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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2021年开年至今，民宿行
业利好消息频出，有望进入发
展快车道。

近期，又一重磅消息传出：
国务院印发文件提出“鼓励各
地区适当放宽旅游民宿市场准
入，推进实施旅游民宿行业标
准”。再加上此前国家发改委
以及海南、安徽、重庆等省市相
继发文支持发展民宿，民宿行
业政策利好相比往年更为密
集、态度积极。

在业内看来，这一系列利
好消息释放出一个讯号：越来
越多的旅游目的地看到了民宿
特别是乡村民宿可承载的市场
价值，以及落地乡村振兴战略
的系列效应。

为民宿行业重新定调

4月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关于服务“六稳”“六保”进
一步做好“放管服”改革有关工
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提出
要进一步推动激发消费潜力，
清除消费隐性壁垒，其中包括
鼓励各地区适当放宽旅游民宿
市场准入，推进实施旅游民宿
行业标准等举措。

该《意见》一经发布就引发
各方关注。

“这两句指导意见看似简
单，对我国民宿行业的整体发
展却有着不容忽视的推动作
用，是个重大利好。”文旅创新
创业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德欣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意见》中
提到的两方面举措，一是鼓励
各地适当放宽市场准入：这意

味着原来复杂的民宿开办手续
有可能被简化，有利于民宿经
营者及投资者的进入。但放
宽减化的力度取决于各地政
府对民宿市场的理解与支持
程度，能否意识到“乡村振兴
民宿先行”的重要性，能否理
清乡村旅游、乡村建设与乡村
振兴的关系。二是要推进实
施民宿行业标准：这与适当放
宽市场准入二者并行，说明放
宽市场准入并不是简单地降
低进入门槛，低水平重复建
设，造成市场野蛮生长的状
况，而是要依照相关民宿标准
进行规范化与高水平建设，进
而迎合供给侧改革及适应“十
四五”新时期旅游发展理念。

此外，记者注意到，《意
见》明确提出支持和规范新
就业形态发展，要加强对平
台企业的监管和引导，促进
公平有序竞争，推动平台企
业依法依规完善服务协议和
交易规则，合理确定收费标
准，改进管理服务，支持新就
业形态健康发展。

实际上，民宿作为新兴
行业，近年来向前向上发展
态势较为明显，但仍存在短
板及乱象隐患，需要相应的
标准与规范及时明确行业边
界。从事民宿行业多年的徐
薇告诉记者，对此前长期带
有灰色运营属性的民宿行业
而言，《意见》的出台等于为
其重新定调。作为还处于创
新探索阶段的新型业态，民宿
特别是乡村民宿需要解决的
问题是以何种具体形态更快地
走出灰色地带，真正做到“生在
阳光下、长在春风里”。

行业前行道阻且长

比起传统酒店，作为非标
准住宿代表的民宿更能让消
费者感受当地风情和浓厚人
情味，体验到有别于以往的新
鲜生活。

受国家政策驱动，近年
来，我国民宿发展态势迅猛，
房源数量快速增长。相关数
据显示，2020年国内民宿房源
总量达到300万套，同比增长
88%。其中，乡村民宿房源总
量达38万套，同比增长90%。

再加上“十四五”规划纲
要明确提出要壮大休闲农业、
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特色产
业，今年以来，除国家发改委
外，海南、安徽、重庆、湖南、江
西等省市相继发文支持发展
民宿、乡村民宿，态度积极。
比如，安徽省办公厅印发《关
于促进旅游民宿发展的指导
意见》，明确旅游民宿是指利
用闲置资源，经营用客房不超
过4层、建筑面积不超过800
平方米，为游客提供体验当地
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
小型住宿设施；海南多部门对
《海南省乡村民宿管理办法》
进行全面修订，明确乡村民宿
的开办实行承诺即入的备案
登记制度等。

尽管全国多地已经敏锐
地嗅到民宿行业的发展前景
与“钱”景，但资金问题和土地
问题仍是横亘在行业发展路
上的深沟。“金融支持问题和
乡村旅游项目的土地问题密
切相关。民宿运营商租赁土
地后有一定使用权却无产权，
但使用权难以作为抵押物，有

关民宿项目的其他抵押物也
较为欠缺，房子也非项目自
建，且项目投资回报周期相对
长。所以对银行等金融机构
来说，民宿项目并非优质的贷
款对象，相对不受重视。”在徐
薇看来，民宿运营商很难通过
民宿项目本身获得贷款或融
资，既没有融资抵押的可行路
径，也没有适度可用杠杆，这
也意味着要想将民宿行业做
大，难度不小。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地方
出台的政策行文大多较为简
略，在具体实施时没有细则支
持，导致一些好的政策难以真
正落到实处，对民宿经营者及
投资者而言帮助不大。张德
欣说：“各地在政策执行层面
理解不一，部分地区支持力度
较大发展较快，但也有部分地
区执行策略保守，未能体现政
策的扶持价值，实际作用不
大。这就需要各地在政策解
读及落实上更为重视，切实发
挥政策的利市利民作用。”

从2015年民宿发展进入
“2.0 时代”后，全国民宿市场
在蓬勃兴起的同时也出现了野
蛮生长的状况，陷入了产品同
质化竞争的窠臼中，民宿主与
开发商经过多地多番“考察学
习”后，产品表现形式逐渐趋
同。“如果不能打破同质化魔
咒，民宿就会步酒店标准化的
后尘，进而只能靠价格竞争揽
客，RevPar（每间可供租出客
房产生的平均实际营业收入）
大幅降低，最后入不敷出难以
为继。”张德欣认为，民宿要做
出自己的特色，才能行稳致远，
比如在建筑、经营、服务等方面

凸显个性以吸引消费者。

乡村民宿如何长足发展

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
决通过乡村振兴促进法。从
此，我国促进乡村振兴有法可
依。这部法律自今年6月1日
起施行，我国乡村振兴再获坚
实保障。

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
的背景下，民宿尤其是乡村民
宿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
研究院副院长、产业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宋向清看来，乡村民
宿、休闲农业的发展可以为乡
村聚集人气，汇聚人才，带动并
激活乡村资金流、物流、信息
流，形成乡村文化新风尚；亦可
改善乡村环境，促进乡村产业
振兴。

而面对国家层面的政策支
持、地方层面的政府扶持，未来
乡村民宿应如何把握机遇以谋
求更大的发展？

张德欣建议，可以积极寻
找专业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
介入。“民宿业的健康快速发
展，离不开乡村度假专业运营
公司及投资公司的介入。毕
竟靠情怀的单体民宿很难做
大，民宿品牌的连锁化是其未
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而要
品牌化、连锁化必定离不开专
业运营团队及投资商的积极加
入。”张德欣说。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乡村
建设，发展民宿也是一种推动
乡村建设的方式。要想将民
宿和乡村建设更好地结合起
来，构建多方共赢模式是重中
之重。“应充分调动当地政府、
村民、村集体及外来运营商、
投资商等的积极性，必须让各
方都受益，互为依托互为支
撑，方能合作长久，有利于乡
村经济的长足发展。”张德欣
认为，隐居乡里模式、寒舍模
式等都可以作为典型案例供
多地借鉴。

对于如何进一步支持乡村
民宿、休闲农业发展，激发消费
活力，宋向清建议：“一方面，要
不断推进乡村民宿和休闲农业
迭代升级，从农家乐到绿色民
宿、精品民宿，从乡村休闲到乡
村观光、乡村文化，激励资本持
续加大投入，提高城市居民对
美丽乡村的体验感；另一方面，
培育和提升乡村民宿和休闲农
业品牌影响力，力争培育出若
干区域或全国性乡村民宿和休
闲农业知名品牌企业，鼓励他
们标准化运行、集群化扩张、连
锁化发展。”

放宽市场准入放宽市场准入，，
旅游民宿或将驶入发展快车道旅游民宿或将驶入发展快车道

浙江舟山：
小岛旅游 方兴未艾

近日，从浙江舟山朱
家尖驶来的“舟山群岛.东
极”轮满载着游客靠上了
东极庙子湖岛码头，游客
们兴兴致勃勃地登岛游
览，一览东极山海风光。

据了解，东极诸岛由
庙子湖岛、东福山岛、西福
山岛、青滨岛和黄兴岛五
个主要岛屿组成，目前以
庙子湖岛和东福山岛游客
为最多，今年“五一”假日
期间，岛上民宿的客房基
本都已订出。随着东极诸
岛旅游环境的逐步改善，
上岛游客将日益增加。

中新社发 姚 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