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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健康背景下对“共享农屋”旅游模式的探究 

——以浙江省磐安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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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共享经济背景下,全域旅游持续发展,原本的传统旅游模式面临着困难和挑战。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

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实施,我国田园旅游业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田园旅游模式不断创新,文旅康养成为其中一大

亮点。本文以浙江省磐安县“共享农屋”为例,根据其发展现状分析优势契机,并对磐安“共享农屋”旅游发展中现

有的问题提出解决思路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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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农屋”是指在不改变农屋所有权前提下,依托乡村优美的生态环境与闲置住宅,是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创业、度假

或养老共享平台的旅游产业。主要包括共享菜园、共享食堂、共享书屋、共享舞台等方式感受体验共享生活。实现城乡功能互

换、生态空间共享的目标,创新乡村旅游模式。 

本文以浙江省磐安县“共享农屋”为主体,对其发展进行探讨。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献调查法和访谈调查法,通过文献检索关

键词“共享农屋”、“田园旅游”等进行分析总结“共享农屋”出现的背景及其发展优势,并以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作为调查研

究区域,走访了 7 个乡镇,重点调研了大盘镇和双峰乡,研究对象主要是磐安共享农屋经营者、居民及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通过面

对面交谈了解现阶段磐安“共享农屋”模式旅游业的发展现状及现有不足之处,本文将针对其问题,通过分析磐安生态环境资源

和特色传统文化,结合社会政策背景与磐安旅游建设规划,将对磐安“共享农屋”模式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可行性建议。 

1“共享农屋”出现的背景 

在现阶段旅游市场中,一方面,城市居民对“体验农村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农村“闲置房屋”问题突出,在这

对应的供求关系促使下,“共享农屋”概念得以产生,并表现出其强大的市场活力。 

1.1农村“闲置房屋”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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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人口不断外流,农村新房不断兴建,导致广大农村地区房屋闲置现象日益凸显。大量农

房闲置,土地资源严重剩余,如何将这部分资源转化为经济收入成为乡村发展振兴的重要环节。 

我国早在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就已经提出,要探索农村集体组织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空闲农房及宅基地。近年

来,陆续有相关政策出台,显然,现阶段如何盘活农村处于部分或整体闲置的房屋,是当今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问题。 

1.2“中医康养”“文化旅游”“田园养老”成为热点 

目前,全国对旅游业的关注、参与的热情空前高涨,国家各部委也陆续出台新政,融合形成“旅游+”式的热潮。而热度较高

的“中医康养”“田园养老”两大产业,势必将与“文化旅游”融合,迎来快速发展期。 

近年来,国家不断倡导中医养生方式,越来越多的退休老年人有迫切的田园养老与养生保健需求,社会热点向养老、旅游、医

护、养生等方面转移。将地方生态旅游发展、田园休闲养老和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医养生相结合,优化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利于打

造差异化乡村旅游产品类型,丰富客群体验,协同创新发展。 

同时,经过此次疫情,人们对于健康的认知大大提升。国家发展改革委也表示,今后将稳定扩大康养消费,努力对抗新冠肺炎

疫情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挑战。由此,基于“共享农屋”模式旅游业,创新发展“中医康养+文化旅游+田园养老”的产业融合

方式,顺应了旅游市场的消费升级以及康养旅游的发展趋势,前景广阔。 

2 磐安“共享农屋”的发展优势及其现状问题 

2.1磐安旅游产业极具市场潜力 

2.1.1生态环境。 

金华磐安,位于浙江的中部,一直有“群山之祖,诸水之源”的称号,同时也是全国首批的“国家生态县”、“国家级生态示

范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磐安县拥有极高的森林覆盖率,达 80.9%,生态环境好,空气优良。 

2.1.2区域地理。 

磐安地处金华、丽水、绍兴、台州 4市交界处,有“浙江之心”的称号。预计在 2021年杭温铁路建成开通后,磐安到杭州、

温州等地将进入 0.5小时交通圈,形成“浙中最佳休闲养生度假旅游圈”。 

2.1.3政策支持。 

磐安旅游业近年来迅速发展,已成为浙江省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县,国家第二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同时,当地县委、县

政府着重发展康体养生游、古村文化游、养老民宿游、生态景观游等四大产品,致力于将磐安打造成为“江南生态养生源”,同

时已将休闲养生旅游确立为当地的“一号产业”,并伴随着磐安以中药产业为基础的特色小镇——江南药镇、药文化园和康体养

生园的发展,为“共享农屋”模式旅游业建设有中医药康养特色的田园养老模式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有利于磐安特色品牌的

打造。 

2.1.4物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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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游资源丰富。磐安在拥有丰富生态自然旅游资源的同时,还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文化习俗具有独特性与地域性,

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赶茶场”、“炼火”、“乌龟端茶”等。(2)中药材资源丰富。磐安有“江南药谷”的称号,其中药材

资源十分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也十分适宜中药材生长,被誉为“天然的中药材资源宝库”和“中国药材之乡”。 

2.2磐安“共享农屋”的出现及发展 

磐安县旅游资源种类较丰富,类型较齐全,其近年首创的“共享农屋·磐安山居”则是乡村休闲旅游新模式,是实践“两

山”理念的新载体,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新举措。 

“共享农屋”作为创业主体概念的形成后,有着一系列相关政策文件的支持,其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中有人大代表提

出《关于推广“共享农屋”田园养老做法的建议》,得到了民政局的肯定回复,这对共享农屋建设发展文旅康养和田园养老提供

了关键性的力量。 

2.3磐安“共享农屋”发展现状 

“共享农屋”已初具市场规模。据 2019 年数据统计,全县约有闲置农屋 1.5 万户,预计可盘活闲置资金 15 亿元。自“共享

农屋”产业实施以来,磐安已推出 1000多户 5000多间农屋;另有 3000余户已有初步意愿,预计在 2020年之后的几年将会又诞生

一大批“共享农屋”。通过走访调查发现:其中,小盘村是磐安县“共享农屋”的第一个试点,具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成熟的

“共享舞台”、“共享菜园”等;双峰乡是磐安县“共享农屋”发展规模较大的一个乡镇,它有着发展情况较好的农屋群。大盘

镇和双峰乡是磐安县“共享农屋”发展比较好的两个乡镇。除了大盘镇和双峰乡,在其他几个乡镇也有一定规模的“共享农屋”,

虽发展情况不及大盘镇和双峰乡,但也在结合自身特色在不断发展。 

自“共享农屋”出现以来,呈现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已有一定的发展基础,获得了一定的客源与社会关注度。 

2.4磐安“共享农屋”发展问题 

2.4.1“共享农屋”专业电子商务平台体系尚未构成。 

磐安“共享农屋”产业配套设施还未全面覆盖完善,没有全面激发市场活力,尚未出现以共享农屋作为核心创新点的电子商

务平台。 

2.4.2“共享农屋”尚未形成品牌效应。 

磐安当地旅游资源发展特色不够鲜明,尚未打响中医药健康旅游品牌。从发展的角度看,现今尚不具备长期的垄断性优势,如

要保持竞争力仍需不断开拓创新。 

2.4.3磐安“共享农屋”数量增多不等于收入增多。 

“共享农屋”数量不断增多,在提高了市场容量的同时,也有旅游淡旺季明显的问题,面临着如何增加市场需求量这一难题。 

3 磐安“共享农屋”发展营销建议 

3.1创新营销方式,直播营销推广助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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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直播营销和短视频营销等新媒体营销方式推广“共享农屋”,增加其曝光度和知名度。5G 时代的到来,使受众接收信息

的方式日益多元化,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红利期的到来,直播带货方式火爆。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切实解决扶贫农畜牧产品滞

销问题,组织好产销对接,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利用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多渠道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 

3.2融合“共享农屋”发展多元化特色文旅康养产业 

发展“中医康养”+“森林康养”+“田园养老”+“文化旅游”多元化文旅康养模式。以“共享农屋”为中心点,发挥磐安

当地各项优势,带动当地乡村振兴和中医文化沿承,走文旅融合的创新之路。将当地传统特色文化、中药材资源、药膳美食与田

园养老、中医康养潮流相结合,打造磐安特色文旅康养品牌。推进具有磐安特色的产业与文旅康养融合发展,积极培育发展“健

康+”产业,建设发展多元特色文旅康养的生态型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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