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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星”财经 惠百姓民生

“小民宿”迎来“大爆发”
产业“洗牌”更分散也更下沉

民宿爆发 向低线地区渗透

民宿产业已经成为一些地区乡村发展的

新亮点。但民宿不是旅游业的万金油，它是

乡村运营的一个部分，是延长游客休闲时间

的一个功能，伴随着露营、野营、房车等新的

旅游居住功能出现，民宿势必迈入高质量发

展轨道。乡村民宿经济能否突破“单程”流量

桎梏，形成客户黏度？在此基础上，有代表提

出更高期待——乡村民宿要做大做强，充分

惠及当地村民，带动相关产业链，提升当地营

商环境，也成为城市的独特优势。民宿行业

蓬勃发展，是一件好事。但是，这里还是要泼

一盆冷水。理想中的民宿创业充满了“你有

故事，我有酒”的诗意和浪漫，但现实却是忙

碌、辛苦、委屈，以及激烈竞争。民宿同质化

严重，而随着数量大幅上升，未来必然是优胜

劣汰。目前，80%的民宿是个体工商户，

民宿创业投资不小，超过一半的民宿投

资介于50万元到500万之间。创业失败足以

让一个家庭元气大伤。

如今，游客对乡村旅游的期待已不再停留

于自然风光。乡村美食、民俗风情、古村落遗

迹、高品质民宿、土特产和文化产品等都是重

要的考虑因素。创业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不

仅要学很多，做很多，而且充满了不确定的偶

然因素。创业者一定要多看数据，理性看待问

题，切不可凭着热情和想象就冲进来。

当然，民宿大量涌现是旅游爱好者的福

音。可以预见，明年很多景区的住宿选择会更

多，价格也会更优惠。读者朋友不妨选个地方

放松身心，也算对民宿创业者的一种支持。

近年来，国内周边游，尤其是乡村游，成为不少人出行休闲

的首选。很多人注意到，2023年旅游业强劲复苏。2023年前

三季度，国内旅游总人次36.7亿，同比增长75.5%；国内出游

总花费3.69万亿元，同比增长114%。然而，很多人并未注意

到，大量民宿企业悄然成立。2023年，仅前10个月，全国新

注册的民宿企业数量就达到了7.6万家，较2022年同期增长

了 149%。截至 2023 年 10月底，全国民宿相关企业数量共

22.3万家。这意味着，每三家民宿中，就有一家是今年新注册

的。更为引人注意的是，某些地区的民宿增长过于惊人，可以

称为“大爆发”。 据《财经》

从上表来看，对比历史最高数据，前10名的增长倍数都超过了四

倍。排名第一的呼伦贝尔，今年前10个月注册量为534家，比历史最

高数据53家，增长了9.08倍。第二名莆田和第三名丽江增长倍数分别

为8.33倍和 6.96倍。排名第四到第十的地区是大理（5.64 倍）、本溪

（4.26倍）、日照（4.18倍）、威海（4.16倍）、大连（4.14倍）、锡林郭勒（4.09

倍）、西双版纳（4.06倍）。

这些地区的新增民宿往往集中在旅游景点附近或交通便利的旅

游中转地。比如，呼伦贝尔的海拉尔和满洲里，新增民宿占了呼伦贝

尔地区总量的六成。

2023年民宿增长倍数排名前20的地区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些地区的核心城市往往是低线城市。这些增速最快的地

区，其核心城市多为四五线城市。前20名中，没有一线城市，有2个二线

城市，3个三线城市。而四五线城市的数量却高达15个。这说明民宿产

业加速向低线地区渗透，民宿创业从高线地区“卷”到了低线地区。

第二，西部及偏远地区旅游崛起。在排名前20的地区中，云南有5

个，新疆2个，内蒙古2个。西南、西北等偏远地区正成为民宿创业的

热土。“增速榜”前20名中还有4个边境城市：呼伦贝尔的满洲里、延

边、西双版纳和德宏。边境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比如延边今年突

然爆火，中、朝、俄三国交界的地域特色让其出圈。

第三，小众目的地兴起。逃避人潮，享受慢生活成为旅游市场的

新亮点。“增速榜”前20中有5个比较小众的海滨城市：日照、威海、大

连、葫芦岛以及连云港。海滩、海岛、海洋公园，避开汹涌的人群，吹吹

海风，也是不少游客心中不错的旅行。“增速榜”中的本溪和邢台也是

两个比较小众的旅游地。本溪县是“枫叶之乡”，秋季的枫叶密布于山

坡河谷，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赏枫摄影。据统计，中秋、国庆8天假日，

本溪累计接待游客同比增长395.6%，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457.4%。

真实展现了游客对本溪“北方最红秋天”的偏爱。

第一，2020～2022 年，旅游行业受到较

大影响。有些人原本有开店计划，但感觉

疫情期间不是好时机，所以推迟了开店计

划。这三年积累的开店需求在2023年集中

爆发。

第二，因为疫情，开业民宿变少，停业民

宿变多。而2023的旅游业恢复，住宿需求上

升，不少民宿赚得盆满钵满。这种赚钱的示

范效应，也引发了开民宿热潮。

第三，2023年做其他工作赚钱变少，或者

有些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开民宿成了一种

选择。其实，所谓“民宿企业”大部分都是个

体工商户。据企查查数据，个体工商户在民

宿总量中占比约为80%。在呼伦贝尔、甘孜、

喀什等地区，个体工商户占比超过90%。选

择回乡开民宿的“村二代”也越来越多。途家

民宿发布的《2023年上半年乡村民宿发展报

告》显示，上半年95后乡村民宿从业者数量

比2019年同期增长六成。

第四，旅游方式和消费习惯的改变。“下

沉式旅游”、乡村旅游升温。在节假日避开热

门景点的人潮拥挤，前往小众目的地或者宁

静的乡村，成为很多游客的选择。民宿能带

来区别于酒店的体验，需求在上升。

“睡在山海间，住进人情里”，不再是流程

化的服务，标准化的房间，很多民宿在“住好”

之外, 融入多元化服务和特色体验。“亲子乐

园”“农事体验”“免费跟拍”“露营烧烤”“温泉

私汤”“民族文化”等“民宿+”产品，俘获了不

少游客的心。相较于酒店，民宿还具有性价

比优势。民宿在满足多人出行，降低住宿成

本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第五，民宿市场迎来政策红利。2023年

初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休闲旅游精

品工程，推动乡村民宿提质升级”。各地相关

政策持续发力，引导乡村民宿开发和建设。

民宿大爆发的五大原因

大爆发后需“冷”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