍。另一

家约 15个房间，房子构造是旧时的四合院，自然古朴，古韵十足，环境优美，房间条件跟快捷酒店类似，价格较高，大致在 500~800

元这个区间内，淡季最低价不低于 300元。虽然价高，但是总体设施、服务档次并没有提高，与价格有点不对称。 

2.3美食特色未呈现 

海鲜美食是舟山旅游发展的亮点和卖点。但东沙镇的民宿并没有很好地发挥舟山“中国海鲜都”美食品牌的作用。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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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并不提供用餐，游客需自己去找餐厅就餐。提供就餐的民宿在海鲜菜品上下的功夫也很少，菜品都十分简单，随处可见。

由于民宿附近餐馆数量少、档次低，民宿就饮食方面提升的空间很大。 

3 加快发展民宿游的对策 

3.1加强政策扶持 

从场地管理、接待设施、安全管理、食品卫生、环境保护、服务质量、特色工程等方面综合支持住宅行业，加强其规范管

理，促进标准化建设。政府应加大财政投入，在交通方面，积极鼓励引进滑板车，增加节假日公共交通流量，增加租赁服务点

等；鼓励居民和住宿经营者将支持重点转向精品住宅，引导住宅产业向精品方向发展，发挥示范作用；加强古镇文化建设，发

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文化，可以开展全国渔民绘画活动、海鲜食品节等活动。 

3.2强化特色打造 

深入挖掘区域特色，保持地域性，开发优势资源，优化生态环境，提升服务环境，发展一批基地型高质量休闲住宅。打造

文化体验型特色民宿，把古镇特色村内浓郁的海岛文化、渔农耕文化、渔民画文化、方言文化等融入民宿中，并摆放古镇乡土

文化艺术品。打造休闲愉悦型特色民宿。 

3.3将民宿与当地美食文化相结合 

美食，对于旅游者来说无疑是最直观最诱人的，将民宿与当地特色美食结合起来十分必要。一方面，在设计菜肴时，突出

养鱼菜的正宗风味，突出自然、绿色、真实的味道，让游客吃得新鲜、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融入娱乐环

境，例如提供游客鱼竿在附近的鱼塘钓鱼。政府还可以组织农民特色食品大赛，打造东沙特色食品品牌。 

4 总结 

舟山拥有丰富的海洋休闲旅游资源，在发展休闲岛住宅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同时，休闲岛住宿的发展也可以促进舟

山旅游的转型升级。然而，现阶段还存在许多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来鼓励和引导休闲岛住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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