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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宿，未来可期

场景化发展是下一步发展的要点

因为 2023 年旅游市场一个新的现象，产

品的变化、市场的变化，我归纳了一个“万花

筒”现象，十个现象。归纳下来我自己都很吃

惊，靠传统资源的没有，靠传统产品的少数，

多数都是靠场景。最典型的就是淄博、长安

十二时辰，包括贵州的村 BA，包括天津的大

爷跳水，天津大爷跳水算什么？什么都不算，

可是天津城市的活力就展现出来了。

所以很自然，场景化发展是下一步民宿

发展的要点。这种所谓场景化发展是什么概

念？比如说长安十二时辰是一个上世纪 90
年代的商场，经营不下去了，改造成这么一个

项目，2 万平方米，投资 1 亿多，每天多少人进

去，每天收入 80 万到 100 万。平均一个客人

进去 5 个小时花 500 块钱，客单价也高，消费

也高，什么原因？场景化、沉浸式、全面参与，

就是这么一套。场景化是什么？可以花很少

的钱，取得很好的效果，可以锦上添花。民宿

业主把钱已经花进去了，也希望效果也能好

一些，别想着大投资，现在基础投资已经够

了，做什么？做场景。

比如说我到了秦岭深处的一个民宿，这

个民宿有一个特点，养娃娃鱼。所以我就问

小两口，我说你们这个事怎么弄？回答是吃

养殖的娃娃鱼。这就把特色打出来了，外边

一个鱼塘做出场景，现场描绘出场景。

所以很多东西，借助现有的条件开一开

脑洞，做场景化发展。这个实际上是下一步

真正的方向。所以，形势不能说艰难，形势曲

折，起起落落，这是市场的正常现象。我们不

要想着一条康庄大道光明向前，那是不可能

的。但是我们能够抓住市场的机遇，能够保

持一系列的发展，一定会趟出一条新路来。

在 2023 年 12 月 20 日举办的 2023 莫干山民宿大会上，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总顾问魏小安发表了题为《中国民宿，未来可期》的主题演

讲。魏小安表示，民宿在民，民宿在乡，民宿靠城。他认为，中国民宿的基本格局是供过于求的。而且民宿不需要讲资源，但要讲做法。经验可以

学，做法不能抄。场景化发展是下一步民宿发展的要点。

我想有几个问题，因为我说“未来可期”不在于数量，不在于规模，在于质量和效益。可是

我们现在整个行业，因为有头部效应，也形成了头部影响，所以造成了一个普遍的错觉。

实际上，民宿不是这样。民宿在民，民宿在乡，民宿靠城。这是我对民宿三个基本的判

断。所以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供求关系。第二个问题，竞争格局。第三个问题，民

宿十策。

因为三年的疫情，需求集中。冒出两条新赛道，

一条叫城市大休闲，一条叫乡村微度假。这两条新赛

道给民宿带来了转机。2018 年全国的民宿 24 万家，

2019年20万家，2020年18万家，2021年又恢复到了20
万家。

从供给的方面来看，很多投资商也开始进入。但

从供求关系来说，最根本的一点还是宏观经济的变

化。之所以现在各级政府都这么重视旅游，就是因为

旅游在近几年比较差的宏观环境之下，还算是一个亮

点。不过这些过去的需求集中造成了错觉。

只能说，德清莫干山的“经验可以学，做法不可

抄”，谁要抄，必死。

主要体现在四点上：第一，质量竞争。谁的品质

好，谁一定会有相应的客流。但是质量是需要成本

的。这是常识。成本越高，质量越好，这是毫无疑问

的，但是你撑得住吗？

第二，民宿的性质决定必须要有文化，必须讲情

怀。所以我奉劝大家，你要想干民宿，就别让资本搅

局。欧洲的民宿一二百年了，日本的民宿六七十年了，

中国台湾的民宿也有四五十年了，传到我们这儿也有

二三十年了。欧洲、日本、中国台湾为什么没有大资本

进入？为什么没有形成民宿的头部企业？资本进来搅

局，很可能就把民宿变成了连锁的乡村酒店，连锁乡村

酒店是另外一回事，完全不是民宿的概念。

第三个竞争点，规模局限、类型区分。很自然，民

宿一个大的短板是规模。由于规模太小，反过来建设

成本就高，运营成本也高，渠道成本也高，很难挣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区分出类型，不同类型的

民宿有不同的做法。

第四，分工细化，不拘一格。民宿不能都一样，将

来一定要细化。比如说有艺术类的民宿，有文化类的

民宿，有自然类的民宿，有娱乐类的民宿，各种各样的

分工细化就会出来。这在市场上自然而然产生，所以

需要不拘一格，这就是明年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竞争

格局。

第一，宏观判断。民宿的规模应该到什

么程度？阶段性发展、阶段性提升，不能永远

扩张，结论是小心，慎入。

第二，乡村振兴，也有一二三产业的问

题。民宿出彩，反映的并不是实质性的情

况。各地有不同的情况，需要乡村振兴结构

优化。

第三，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需要桥梁，旅

游是最佳的桥梁。挖掘存量，适度增量。既

包括房屋的存量，也包括文化的存量、自然的

存量。

第四，休闲根本。民宿的根本是休闲，因

为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所以做法是“四在三

改”。“四在”是学在农家、美在农家、闲在农

家、富在农家。“三改”是改燃料、改厕所、改上

下水。结论是城乡一体化。

第五，群模式。这个模式很重要，这也是

中国特有的模式，恰恰对应了我们规模巨大

的市场需求。第一，实体群构造民宿体系。

比如说黄河宿集、草原宿集、秦岭宿集，宿集

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实体群。这种实体

群发挥了规模的优势，容易形成品牌，同时减

缓了单体民宿的规模过小所带来的一系列的

问题。第二，网络群，大数据、云计算、平台

化、移动终端。第三，民宿联盟或者协会，形

成组织化。结论是宿集成为好模式，也成为

未来的代表。

第六，制度化。设立上下线，管理有弹

性，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这是中国台湾的

方式，契约精神、基础保障、乡规民约、发展集

成。

此外，我们文旅部门这几年发挥了关键

性作用，协调各个部门，针对需要提出了一系

列的政策措施、规章制度，乃至标准。我们要

把政府多方面的力量凝成一股合力，而且这

股合力是一股拉动力量。

第七，文化提升。第一，原乡文化，就是

在地文化。第二，老板娘文化。在地文化体

现你的特色，老板娘文化体现你的服务。旅

游是追求一种生活方式的变化，不要把文化

做成没文化，文化需要浅显，但是不浅薄。

第八，绿色建设。所谓绿色建设是原生

态着眼，次生态着手，泛生态着力，深生态着

心。很简单，客人要的是什么？乡村的环境，

城里的生活水平。如果这个分寸把握不好，

同样这也都是品质的组成部分。

第九，市场延伸。民宿休闲对应周边，民

宿文化对应中程，民宿度假对应远程。裸心

谷的模式是高端度假，但是高端不等于奢华，

要的是特色、精致、舒适。最重要的是一个舒

适化。

第十，业态丰富。民宿从客人需求来说

也是分层次的，业态丰富就是小而精、多功

能，社区建筑，小镇模式，等级化，标准落地。

同样，这里面有精品，有中端，有大众，把这三

个层次分出来。结论是，多方位对应，多渠道

开拓，场景化发展。

（本文整理自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总顾问魏小安 2023 年 12 月 20 日在 2023 莫干山

民宿大会上的演讲）

（本文整理自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总顾问魏小安 2023 年 12 月 20 日在 2023 莫干山

民宿大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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