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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海岛民宿发展对策研究 

——以舟山为例 

沈安琦 刘洋
1
 

（浙江海洋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浙江 舟山 316000） 

【摘 要】：“互联网+民宿”作为互联网经济与传统民宿产业的结合形成的新业态，其形成不仅大大推动了民

宿产业的发展，并带动了当地经济增长。舟山群岛位于我国沿海地区，风景优美，是旅游业与民宿业的发展要地。

但在民宿产业实际经营中，仍存在着诸多难题，滞约着产业的发展。以舟山地区海岛民宿为例，深入探究了“互联

网+”背景下电商海岛民宿的行业发展现状，探讨行业存在的问题，并总结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对策，希望能为民

宿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参考与建议，从而促进民宿产业的高效发展，助力区域经济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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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政策的逐步落实与经济发展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民宿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应运而生并呈现出快速

的发展趋势，而海岛民宿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优美海景备受旅客青睐。但在实际发展中，电商民宿发展仍有诸多阻碍。基于

此，本文针对“互联网+”背景下海岛民宿的创新发展，以舟山为例开展了深入分析与详细研究，并提出了有效的发展对策。 

1 互联网+民宿时代背景分析 

1.1“互联网+民宿”的定义 

互联网+民宿是指在“互联网+”的战略大背景下，运用互联网平台等信息技术使民宿产业与互联网深入融汇、充分结合，

形成新的产业商业模式。这意味着互联网与传统民宿产业的融合，传统民宿依托互联网进行更为深入的产业升级，同时利用互

联网大数据等特性，改变原有生产结构，提高产业效益，让民宿产业发展与时俱进。 

1.2互联网+民宿的发展现状 

根据我国工信部数据显示，2019年 1-11月中，我国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保持着稳速发展的良好趋势，各项互联网服务业务

发展较快，收入持续增长。在此期间，我国互联网企业完成业务收入达到 10886亿元，同比增长 22.4%。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关

于“旅游+互联网”行动计划的通知》要求，到 2020 年实现互联网与旅游业各领域的全面融合。随着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增长，

电商民宿平台的发展也颇为可观，如“Airbnb”、“木鸟短租”等。民宿平台的多样化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能性，同

时也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宣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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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互联网经济的普及为民宿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契机，并推动了民宿产业的新发展。因此，互联网与民宿

产业的融合发展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目前针对互联网+民宿的调查研究也备受社会层面的关注。 

2 舟山互联网+海岛民宿发展现状 

2.1舟山群岛发展民宿产业的战略意义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与国民生活的日益改善，海岛民宿作为一项新兴产业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其兴起也日益受到社会

的关注与认可。舟山市以长三角洲为腹，西靠甬、杭，北接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种种因素让这座

城市拥有了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作为一个海岛城市，舟山为国内海岛民宿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海岛民宿的发展现状

也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性。 

2.2舟山海岛民宿产业的发展现状 

舟山统计局数据显示，以 2019年 9月为例，舟山市本月旅游接待总人数为 786.73万人次，本年累计接待 5996.46万人次，

其中本月入境过夜游客为 16500 人次，本年累计达 113823 人次，累计旅游总收入为 892.68 亿元。可以看到，舟山市的旅游市

场规模较大，对住宿的需求也十分旺盛，海岛民宿产业发展具有较好前景与较大发展空间。 

在推动民宿发展的过程中，舟山政府与本地互联网媒体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鼓励民宿产业发展，加大特色民宿宣

传，刺激旅游消费，舟山地区政府与本地媒体共同举办了“岛居舟山”最美民宿评选与优秀民宿分享会，为当地优秀民宿颁发

了各类奖项，从不同维度对民宿进行分析评比。在鼓励优秀民宿更好发展的同时，也为舟山地区其余普通民宿的改进与创新发

展提供了多样的范例与丰富的思路，同时通过线上公众号公布评选结果等方式对舟山民宿进行了有效推广宣传。可以说，在多

方协作、共同努力下，舟山海岛民宿在互联网经济大背景下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潜力。 

在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探索发展过程中，舟山海岛民宿已初具规模，但在实际运营中，行业仍然遭遇发展阻碍。传统的

“民宿+互联网”主要是利用互联网的各个销售平台进行单一的宣传，难以持续吸引大众目光。 

3“互联网+海岛民宿”实际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互联网意识在实际运营中得不到较好体现 

在实际运营中，电商民宿在了解途径方面并未与传统民宿拉开较大差距。许多民宿运营者的互联网意识仍非常薄弱，而部

分运营者虽已具备一定互联网意识，但无法将其全面应用到实际民宿运营过程中。导致“互联网+民宿”新业态徒有外在声势而

缺乏真实内涵，民宿产业无法得到切实有效的发展。 

3.2宣传方式单一，“互联网+民宿”发展事倍功半 

在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发展的社会中，好的营销宣传会刺激更多消费需求，大大推动产业发展。而大部分民宿经营者的宣传

仍拘泥于传统宣传方式，集中地区、集中领域或通过政府宣传吸引小范围内的游客，过于单一的宣传营销让传统民宿无法有效

应用互联网技能，发挥互联网经济带来的优势。 

3.3独特地理位置成为海岛民宿发展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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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大海，春暖花开”的独特地理位置为海岛民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但独特地理环境孕育出的特色海洋文化

在民宿宣传中也没有得到较大程度的应用，此外，近海位置带来的交通不便、环境潮湿、基础设施简陋、消防隐患等等也成为

了阻碍海岛民宿发展的重要问题。海岛民宿的独特地理位置使海岛民宿发展面临着兼具机遇与挑战的双重局面，成为了一把双

刃剑。 

3.4市场缺乏统一管理，民宿质量参差不齐 

宏观管控对于产业整体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民宿作为一个新兴产业，近年来迅速崛起并急速扩大市场规模。然而

在民宿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监管力度并未跟上迅猛的产业发展速度。导致民宿市场中存在着经营者素质差距较大、民宿质

量层次不齐、部分地区甚至存在着价格虚高问题。管理效果甚微、民宿质量悬殊等问题都制约了民宿产业的整体发展。 

4 由舟山海岛民宿现状带来的互联网+海岛民宿发展对策思考 

4.1融合线上线下共同发展，应用“民宿+O2O”模式 

O2O模式是舟山海岛民宿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助力创新点。O2O即“OnlineToOffline”，该理念最早来源于美国，

强调了线上商务机会与线下的贸易合作相结合，把互联网看做线下贸易的中介。O2O模式下的民宿产业将线下的民宿体验通过语

言描述、图片展示等方式转移到线上进行参观与展示，让消费者能更为直观地了解，并选择民宿作为一种住宿方式。从而化抽

象的居住体验为具体的语言、图片，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民宿的销售途径，促进互联网+民宿的更好发展。 

4.2挖掘海洋特色文化，形成海岛民宿核心竞争力 

民宿中承载的个性化居住体验与当地文化内涵正是其区别于酒店、旅馆等传统住宿方式的标志，也是民宿业蓬勃发展的核

心所在。海岛民宿的核心则在于独特的海洋文化，民宿经营者与当地政府联合发力，深入挖掘本岛特色文化，如渔文化、农耕

文化、孝文化等等，深入发掘海岛民宿的文化底蕴。并将这种特色文化体验融入到民宿的居住体验中去，如布置装修、组织活

动等等，提升游客的住宿体验感，让特色海洋文化成为海岛民宿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将海洋文化作为宣传重点，打造独树一

帜的海岛特色民宿品牌形象，从而更好地吸引客流量。 

4.3开拓互联网宣传渠道，发散海岛民宿宣传新思维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与互联网经济的普及，网络推广在推动产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民宿经营者要想获得进

一步的提升必须要改变单一的宣传模式，积极探索互联网背景下线上宣传的新方式。有效利用各类网络渠道进行线上宣传，通

过在抖音、微博、小红书等信息共享网络平台分享民宿信息；创建微信公众号；线上直播等方式，提升民宿的知名度，打造特

色鲜明的海岛民宿品牌，利用互联网渠道，化解海岛民宿因地处偏远而带来的宣传不便、游客寻找不便等困难。同时，也可以

利用科技技术为游客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如通过 AR技术在网站中构建民宿 3D效果，是民宿体验者在手机上就能游览整个民宿，

并为其提供更全面地民宿信息。此外，还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发展游客自助办理手续、入住等一条龙服务，保护游客隐私，并按

游客个人喜好为其提供个性化服务，提升游客的民宿居住体验，提高游客的选择忠诚度，树立良好的产业形象，有利于民宿产

业在现代社会中更高效、健全地发展。 

4.4多管齐下建立有效市场管理机制，推动民宿产业整体发展 

规范民宿经营、整治市场乱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有效管理需要多方共同发力。相关部门应发布民宿市场管理条例，从宏

观角度为民宿市场提供制度化的衡量尺度，让民宿发展有法可循、市场管理有法可依，有效促进市场规范化。同时，民宿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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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也可建立民宿行业协会、民宿工会等组织，提供集体帮扶与培训，提高民宿经营者群体的整体素质，共同促进产业市场的

健康发展。此外，社会媒体也应积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通过建立游客建议反馈与投诉平台，有效收集消费者意见，建立有效

的监督反馈机制，积极促进民宿产业的健康发展。只有多方协同合作、共同努力，才能有效改善民宿市场中存在的问题，推动

产业整体的发展。 

5 结语 

伴随着互联网经济的普及与人们对于生活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民宿产业的发展需要扎实结合时代背景走好每一步。形成

“互联网+民宿”的新业态对海岛民宿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谈久了以海岛民宿为代表的民宿产业在互联网经济中的实

际发展情况，总结了海岛民宿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希望有助于民宿产业在互联网经济时代下的深

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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