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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民宿旅游发展模式研究 

——以乌镇为例 

赵爽 刘庆广
1
 

(合肥学院旅游系,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近年来,我国民宿旅游发展迅速,乌镇作为古镇旅游的成功先行者,正在大力发展休闲旅游。其中,乌

镇住宿接待业的主要成分是民宿,这也是乌镇古镇旅游向休闲旅游转型升级的重要一环。在个性旅游高速发展的时

代,乌镇通过对市场需求与供应关系的分析,依托浓厚的人文环境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借鉴国内、外民宿成功的经验,

采用“互联网+智慧旅游”的形式,将当地民宿打造为具有“家”味道的古镇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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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指出要积极发展客栈民宿、短租

公寓、长租公寓,表明民宿客栈在我国市场处于合法地位,不再处于住宿的灰色边缘。在个性旅游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分析民宿市

场需求与供应的关系,基于民宿旅游新趋势,进行民宿设计、开发及营销的旅游新模式,采用“互联网+智慧旅游”的新形式,进行

乌镇民宿旅游的开发建设。民宿旅游是传统乡村旅游的提升,在传统旅游业转型升级及国家政策支持的背景下,民宿旅游极有可

能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一个崭新平台。 

1 发展乌镇民宿旅游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随着人均 GDP的飙升,我国旅游产业逐渐返璞归真,呈现欣欣向荣的姿态,生态、可持续、休闲度假游、深度游等思想层出不

穷。新型旅游的发展吸引了更多游客选择民宿客栈,给民宿行业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也促进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当前,民宿客栈已然是深受广大游客喜爱的新兴旅游产品。 

乌镇地处江南水乡腹地,历经千年的沧桑岁月,它俨然成为时间墨笔下吴文化的瑰丽画卷。天堂与苏杭中间还有个小小的乌

镇,作为第一批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古镇,它的区位、市场和品牌都具有非常优势,曲水、楼台、小桥、流水、人家融为一体;

鱼鹰、昆曲、青团、丝绸交相辉映,为乌镇民宿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民宿客栈在我国乡村旅游业中显现出猛烈的发展势头,促进了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但

是,乌镇在借助时代潮流发展民宿旅游时,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当今时代的市场化和多元化对人们的思想认知产生了强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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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拥有大量建筑风格、样式一致且保存完整的明清古建筑,这对乌镇发展独具特色的民宿旅游具有明显的推动力,但古建筑的

实际使用价值相对较低,需经过翻修改建才能作为民宿的主要场所,而在翻修改建的过程中通常会出现古建筑被破坏的状况。 

在相关调查中,大多数民宿客栈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环境污染、过度开发、规划不合理、游客投诉等问题。针对这种情况,

大多民宿客栈为谋求更好的发展都要采取恰当的解决措施。乌镇民宿以其前瞻性的眼光,紧紧结合当下旅游发展新形式,积极投

身于民宿客栈经营改革的过程中,为各地发展民宿旅游提供样板。 

3 民宿旅游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开展民宿旅游经营项目,需要用平台化思维拥抱时代,掌握策划、规划、设计理念,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改善空巢老人和留

守儿童的社会问题提供新思路,快速解决地方性就业问题。乌镇将通过全方位的资源对接和自主研发设计的综合性“民宿客”平

台创建个性化民宿旅游项目,完善产业链条、扩展运营思路、拓宽融资渠道、促进行业交流,使民宿旅游成为集线上预约共享、

线下实体体验为一体的乌镇文化交流平台。 

3.1“互联网+”为民宿带来资金 

众筹是依托互联网发展起来的独特的金融模式,这种模式使众多民宿主找到了投资人,促进民宿行业的发展。而这些投资人

给予的是投资和消费的双重支持。互联网平台上可以轻松完成民宿的预订、运营和推广等环节,此外,出行软件的发展也提高了

乡村民宿的通达度。“互联网+”下的民宿旅游众筹既帮助民宿产业融到了钱,又扩大了民宿客栈的影响力。 

3.2“互联网+”带动旅游分享经济 

现阶段,民宿产业作为乡村旅游的派生产业迅速发展起来,是我国乡村旅游景区发展的新产品,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互联网+”所产生的分享经济为其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当代大多数人更加欣赏自然式的慢休闲生活,更多游

客选择民宿客栈,这也为我国休闲民宿旅游提供了兴起的机会。乌镇以其前瞻性的眼光紧紧抓住这一时代潮流,在规划中体现不

同的地域特色,满足游客的心理需求,提供个性化服务,发展新型民宿旅游产业。 

3.3配套的基础条件 

民宿是游客出行的集成点,民宿的选址必须要满足游客度假的综合需求。因此,民宿客栈所在地区的景观独特性就显得非常

重要,它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客流量的大小。民宿体量较小,布局灵活,既可混居又可独立运营,它隶属于休闲游,城市是其消费主体,

因此,民宿游最重要的是提供一种不同于城市日常生活的体验。环境优美、贴近原生态是其最理想的状态。乌镇曾名乌墩和青敦,

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四季分明,气候湿润。千年的历史底蕴与水乡风貌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幅天然的“鱼米之乡,丝绸之

府”画卷。乌镇民宿不只是农家乐的简单升级,它在开发传统民宿的同时丰富其他业态,延伸产业链条,推出不同类型的农园民

宿。 

从消费需求角度考虑,游客更偏爱的是那些具有独特性服务产品的民宿。在民宿经营过程中不仅要设计出能让消费者满意的

多元化服务产品,更加要考虑到游客对这种创新化服务产品的态度。在民宿旅游中,游客最直接、最容易感受到的是服务环境。

大多数情况下游客更注重民宿的内部环境,对民宿内部环境的感知也更强烈。在布置民宿内部环境时可营造某种大众化、接受群

体较多的环境,再从某些细节来増加消费者对于民宿服务环境的认同感,营造“家”的舒适温馨感。在民宿经营发展中,外部环境

是较难改变的,只能通过设计内部环境达到两者的相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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