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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免税业务，海南的政策
红利东风又吹向了乡村民宿业。

近日，海南省多部门已对
《海南省乡村民宿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进行全面修
订，明确乡村民宿的开办实行
承诺即入的备案登记制度。这
意味着，在民宿行业正向良性
发展的重要时期，海南省支持
乡村休闲旅游和乡村民宿产业
的步伐已明显加快。

政策松绑：
大力支持乡村民宿发展

近年来，在美丽乡村建设
和全域旅游的带动下，海南民
宿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的大跨步迈进。一大批网红
民宿用愈加个性化的服务吸引
着游客入住、打卡，不断擦亮着
海南的旅游新名片。

“来了海南，我们一般都住
民宿，很少选择酒店。”北京白
领吴凡奇告诉记者，相比标准
化的酒店而言，他和家人都喜
欢更具特色的民宿，而且对于
像他这样全家5口人出行的家
庭式旅游，住民宿显然更实
惠。“只有住在民宿里，才能更
好地体验当地生活，更接地气、
更有趣。”吴凡奇说。

数据显示，90后已经超越
80后成为旅游消费的绝对主
力，该群体更注重好玩、有趣及
品尝美食，体验个性化深度游，
特色民宿自然成为出行首选。

市场热度激发行业活力。
海口海控瑶城美丽乡村建设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卫平
称，其现有的42间民宿客房早
已不够用，目前，公司正筹划扩
大在海口市演丰镇瑶城古村打
造的高端精品民宿的规模。

而《办法》的全面修订，对
乡村民宿业的发展而言，可谓
正当其时。《办法》明确了乡村
民宿的开办实行承诺即入的备
案登记制度，放开了民宿的准
入门槛。此外，《办法》还明确
要求乡村民宿在放开准入的同
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乡村
民宿登记备案后30日内，市县
住建部门将组织有关主管部门
会同乡镇政府核验乡村民宿开
办的有关承诺事项；在日常监
管中，相关执法部门按“双随机
一公开”的原则开展监督检查，
发现有不符合乡村民宿经营条
件的，提出整改意见，并责令其
限期改正；有违法违规行为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海南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
谢祥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办法》的全面修订，规范了
乡村民宿的门槛，提出了具体要
求，让乡村民宿的投资者、经营
者和服务者有规可循、有法可
依。“且多个部门形成了合力，特
别是由海南省住建部牵头，支持
力度不会小。”谢祥项说。

分布不集中、人才匮乏等问题
阻碍均衡发展

在自由行大热的当下，游客
对旅行的需求已上升到文化、社
交层面，而在住宿方面，则更愿
意选择外观具有鲜明特色、能与
当地人交流的民宿；愿意“为一
间房赴一座城”的性情中人已不
在少数，每逢节假日，但凡有格
调、口碑好的民宿便家家爆满。

如今，乡村民宿已经成为
海南省许多乡村旅游目的地的
标配，有的是由企业或个人投
资兴建，有的则是由村民的闲
置房屋改造而成。然而，在海
南遍地开花的乡村民宿经营状
态却参差不齐，有的一房难求

时常爆满，有的仅在节假日时
才有些人气。

基本趋同的区位优势，乡
村民宿经营状态为何差别会这
么大？

“其实，海南的乡村民宿分
布不算特别集中，且交通不便，
综合人力成本相对较高。此
外，行业盈利难度大，乡村民宿
周边缺乏餐饮资源，餐饮服务
经营成本高。”从业多年的民宿
房东林子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坦言，海南缺少当地风格的房
屋，可供改造的房屋不多。

在谢祥项看来，尽管目前各
方都积极鼓励乡村民宿的发展，
但仍需控制其总量和发展冲动，
投资和建立民宿前应做好规划，
真正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
谢祥项说：“并不是所有的乡村
都适合兴建和发展民宿，也并非
所有的居民都擅长于经营和打

理民宿。事实上，在乡村振兴、
产业振兴方面，海南还极度缺乏
相关的人才，特别是对于要求比
较高的乡村民宿而言，规划、设
计、建设、管理、服务、营销、品牌
等方面的人才非常匮乏。”

乡村民宿应充分发挥集群优势

海南岛作为我国唯一的热
带海岛，拥有一流的生态、宜人
的气候、独特的风情。随着国际
旅游岛建设的推进和全域旅游
示范省的创建，特别是美好新海
南“百镇千村工程”的实施以及
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海南乡村民
宿业或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如何充分利用政策利好助
推海南乡村民宿发展，让民房
变客房、村庄变景点，带动和盘
活乡村资源？成为当前业内关
注的焦点。

“现在正是体验经济的时
代。文化旅游最重要的就是游
客的体验，要以文化为魂，内容
为王，打造自家民宿在体验上
的唯一性。”林子聪认为，如果
海南岛上的每家民宿都能在美
学、人文、体验等方面深挖出独
特性，最大程度发挥差异化体
验优势，那么整个海南乡村民
宿的复游率将大大提升。

据了解，海南乡村民宿产
业整体占比较小，尚未如云南丽
江、浙江德清莫干山、广西阳朔
等地由民宿产业带头发展，进而
带动餐饮、演艺、景区和旅游商
品等其他产业发展形成集群效
应。目前，仅有三亚市天涯区西
岛社区、琼海市博鳌镇、万宁市
兴隆旅游度假区等区域的民宿
呈集群化发展态势。

“下一步，还是要加大集群
效应。”谢祥项认为，光靠一两家
民宿很难形成区域性的影响力，
要推进集群发展，如像三亚市吉
阳区博后村、中廖村这样的集群
发展能够形成一定规模效应；同
时，集群发展还能够形成品牌效
应，如打造网红民宿村等，通过

“民宿集群+互联网传播”的方
式，扩大对游客的吸引力。

近日，以“春暖枝头 樱红玉渊”为主题的北京玉渊潭公园2021年赏樱季文化活动拉开序幕。公园
内培育的50余株樱花和部分早樱率先开放，吸引了众多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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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形势积极向好，新冠病毒疫
苗加速接种推广，我国旅游业
迎来回暖复苏潮。

从3月16日零时起，我国低
风险地区人员可凭健康码绿码
在全国区域内自由通行，无需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重磅利好消
息鼓舞了广大游客的心，清明节
这个就地过年后的首个小长假，
将让人们积压已久的旅行热情
得到释放，补偿式返乡、补偿式
出游成为强劲新需求。

“受疫情影响，去年清明节
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同比减少
六成多。今年的情形远远好于
去年，从目前机票、度假酒店、
租车自驾、景区门票、跨省跟团
游等旅游产品的预订情况来
看，清明节的出游人次有望恢
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预计今
年清明节出游人次将达到1亿
人。”携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方
泽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春节过后，随着赏花踏青的热
潮，旅游市场已经迎来了一批
尝鲜踏春的出游人群，周边游
和跨省游明显回暖；全国中高

风险地区清零、国内低风险地
区人员凭健康码绿码自由通行
等利好消息进一步燃起了人们
的出游热情，清明假期有望迎
来今年首个跨省出游小高峰。

同时，随着春日气温不断
升高，坐飞机出游的旅客也日
益增加。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
院长兰翔表示，截至目前，
2021年清明假期出行的机票
预订量已经是2019年同期的
1.3倍；受供需关系影响，机票
价格也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1年
河南电视台春晚《唐宫夜宴》和

近期三星堆考古新发现的带动
下，今年文化古迹类景区旅游
格外受到关注。去哪儿数据显
示，文化古迹类景区热度比
2019年时增长3.8倍，清明假期
坐飞机去洛阳的游客与2019年
同期相比，增长超过两成。

此外，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卫生、安全、私密、特色始终是
游客出行最关心的重点，而这
四个词与乡村民宿有着更高的
契合性。因此，在行业逆势下，
乡村民宿依旧实现了价量齐
升。来自途家的数据显示，目
前，用户提前下单的清明民宿

订单中，乡村民宿的订单量占
比超过了60%，家庭游、多人出
行是假期出游的主要形式；按
时消毒、免费停车、可以洗衣做
饭，是用户预订民宿关注的首
要条件，超过72%的用户会选
择空调、洗衣机、厨房餐具等设
施齐全的民宿房型；那些周边
既有传统旅游景点又有民俗体
验，还可以户外活动或体验采
摘的乡村民宿，早已一房难求，
如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莫干
山、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等地
的很多网红民宿客房，都已在
清明节的前三周左右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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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假期补偿式出游“涨潮”，今年首个跨省游小高峰或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