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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特征视角下的山区民宿发展研究 

——以浙江省丽水市为例 

陈健平 何永达
1
 

【摘 要】在我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加快乡村民宿的发展显得

越发重要。本文以浙西南山区民宿为研究对象，通过采集丽水数字高程图（DEM）、高等级景区、民宿基本信息、游

客评论等多源数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及网络文本分析工具，对丽水山区民宿的宏观空间分布、中观民宿环境、微

观民宿个体特征以及游客感知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刻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丽水民宿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横纵

双向优化民宿布局，强化民宿产品体验，拓展民宿产业链条，促进省域要素大循环等民宿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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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民宿作为一种非标住宿是旅游产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融合了地方乡土文化与民宿主人特性，兼具观光与度假多种

功能，能很好地满足游客吃住等实用需求以及情感诉求。近年来，我国民宿产业蓬勃发展，据《民宿蓝皮书：中国旅游民宿发

展报告（2019）》[1]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民宿市场的营业收入达 209.4亿元，同比增长了 38.92%，截至 2019 年 9月，中国

大陆民宿数量达 16.95 万家，相比 2016 年增长了 217.06%。这一方面是由于游客对旅游产品的情感诉求不断提高，而民宿作为

新兴业态，相对传统旅游住宿产品能更好地满足游客个性化、多样化的体验要求。另一方面，民宿能够有效盘活乡村多种资源，

促进资源向经济利益转化，受到了国家重视，如我国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明确要求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鼓励发

展民宿、养老等项目。目前，国内国际经济社会环境剧烈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发展

乡村民宿，加强民宿研究不仅是满足旅游市场需求和盘活乡村资源的需要，也是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加速城乡融合，满足城乡

经济发展要素大循环的新需求。 

二、文献综述 

伴随着民宿经济的火爆，我国学者对民宿的关注度也日益加强。截至 2020年 10月 16日，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以主

题词“民宿”可查询到核心文献 178 篇，其中 2015-2017 年共计 39 篇，占文献总数的 22.0%；2018-2020 年共 124 篇，占文献

总数的 69.7%。从研究内容看，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民宿发展模式的策略[2-3]、规划设计[4-5]、发展趋势和影响[6-7]、游客的感知和

行为[8-9]等方面。从研究区域看，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我国西南[3][10]、华南[11-12]和华东[13-14]等地区。从研究方法看，以往研究以定性

分析为主，部分文献采用单一的回归分析
[15-16]

、文本分析
[17-18]

、网络分析
[19-20]

或地理信息系统分析
[21-22]

等方法，较多刻画民宿某

方面的问题或特征，较少研究综合利用多种方法对不同形式的数据进行交叉分析。从研究的民宿类型看，研究最多的是乡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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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2-3]，其次是城市民宿[6][16]，再者是景区民宿[20-21]，未见专门的山区民宿研究。就民宿发展模式的策略而言，虽然学者研究的民

宿类型、特点不一，但普遍认为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政府的引领和规划，加强对民宿的监管[2-3][6][16]；二是重视市场

宣传，积极开拓市场，努力打造精品民宿品牌
[2-3][10][24]

；三是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文化，提升民宿产品体验
[3][10][23-24]

；四是强化环境

保护，提升民宿环境的吸引力[22-25]；五是加强跨界分工合作，延伸民宿产业链条[12][26]；六是促进民宿管家等人才队伍建设，提升

民宿管理及服务人员的能力素质[3][24][26]等。 

总体而言，现有的民宿研究对于推动民宿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我国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对山区民宿的研

究具有较大的推广价值。因此，本文尝试以浙江省丽水市为研究区域，利用丰富的空间数据和网络文本数据，借助地理信息系

统（GIS）软件以及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对丽水山区民宿的宏观空间分布、中观民宿环境、微观民宿个体特征以及游客

感知等方面进行多维度刻画，以凸显山区民宿特征，提出山区民宿发展的针对性策略。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丽水市位于浙江省西南部，地形地貌以中山、丘陵为主，山地面积占比近 90%，是个典型的“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由

于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源丰富，多年来丽水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大力发展旅游民宿产业，着力实现乡

村振兴。因此，本文以丽水山区民宿为研究对象。民宿数据主要来源于携程、去哪儿、同程等在线旅行商（OTA）以及丽水市文

化旅游局，采集时间截至 2020年 8月。民宿数据具体包括民宿的名称、地址、客房数、房价、开业时间、游客评论内容及数量

等。剔除无效数据后，得到具有代表性的完整民宿信息数据 479 条，民宿评论 21278 条。为了更好地对民宿进行空间分析，本

研究利用百度地图及谷歌卫星影像图解析了民宿地址经纬度。本研究涉及的丽水市行政区划数据来源于浙江省天地图，丽水数

字高程模型（DEM）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涉及空间分析和文本分析两个方面：空间分析主要利用 ArcGIS10.5软件进行，包括了平均最近邻指数、

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坡度坡向、缓冲区等；文本分析主要利用 Python语言对民宿评论文本进行分词、提取关键词、文本情感

分析等操作。核心方法如下： 

1.平均最邻近指数（N）。通过对比平均观察距离和平均预期距离，确定一组点的分布聚集程度，计算公式为： 

 

式中，R0为平均观测距离，Re为期望观测距离，a为研究区域面积，n为要素点的数量。N>1时，要素均匀分布；N=1时，

要素随机分布；N<1时，要素集聚分布。 

2.核密度估计（fn）。假设 X1，...，Xn为从独立同分布 F中抽取的样本，概率密度函数为 f，核密度估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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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为核函数；h为阈值，且 h>0；(X-Xi)表示估值点 X到事件 Xi处的距离。 

四、丽水民宿的特征分析 

（一）丽水民宿的空间分布特征 

1.丽水民宿的空间分布类型。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可以分为随机分布、集聚分布和离散分布等类型。为了确定丽水民

宿的空间分布类型，本研究将采集的民宿数据依据经纬度展布为要素点，计算其平均最近邻指数为 0.283072，小于 1（见表 1），

由此可知，丽水民宿的分布呈显著的集聚型分布。丽水民宿在 9 个县市（市辖区、县级市）中都有分布，数量不一，最多的莲

都区有 110家，最少的青田县有 11家。通过 ArcGIS10.5计算丽水民宿分布的标准差椭圆可知，丽水民宿的分布方向为东北-西

南走向，分布中心的坐标为（E119.6244，N28.3317），位于丽水市中北部的松阳县境内，靠近莲都区和云和县的交界处。 

表 1丽水民宿空间分布指标参数 

平均最近邻参数 标准差椭圆参数 

平均最近邻指数 z得分 P值 中心点坐标 面积(KM2) 方向（°） 

0.283072 -30.017481 0.000000 E119.6244,N28.3317 7103.93 51.74988 

 

2.丽水民宿的空间分布热点。计算丽水民宿点分布的核密度图，并利用 ArcGIS10.5的焦点统计、栅格计算工具对核密度图

进行处理，得到了丽水民宿的分布热点共 25 个。对 25 个分布热点编号并计算每个点的民宿分布核密度值发现，前 3 位热点分

别位于丽水市莲都区、云和县、缙云县，且 3个热点所在地皆在丽水高等级景区（5A、4A）附近。 

（二）丽水民宿的区域环境特征 

1.丽水民宿的地理环境特征。民宿海拔高度影响着游客住宿的气候舒适性，坡度和坡向影响着游客的活动空间和光照情况，

临水性有利于打造良好的旅游景观和设计参与性旅游活动。本文借助 ArcGIS 相关工具，利用丽水数字高程图（DEM）提取民宿

海拔、坡度坡向、临水性等指标（见表 2）。统计发现，丽水民宿大多分布在 300米以下的低海拔地区，共 316家，占比 65.97%，

随着海拔升高，民宿数量显著下降。丽水民宿大部分分布在坡度为 0-15度的较平缓区域，数量有 329家，占比 68.68%。同时，

丽水民宿在山体各方向上均有分布，山体东面的民宿数量最多，有 79 家，占比 16.49%，山体西面的民宿最少，只有 25 家，占

比 5.22%。研究发现，在河流两侧 500米以内的缓冲区有民宿 253家，占比超过了民宿总量的一半，丽水多数民宿具有较好的临

水性。 

表 2丽水民宿的海拔、坡度、临河性情况 

丽水民宿的海拔分布 丽水民宿的坡度分布 丽水民宿的临河性 

高度（米） 数量（家） 比例（%） 坡度 数量（家） 比例（%） 河距（米） 数量（家） 比例（%） 

<300 316 65.97 0-5° 293 61.17 100 63 13.5 

[300-600] 71 14.82 6-15° 36 7.52 ≤300 203 42.5 

[600-1000] 57 11.9 16-25° 147 30.69 ≤500 253 52.82 

[1000-1500] 35 7.31 26-35° 3 0.63 ≤1000 334 69.73 

>1500 0 0 >36° 0 0 ≤5000 443 9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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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丽水民宿的人文环境特征。交通区位决定了游客的进入成本，直接影响着游客的决策。选择具有相对优势的区域是民宿

经营成功的关键之一，而依托景区或城市的民宿具有更好的客源市场条件。对于交通区位，本研究利用 ArcGIS10.5的渔网工具

将丽水市划分为 26704个面积为 1KM2的网格，通过百度地图 API查询浙江省内及周边主要城市到每个网格的驾车时间，在利用

核密度工具生成丽水市交通区位图后，提取抵达每个民宿的交通时间。通过统计发现，丽水主要旅游客源市场到民宿的平均时

间是 3.52个小时，最短的是缙云县的“花筑·丽水亲爱的我们民宿”，时间为 2.79个小时，最长的是庆元县的“月山逢源客栈”

民宿，时间达 5.51个小时。总体而言，丽水民宿交通条件较差。对于丽水民宿的景区或城市依托性，本研究分别以丽水不同城

区以及 24个高等级景区为圆心生成 10km、5km 的缓冲区，通过统计缓冲区内的民宿数量（见表 3）进行分析。由表 3可知，丽

水民宿对景区或城市的依托有以下特征：一是民宿对于景区的依托性比对城市的依托性高，7个县景区周围的民宿比城市周边多；

二是民宿对景区的依赖程度很高，有些县在景区周边的民宿占到全县民宿量的一半以上；三是部分民宿受到景区和城市的双重

辐射，在景区和城区之间集聚了大量的民宿，形成带状分布区，如仙都景区与缙云县城、梯田景区与云和县城、大钧景区与景

宁县城等。 

表 3丽水 9县市区民宿的城市依托与景区依托对比 

区县 民宿总量（家） 依托城市量（家） 依托城市比例（%） 依托景区量（家） 依托景区比例（%） 

莲都区 110 20 18.18 79 71.82 

青田县 11 5 45.45 2 18.18 

缙云县 89 76 85.39 78 87.64 

遂昌县 47 11 23.40 26 55.32 

松阳县 78 24 30.77 34 43.59 

云和县 93 8 8.60 61 65.59 

庆元县 12 2 16.67 7 58.33 

景宁县 25 15 60.00 11 44.00 

龙泉市 14 4 28.57 6 42.86 

 

（三）丽水民宿的经营特征 

对于丽水民宿的经营特性，笔者依据 OTA及丽水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见表 4）。 

表 4丽水民宿经营特征 

民宿体量 丽水民宿档次 丽水民宿发展时间 

客房数（间） 民宿量（家） 比例（%） 价位（元） 民宿量（家） 比例（%） 开业年 民宿量（家） 比例（%） 

1-4 66 13.78 0-200 179 37.37 ≤2010 9 1.88 

5-10 210 43.84 200-500（不含 200） 224 46.76 2011-2014 18 3.76 

11-20 170 35.49 500-700（不含 500） 40 8.35 2015-2017 232 48.43 

21-30 18 3.76 700-1000（不含 700） 19 3.97 2018-2020 219 45.72 

>30 15 3.13 >1000 17 3.55 - - - 

 

1.丽水民宿的体量分析。丽水多数民宿的客房数量在 5-20间之间，共 380家，占总数的 79.33%。体量最小的民宿只有 1间

客房，有 32家，占比 6.68%。通过实地考察得知，此类民宿有些是农民利用现有闲置房开办的价格较低、服务较差的传统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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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丽水遂昌望辰民宿”，有些是由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回乡青年开办的装修较好、品味较高的民宿，如“松阳岭源小筑民宿”，

还有些是由专业民宿代运营平台，如途家在线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等运营的装修各异、服务不同的民宿，如“丽水途掌

柜 112202 精品民宿”。丽水民宿体量最大的是客房数量达 65 间的“遂昌魅溪民宿”，严格地说其属于乡村度假酒店，只是客房

装修和服务提供上更多乡土特色，周围环境更好。 

2.丽水民宿的档次分析。通过分类统计可知，丽水民宿的价格区间是每间每晚 96-2521元，平均价格为 343.5元。其中 200-500

元价位的民宿最多，有 224 家，占比 46.76%；其次为介于 100-200 元的低档民宿，有 179家，占比 37.37%；700 元以上的民宿

为 36 家，占比 7.52%。经实地调研得知，丽水的低档民宿中有一类是集聚在“农家乐综合体”村中的民宿，此类民宿定价低的

原因既有竞争因素，也有市场定位因素，如遂昌县高坪村农家乐综合体的民宿主要是为了吸引上海老年人避暑度假，廉价能较

好地吸引客人长住。丽水千元以上的高端民宿往往所处环境优美，多由外来投资者租赁当地居民房屋，经专业的设计和装修打

造，由专业管家提供种类较齐全的服务，如“松阳飞茑集民宿”等。 

3.丽水民宿的发展时间分析。丽水民宿蓬勃发展的时间较短。虽然丽水民宿整体的开业时间跨度从 2001 年至 2020 年，有

20年时间，但前 10年开业的民宿数不足 10家，占目前民宿总量的 1.88%。丽水民宿数量实现较快增长是在 2015年之后，2015-2017

年开业的民宿共有 232 家，2018-2020 年开业的民宿数量为 219 家，占比 45.72%，丽水民宿中的高价位民宿主要也是近 3 年发

展起来的。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加快形成“双循环”新格局的大背景下，民宿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且民宿档次逐渐高端化。 

（四）丽水民宿的客源市场特性 

1.游客对丽水民宿的关注点。将采集到的 21278 条游客评论按民宿的档次分为 5 类，分别从每类民宿评论中提取出现频率

最高的前 10个词（见表 5）。统计发现，游客较为关注的内容为民宿的房间、服务人员、早餐、卫生、位置和环境等，但不同档

次的民宿游客对各方面的关注点有所侧重。在民宿房间方面，高、中档民宿游客比低档民宿游客关注程度更高；服务人员方面，

高档民宿游客更关注管家，中、低档的游客更关注老板和老板娘；对于早餐，高档民宿游客十分注重，低档民宿游客不太关心；

对于卫生（“干净”），低档民宿游客更关注，高中档民宿游客不关注；对于位置和环境，高档民宿游客较关注，低档民宿游客不

太关注。值得注意的是，表 5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还包括“酒店”，特别是高档民宿的游客评论中提到的频率排在第二位，可见

在民宿游客的观念中，民宿和酒店有时候差别不大。 

表 5不同档次民宿评论高频词 

高档民宿 

（价格≥1000元） 

较高档民宿 

（700元≤价格<1000

元） 

中档民宿 

（500元≤价格<700元） 

较低档民宿 

（200元≤价格<500

元） 

低档民宿 

（价格<200元） 

词汇 频次 词汇 频次 词汇 频次 词汇 频次 词汇 频次 

房间 446 房间 342 房间 512 老板 5922 老板 3389 

酒店 363 老板 291 老板 433 房间 4925 房间 3000 

早餐 270 环境 212 热情 267 民宿 4843 热情 2416 

服务 263 早餐 199 环境 267 干净 3470 老板娘 2211 

环境 209 热情 190 早餐 246 不错 3283 干净 2186 

位置 200 酒店 185 老板娘 222 热情 3031 景区 1544 

管家 192 服务 176 干净 211 老板娘 3030 早餐 1298 

适合 151 干净 169 酒店 183 早餐 2561 位置 1018 

老板 151 老板娘 142 服务 165 景区 2208 方便 1009 

热情 150 景区 124 管家 128 酒店 2044 环境 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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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游客对丽水民宿的情感态度。利用 Python程序对评论进行情感分析并统计结果可知，各档次的民宿游客对丽水民宿总体

较为认可，情感值在 0.69-0.74 之间。游客对于民宿的认可程度随着民宿档次的降低而降低（表 6）。通过对评论文本的分类统

计，民宿游客认可度较低的方面包括：一是客房的卫生间。越是低档的民宿中卫生间问题越多，包括有异味、不够卫生、房间

小、干湿未分离、洗漱用品差等；二是客房本身。如房间太小、装修不好、隔音太差、卫生太差、有味道等；三是客房设施设

备。如空调、床被、网络等；四是服务。如服务员服务意识不强、不够热情、清扫阿姨擅自开房门等。同时，本研究将涉及“价

格”的评论筛选出来分类统计后发现，不同档次的民宿游客对价格的敏感度不同：高档、较高档民宿游客提到价格的评论占总

评论量的 6.53%和 6.18%，中档、较低档民宿游客的比例分别为 9.97%和 9.98%，而低档民宿游客的比例是 12.92%，表明越是高

档民宿的游客对价格的敏感度越低，反之越高。 

表 6不同档次民宿游客的情感态度 

民宿类型 总情感值 正面评论比例（%） 中性评论比例（%） 负面评论比例（%） 

高档 0.74 72.76 6.40 20.84 

较高档 0.73 72.12 7.07 20.81 

中档 0.71 69.23 8.35 22.42 

较低档 0.72 70.24 8.52 21.24 

低档 0.69 67.03 8.83 24.13 

 

注：情感值取值在 0-1之间，1表示完整认可，0表示完全不认可。 

五、丽水民宿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自然生长，资源有效利用性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好的规划能使民宿产业

与当地旅游资源完美结合，使民宿产业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也能使当地的旅游资源更好地实现经济转化。然而，由于民宿分布

广、形式多、经营主体杂等特点，丽水民宿产业尚未形成统一的顶层规划，目前基本处于自然生长状态。这种自然生长状态在

一定程度上能使民宿产业更符合市场规律，适应市场需求，但长期发展也容易导致民宿产业对地方资源利用不足，如丽水南部

和高海拔地区的民宿数量少，这使得丽水南部的廊桥、香菇、青瓷、宝剑、石雕等文化资源以及 300 米以上的高山资源都未得

到有效利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的浪费。 

（二）档次较低，产品体验性有待提升 

民宿作为新兴的、有情怀的非标住宿，其区别于一般酒店的根本特性在于特殊的体验性。特殊体验性的营造需要民宿业主

加大投入，合理统筹区域内的各类资源要素，提升民宿档次。从上文的分析可知，丽水民宿的体量较小、档次不高、发展时间

短、体验性依然不足。游客对民宿的情感值不高，对民宿的客房、设施设备、基本服务等方面的满意度还有待提高。丽水民宿

发展同时兼具客源市场优势和交通不便劣势，在市场追求更优体验的背景下，只有提升民宿档次和体验性、克服交通不便的阻

力，才能增强民宿产业的吸引力。 

（三）孤岛隔离，产业合作薄弱 

近年来，丽水民宿在数量上增长迅猛，近 3年新建的民宿数量约占民宿总数一半。但总体而言，这些新兴的民宿区块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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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松散。一方面，这些民宿功能互补性弱、主题和层次性差异小，彼此之间缺乏合作，竞争激烈，平时的联系往往局限于区、

县政府组织的较浅层交流。另一方面，民宿与区域内其他产业的关联度低。民宿从初期的规划设计到后期的经营管理等较少与

专业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基本处于自我管理、自给自足的状态。这也导致民宿经营管理等方面专业性不足、创新活力不强，致

使游客体验不佳，如仙都景区附近、利山农家乐综合体内的民宿。 

（四）支撑不足，要素基础较差 

优质民宿产品的生产是优质资本、人才、技术、管理模式等发展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交通区位和地形等原因，丽水

山区民宿发展的各类要素相对匮乏，如人才要素方面，丽水民宿的管家数量少，专业的民宿管家招聘困难。这一方面是因为民

宿管家工作强度大、上班时间长，需要居住在相对偏僻的农村，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工资待遇较低。据笔者抽样调查发现，丽水

民宿管家的平均工资约 4000元，难以吸引人才。同时，由于薪资较低，大多数民宿无法对民宿管家的综合素质提出高要求，招

聘民宿管家时通常不限专业和学历、不要求工作经验。 

六、对策建议 

（一）横纵双向优化民宿布局，拓展民宿发展空间 

从游客角度看，好的民宿布局能强化旅游体验，降低游客成本，能增强游客对民宿的识别性，形成准确的旅游预期，从而

提升旅游满意度。从开发经营角度看，民宿布局应有效利用区域内的自然和人文资源，最大效度地实现资源利用效益，实现绿

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有效转化。民宿的发展布局应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着手，拓展民宿发展空间。在横向上，民宿布局要着

眼全域，特别是从全域的交通网络、旅游资源分布网络以及现有旅游开发的成熟度出发，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资源开发的差

异化等目标。结合丽水实际，应鼓励民宿业主在丽水南部发展具有南部资源特色的主题民宿，并强化营销推广。在纵向上，民

宿布局要着眼海拔高度，山体海拔高度差异产生的温差和景观差异对游客有不同的吸引力。可将全域山地按海拔高度划分为不

同的层次，依据高、中、低海拔分别开发与环境相适应的民宿产品，形成立体民宿产业带。丽水民宿主要分布在低海拔区域，

立体化民宿产业布局尚未形成，可考虑将 300 米以下的民宿开发成大众化民宿产品，中、高海拔开发成中高端的休闲度假民宿

或主题民宿。 

（二）立足山区资源、面向区域市场，提升民宿产品的情怀体验 

山区民宿产品是山区各项资源变现的载体，是游客与民宿经营者的连接点，也是实现山区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根本

抓手。重视民宿产品的创新开发是民宿经营者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首先，必须立足于山区的特色资源，如高山峡谷、山溪水

库、气候气象、老屋古物、风俗民情、风物特产等，让民宿产品有持续的生命力且不易被模仿，减少产品同质化。其次，主动

瞄准省内及周边区域市场。由于山区民宿一般较为偏远，若无特殊的资源，通常难以形成全国性的市场吸引力，因此应以周围

客源市场为主体，将产品开发卖点集中于满足周边市场的需求。再者，加强游客对民宿的情怀体验。民宿产品的本质是利用民

宿的环境、建筑、设施、服务，加上游客的个性特征和情感空洞，共同打造美好体验。民宿对游客而言是否有情怀、是否能打

动人、是否独具个性和特点，是游客选择民宿的关键。特别是对于高端民宿的产品开发，只有找到游客的情感诉求点，并以合

适的形式迎合其情感需求，才有可能获得经营的成功。如丽水民宿产品的打造首先应明确主题和格调，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

围绕特定主题格调，提供品类丰富、品质优良的功能设施以及有温度的服务，并使民宿与民宿主人的生活美学和艺术品味充分

融和，营造出文艺、浪漫、有情怀的独特氛围。 

（三）全面拓展民宿产业链条，构建民宿产业生态系统 

民宿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民宿的发展离不开区域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等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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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民宿产业发展会反作用于关联的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系统，影响产业链延伸和产业生态系统完善。民宿产业发展需要加强

与上、下游产业间的协调合作。民宿上游产业主要包括相关农业、工业、公共服务业、教育业和规划设计行业等类别，是为民

宿提供支持的产业。民宿产业的发展应确保上游产业的产品和服务的优质性，如提供绿色有机农产品、优秀的民宿管家等。民

宿的下游产业主要是利用民宿产品进行再生产的产业，包括传统旅行社和携程、去哪儿等 OTA平台，以及依托民宿的文艺创作、

户外运动、影视制作、研学旅游、养生养老、休闲娱乐等产业。下游产业是山区民宿凸显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关键环节，山区民

宿产业应创新发展思路和形式，加强与具有山区特色的下游产业开展合作，使之能更好地强化主题、完善产品体系、丰富游客

体验，从而增加民宿经营者收入，带动周边经济社会发展。 

（四）着力健全民宿发展要素体系，促进省域要素大循环 

从省域角度看，山区民宿往往区位偏僻，是经济社会资源的洼地，面临着资本、人才、技术、管理模式等发展要素匮乏或

要素质量不高等问题，与此同时，游客对民宿往往寄予较高的期望，要求民宿提供比一般酒店更有情怀的个性化服务产品。因

此，现实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势差促使民宿发展的配套要素在省域内循环流动成为迫切需要。首先，选好循环节点，加强节点联

系。节点的选择可以考虑省会城市、周边特色产业发展高地以及民宿产业集聚区等，如对于丽水来说，杭州是个综合性节点，

要素齐全、发展质量较高，周边的温州、义乌、东阳等地工业经济发展良好，能提供较高质量的设施设备要素，湖州莫干山、

安吉等地民宿产业集聚，能提供企业家、管理模式、服务人才等要素。其次，民宿发展需要优化路径，提升循环动力，消除循

环阻力。一是山区民宿往往具有被市场所追捧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优势，这是山区民宿的核心优势，需要做强；二是山区民

宿往往可进入性不高、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这是循环的阻力，需要消除；三是民宿发展要素的顺畅流动还需要打破常规思维进

行制度创新，并在发展政策上给予适度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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