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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西南州乡村景区民宿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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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 

【摘 要】：随着物质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逐渐成为我国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黔西南州以发展全域乡村

旅游为抓手，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带动全州乡村旅游发展，拓宽乡村产业发展路径，为乡村景区民宿发展奠定了基

础。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下，民宿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酒店的情怀产业一直受到游客的追捧和喜爱。因此，黔西南州

出现了一批经典民宿，乡村民宿发展已有蓬勃之势。但是，纵观黔西南州民宿研究和整体发展情况，民宿理论研究

水平相对薄弱，同时，缺少系统设计策略引导的民宿设计均质化严重，应该突出特色体验和乡村情怀，并展现民宿

地域特质和文化内涵，这些都需要建筑设计进行专业引导。 

【关键词】：黔西南州 乡村旅游 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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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民宿是经营者利用自家闲置的农屋和院落，结合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历史古迹、人文风情或农民生产活动，以慢节奏生

活，家庭式服务、乡野体验、亲近自然为特色，为游客提供幽静、自然、舒适的旅游居住空间。乡村民宿的大规模发展，有效

改善了乡村旅游的住宿条件，很好的解决了乡村旅游接待能力不足的问题。现如今的民宿主题各异、风格独特，卫生条件不断

提高，设施设备不断完善，民宿这种居住形式逐渐被更多游客所认可。 

黔西南州的乡村旅游要依靠大型景区的客源市场进行发展位于州府兴义市、辖区各县城郊区，主要以城镇市民作为客源市

场，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黔西南州的乡村旅游现已成为黔西南州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州开展乡村旅游的接待游客。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城市就业人群由于每天面对高强度工作压力和快节奏的生活，

对安逸舒适的慢节奏乡村生活越来越向往。传统的居住形式，逐渐无法满足人们对乡村旅游文化生活更高质量的要求，乡村民

宿应运而生。各种主题各种类型的民宿在乡村中成立，吸引着很多人去感受去旅行，这属于一种新型的民宿旅游行业。乡村民

宿是促进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科学引导乡村民宿规范化、标准化发展，积极推动农村产业融合，有利于解决旅游业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其次，发展乡村民宿可以为农民再就业提供岗位，开阔乡村居民的创业思维和视野，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 

2 现状研究 

2.1关于乡村景区民宿的发展现状研究 

随着黔西南州乡村旅游、休闲旅游不断发展，维护乡村生态和谐、保护景观特色成为现代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传统的乡

村旅游接待以农家乐、客栈、小旅馆为主，但接待能力有限、住宿环境差、服务质量低、体验感受较低等问题突显，传统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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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接待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居民对休闲娱乐生活的需求。将特色小镇和精品民宿建设发展相结合，因地制宜利用本地的特

色资源优势，促进发展。黔西南州乡村民宿已经发展的很有规模，他们风格独特，经营模式创新有特色想法各异，建筑风格各

具特色。 

但是在发展中会存在着一些问题，大部分民宿的管理者在经营一定程度之后取得了利益然后进行了盲目的投资，这种做法

让其丧失了民宿最根本的意义，更具有商业性缺少了家的特色文化，使其和一些现代的旅游场所和酒店没有了本质区别。而且

乡村旅游民宿的产业提供的服务相比较非常的单一，模式太过局限性，资源消耗的也大，这造成了对民宿长期稳定发展有着威

胁。 

有很多地区自身的环境资源非常的好，但是由于交通运输不发达影响了乡村旅游业得发展，这对于实际开发会有一定得影

响，设备也不够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会存在威胁隐患，这回影响民宿行业得发展，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很多

比较偏远的地区并没有设置相对应的购物场所、或者是停车场，导致人们出行到这些地方旅游的时候，会有诸多不便而选择其

他的地方，从而导致这些地区自身环境好但是旅游业发展就相对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可以通过环境的营造和提供个性化的

服务使消费者身心舒展、感受到有别于日常生活的个性化旅游体验，这样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民宿作为自身旅行的首选住所。 

2.2关于乡村景区民宿消费行为的研究 

每家民宿一般都有自己的独立的风格，平均价位约为 500～1000 一晚，价格和快捷酒店相比较会贵一些，和高档酒店相比

较会便宜一些。民宿的房间相比较会少一些，规模也属于较小型的。服务的自助化程度较高。近期，大家对旅游度假的需求越

来越高，旅游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消费主体无论是多大年纪的都享受生活感受大自然，更加注重个性化和特色化，有创新

吸引各类人群的需要，民宿刚好符合他们的需求。旅游行业已列入全民消费时代，国内旅游带动着各地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目前旅游行业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网络在线旅游的发展为线上预订民宿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促使了发展。 

旅游经济发展迅速，政府充分利用旅游发展的良好趋势，积极发展民宿产业，提高民宿旅游市场影响力，不仅加大了各地

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环境治理的经济投入，也为民宿业的发展带来更广阔的机遇，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来此，民宿经营者彼

此之间在竞争，民宿产业经营状况和经营者们的竞争，民宿经营后续发展的策略并提出发展的实意见和建议。 

3 研究分析 

3.1黔西南州乡村景区民宿基本情况分析 

在多年的乡村旅游开发和研究中，乡村旅游有多种称谓，包括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乡村风景旅游、生态民俗旅游业。乡

村旅游具有独特的田园风光、森林景观、农林生产活动、农村自然生态环境和农村民俗文化为基础，在农村开展的旅游活动，

乡村和地方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力，也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资源。因此，依托优美的自然环境，挖掘独特的地方特色，形

成真正的乡村氛围，也是开发乡村旅游产品的基本要求。 

随着国家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城市居民的家庭收入增加了，闲暇空余的时间也增加了。单调乏味无趣的城市生活、枯燥的

工作等问题迫使城市居民渴望旅行，想去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环境新的感受。这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需求帮助和客源。同时，

黔西南具有丰富的乡村旅游资源，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知识、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独特的民俗风情，各种类型的乡村景观

等，都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 

3.2民宿的位置分布、规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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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宿都选址在具有特色的地理位置，具有通透的自然共生理念，设计融入现代的功能，最大保留传统风格样式。在建造民

宿之前，要先调查该地区的居住情况，同时考虑道路、停车及交通工具的便捷性，使民宿旅客每天出入非常方便，无论到哪个

方位，都能有方便步行和驾车的通道，这需要在确定选址前亲自测试下各个主要线路的行程体验，才能把控好之后客人可能出

现的情况。把控好形成路线还有客户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选择符合自己民宿的特色，规模和结构，还要考虑周边的自然环境，

环境必须自然风景怡人，全天然无污染的资源地区。让旅客感受乡土民俗的特色生活，让大家感受到沿途的优美风景。除了客

房部分还需要一些相应的公共区域具有自身的特色，符合交通和区域环境还有各种设施。并综合考虑场地、交通、区域环境、

民宿行业现状的影响。 

民宿的发展要适应当代的市场，具有自身的特色久很容易经营成功吸引更多的客源，考虑市场的评估及现状分析。目前比

较发展很好的地区的民宿就是我们学习的方向，环境开发的好，民宿发展的成功也很吸引着大量的客源。 

3.3万峰林民宿的基本情况分析 

3.3.1万峰林地区民宿的基本情况。 

万峰林是位于贵州省的兴义市是国家级著名风景区和国家 AAAA级景区，气候适宜温暖舒适。是黔西南原生态环境，这里的

景色是田园山水画，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怡然自得、流连忘返。由于自身具有的美好自然景区，对这里的民宿增加了很大的特

色，万峰林在群山的怀抱下，这里面的民宿由传统的建筑部落和装修风格，呈现一种具有现代生活的优雅格调每个角落都充满

艺术气息，可以远远的看风景享受悠闲自在的时光。很多综艺也在万峰林这里的民宿进行拍摄，很多网红的民宿拍照，原理喧

嚣感受大自然的宁静，这里的民宿逗各具特色，每一家民宿都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有着自身的优势让居住着有着不一样的感觉。

在黔西南兴义市的万峰林景区内，坐落了 100多家民宿，它们在山水间拥有简约和现代有着独具特色感受着田园气息。 

3.3.2万峰林地区民宿的数据分析。 

万峰林地区有很多民宿，针对于地区民宿进行调查，针对于 6 家民宿对此进行调查，每家民宿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装修

的独特，主要依托万峰林区的风景名胜、历史文化古镇、农业园区等一些景点。下图可以表现出民宿的特点。 

(1)民宿详情调查表： 

 
民宿特点 民宿地址 价值定位 价格 

峰兮半山 田园风光 兴义万峰林上纳灰村 休闲度假中高端 1000左右 

隐庐仙墅 充满野趣的家 兴义万峰林双生村鄢家坝路口 休闲度假中高端 600左右 

慢工生活庄园 生活庄园 兴义万峰林下纳灰村秧组 休闲度假中高端 400左右 

景棠 原生态的独特景观 兴义万峰林下纳灰村榨房组 休闲度假中高端 700左右 

峰叁 简约而具有民族特色 兴义万峰林下纳灰村中寨组 79号 休闲度假中高端 1000左右 

a远方的家 四周群山环绕 兴义万峰林双生村鄢家坝组杨门口 休闲度假中高端 1000左右 

 

(2)民宿环境的统计 



 

 4 

民宿附近旅游景点和名胜古迹还有当地居民对游客的友好程度，这两项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民宿所在地乡土文化气息、

独特的民宿建筑、民宿房间装修设计，吸引着游客，宣传当地人文风俗，自然风貌和传统技艺起着很好的作用。 

调查项目 调查环境 设施设备程度 占比值 

民宿环境 民宿附近的旅游景点 设备完好 40% 

民宿环境 乡土文化气息 设备完好 40% 

民宿环境 当地居民友好程度 设备完好 20% 

 

(3)顾客对居住环境的满意程度 

针对于游客来说在体验民宿的程度上是不一样的，每一次的感受不同，年轻人会比较喜欢这类民宿作为旅游居住的首选。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安全卫生状况 17.2% 49.3% 27.3% 8.2% 

食物新鲜 23.8% 46.9% 33.9% 0% 

房屋设施 13.7% 49.2% 37.8% 2.1% 

房屋价格 2.4% 34.7% 28.8% 20.6% 

景区环境 37.9% 59.5% 26.4% 17.4% 

交通情况 14.5% 17.4% 35.2% 4.1% 

 

(4)万峰林民宿历年来的游客情况 

越来越多的人都进行旅游，大量的游客来往万峰林进行旅行，选择居住民宿来为自己的旅行增添舒适的居住感受，针对于

各个民宿进行了接待旅客的情况，由于疫情的原因在 2020年同比下降。 

年限 兴义市接待游客 民宿接待游客 增长情况 

2020 1352.万人 13万人 6.5% 

2019 3721万人 108万人 33.2% 

2018 3588万人 96万人 26.3% 

2017 3216万人 80万人 25.5% 

2016 2978万人 67万人 23.4% 

2015 2514万人 49万人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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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万峰林地区民宿总结。 

根据每次的调查分析，大家对于民宿提供的餐饮服务方面、房屋设施方面及其他方面大体上还是比较满意的，游客的年纪

普遍年轻，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民宿。绝大部分游客认为万峰林民宿质量较高，周遭的景色优美，景区内有较多的指示牌，交

通便捷，反过来会让游客增进对民宿体验的好感。但游客对于民宿房间的价格定位并不大满意，民宿在价格方面应当做好调查

及思考。此外，根据游客反映，无论是在景区还是在民宿，具备地域特色的商品或者是地区呈现出来的优势比较少，没有很好

的利用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应当更加突出民宿的特色。 

4 结论、建议 

4.1结论 

4.1.1乡村景区民宿的优势。 

随着人们对更深层次旅游的追求，乡村景区越具有当地的特色、融入当地历史文化、传统风俗的民宿越受到欢迎。生态环

境的优越性，资源非常的富足，积累了大量的乡村文化。乡村民宿作为推动乡村旅游的新形式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本项目在

全域旅游模式背景下，为乡村民宿的发展提供新思路，对民宿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充实民宿发展理论。 

2017 年，国家为了促进城乡一体化协同发展，提出了乡村振兴新战略，解决三农问题是民生发展的根本，乡村振兴成为国

家工作的重点。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之一，乡村民宿的建设不仅直接促进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对乡村产业

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黔西南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和特色古镇，为建设特色民宿提供了绝佳的场所。幅员辽阔，自然景观丰富，为民宿的建设和选

择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结合田园风光和民俗文化，具有文化品位和个性。如今旅游盛行的时代，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不断扩大

和旅游消费的不断升级，农村民居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文化习俗、缓慢的生活体验，尤其是物美价廉的优势，越来越受到市

场的青睐。 

4.1.2乡村景区民宿的劣势。 

目前黔西南州已开展乡村旅游的地方，大多数还处于自发性阶段，政府的规范指导不够，因而导致不同旅游地之间信息不

畅，缺乏地方互动。少数村寨的乡村旅游初具规模外，其余大部分乡村旅游发展仍呈现自发状态，区域分布和组织形式分散，

投资和经营规模小，相关产业不配套，缺乏现代旅游服务意识，还存在着大量有待解决的问题。 

黔西南州乡村自然地理环境复杂，交通问题突出，表现在通行路面等级低、路况差，造成旅游者出入不便，可进入性条件

差。另外，黔西南州乡村基础设施条件与旅游者的需求相差甚远，严重影响了乡村旅游的发展。旅游服务质量规范化管理方面

有待改善和提高。也会缺乏一些专业管理人才，管理水平不高，从业人员素质低，服务管理不够完善，有时候限制了行业得发

展。缺乏特色，房间设计千篇一律，没有将民宿的特点呈现出来，民宿和地方的特色没有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不能让游客有很

好的住宿体验。民宿的风格更倾向于城市化失去了原本地方的特色性，也没有形成品牌连锁化，民宿目前的发展多以个体为主，

经营零散，造成对旅游者的吸引力降低，专业化不强。 

4.2建议 

4.2.1彰湿地方特色、实施精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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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社会市场环境发展的影响下，人们追求个性化服务，家庭出游越来越多，都自驾游或者自己做攻略进行旅行，或喜

欢自由独立地旅行。可以远离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压力和噪音，深入农村，融入当地的文化生活，感受简单的民俗。因此，乡村

旅游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地方特色，这样人们才能在旅游过程中，感受到不一样的民俗风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在这种

形势下，创造精品，可以说是很多乡村旅游民宿发展的突破点。比如可以从建筑整体环境、服务水平、文化价值的提升等方面

进行相应的展示，让游客能够直观的感受到，加深游客的印象。 

4.2.2制定有效的规划、塑造良好的形象。 

当今乡村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多元化，而民宿也在越来越发展起来，游客更喜欢那些具有特色和原生态的民宿，不需要那些

华丽投入到原生态民宿发展过程中。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和旅游业现状，制定有针对性的农村住宅发展规划，统筹协调农村住宅

发展，明确农村住宅整体发展现状，科学合理规划布局，形成有序发展模式，既能带动农村整体经济发展，又能充分展示农村

独特魅力。在乡村旅游民宿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可以进行有效的规划，做出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从而吸引大量的游客，

全面的提高乡村民宿的整体建设质量和水平，带动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 

5结论与展望 

随着民宿行业发展越来越规范，民宿行业想要快速高效的发展需要政府、社会等方面的大力支持，要合理利用民宿周边的

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开发能够吸引旅游者的旅游产品，政府、行业、社会三方通力合作大力宣传和推广民宿产品，通过各种

培训提高民宿业主的综合能力和从业人员的服务能力，完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让游客体验到家庭式的温馨。 

民宿营销的不止是房子，更是村民，所以民宿绝不是盖房子、修路，发展民宿村要改善的不仅是乡村面貌，更是村民自己，

包括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民宿村提供的是一种新的乡村生活方式。民宿村要创造更好的乡村生活，让村民认识到这件事的好

处和重要性，让村民主动参与进来，主动去推动民宿村建设。民宿是乡村经济发展的亮点和希望，是挖掘乡村发展潜力的关键，

我们期待更多人参与进来，共同探索乡村民宿村、特别是古村落民宿村的发展模式，以期更好地推进我国乡村民宿业的发展，

推动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推动农村经济转型发展，推动新农村建设，践行中国美丽乡村梦想。(指导老师：张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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