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全国民宿大会暨国际民宿发展（从化）大会

民宿大咖探讨全国民宿发展新未来

编者按：

12月 21日下午，在第四届全国民宿大会上，一众业内专家、民宿经营者等齐聚一堂，

以专题演讲、论坛对话等形式，共同探讨全国民宿发展新未来。现摘录部分内容供读者分享。

对话嘉宾：

知宿CEO 郭涌

千宿联合创始人 田野

东篱文旅CEO Sandy
民宿星盟盟主 阿巧

圆桌对话 1：民宿自媒体发展

田野：一间好的民宿离不开好的品质、好的营销团队和好的服务这三个方面。如今，新

媒体是提高民宿知名度的好手段、好工具，民宿主可以利用文字、照片、视频等对民宿进行

包装。

阿巧：为民宿做直播是成本较低的宣传手法。通过直播平台，可为受众呈现出民宿最真

实的状态。同时，直播过程可让民宿主与受众进行互动，民宿主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简单直

接地说出自己的故事，吸引更多的人关注。

郭涌：人们都喜爱“美”的事物，当城市生活环境越来越不尽人意，人们更愿意回归乡

村时，一个好的民宿产品会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更容易受到人们的青睐。民宿主在打造

民宿时，应多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思考，让人们除了住宿以外，能找到更多留下来的理由，大

力推动“民宿+”发展。

Sandy：民宿的兴起让人们勾起了对乡村生活的怀念，也想找到接触大自然的机会。除

此之外，民宿更像一个社交平台，满足了人们寻找同频之人的需求。要推动民宿发展，需要

依靠民宿主大力挖掘民宿特色，同时要努力打造个人和民宿的 IP。

对话嘉宾

千里走单骑创始人 李一兵

东方客栈创始人 潘章凯

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普惠金融部总经理 方国勇

广州金交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剑涛

圆桌对话 2：民宿投融资

李一兵：随着民宿群体与量级的不断提升，未来民宿发展的整体趋势，将从单一的精品

民宿逐渐过渡到类似莫干山、乌村这样的以民宿 IP 集群的产业形态，新一代的民宿群落也

注定成为广阔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抓手，与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结合将渐成趋势。

潘章凯：利用众筹平台筹资是目前不少民宿项目发展的有效方式之一。在众筹业整体“寒



冬”的情况下，民宿众筹却发展得如火如荼。统计显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我国处于

运营状态的众筹平台共有 294 家，其上多款民宿众筹产品被抢购。

方国勇：当今休闲度假产品趋势是产品深度丰富性、社交交友体验、被照顾的需求、独

特及个性化，从而“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结合新的消费群体与消费特征需求产生新的

变化，强调体验化、精致化、个性化、本土文化、社群化。而民宿客栈作为“第三空间”，

带给顾客怎样的场景与体验十分重要，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取向。

张剑涛：近几年，乡村旅游如火如荼，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也为新

时期中国民宿的发展带来了又一个机遇。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愈加增多，民宿行业的

发展前景愈加明朗。民宿让青山绿水变成金山银山，也让乡村振兴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对话嘉宾：

乡志创始人 林丹

过云山居创始人 李超俊

中国林业旅游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杨智伟

SGS电商部经理 任夫全

圆桌对话 3：民宿标准化

林丹：古韵犹存的四合院、花草环绕的海边玻璃屋、西式童话风情的欧洲城堡……相比

“千店一面”的酒店，如今，强调个性化的旅游民宿成了越来越多游客的新选择。然而，不

少民宿在经营和发展过程中，却存在定位不清、同质化严重、空置率较高等问题，导致品牌

扩张困难。

李超俊：民宿的标准化和个性化并不冲突，标准化可以提升行业的整体水平，而个性化

可以让旅客感受每家民宿不同的文化情怀和文化主题。针对民宿的安全、环境和设施、卫生

和服务等基本要求，应该制定相关行业标准，并按照不同的接待设施和服务品质分级别，便

于消费者进行选择。

杨智伟：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的跃升，在消费者不断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水平下，相较

于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和改善，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部分。住宿环境、条件和服

务等都会对人们的出行感受与对旅游景区的印象产生直接影响。同时，伴随旅游和住宿需求

的不同，消费者从以前只能选酒店转移到了别有一番特色的民宿上，有利于促进民宿旅游市

场的发展。

任夫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民宿，特别是旅游业发展需要民宿。希望宿设计者、

运营者和开发商做更多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民宿，以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需求。

对话嘉宾：

中国林业旅游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杨智伟

无华民宿产业集团杜市长 许文标

华东师范大学旅游规划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助理 吴琳博士

千里走单骑管家学院院长 蔡秀丽

海口民宿协会秘书长 黄驹

广州漫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 吴芬华



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员服务（成都）分中心主 任程莉

圆桌对话 4：民宿人才培养

吴芬华：近年来各地依托自然生态、传统村落、乡土文化等人文自然资源，积极盘活农

村闲置农房，大力发展以民宿为重点的乡村旅游经济有效促进了产业融合、乡村发展。但是，

民宿运营中人才的培养和挖掘始终是民宿产业发展的难点痛点，圈内人士应加强互联互通，

营造共享、共建、共生的经营模式，才能有效挖掘人才、集中培训，提升人才队伍素质，合

作共赢。

许文标：计划通过“外引内育”的模式打造“人才磁场”，解决民宿产品研发能力不强、

经营理念滞后、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可运用“输出模式”解决各地民宿人才缺乏等困境问

题。

蔡秀丽：“民宿管家”人才队伍是提升民宿发展品质，推进民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

量。如今，不少“民宿管家”是从大一开始利用高标准进行选拔，统一在管家学院进行全方

位培训，有效解决了民宿管理人才素养不足、专业不够的问题。

黄驹：在人才培养上，希望能成立更多类似于“民宿管家”的机构，通过服务、管理、

人文艺术等理论教学和见习、顶岗实习等实践教学，高质量地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民宿管

家”专业人才。

对话嘉宾：

从化流溪人家民宿协会会长 闫彦磊

途家网——安伴科技产品总监 刘炜

民宿合伙人 崔云峰

途家网粤西区域经理 洪思广

圆桌对话 5：旅游短租的诗和远方

洪思广：目前，民宿的品质参差不齐，但功能上较为综合。除了住宿，大多民宿注重休

闲、交流等公共空间，有的还提供旅游咨询和服务，而更利于留住客人的，从格调来说应更

富人情味和更加本土化，注重情感和文化的交流，营造家居的氛围和体验。

闫彦磊：如今，不少年轻人追求“诗和远方”的梦想，而经营者要做的则是“给远方的

客人安一个舒适的家”，这个“家”应包含甜酸苦辣的体验，更加真实、更具感情。

刘炜：目前，民宿都在追求自然和生态，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引入人工智能将大大提高

民宿经营、管理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公司正在研究的智能身份认证能够有效解决人口流动管

控的问题，技术的创新将有效推动民宿产品的生产以及民宿管理智能化、专业化以及更加安

全。

平行论坛 1：乡村美学与民宿设计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都分院艺术乡建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旅游协会民宿分会副

会长 黄治斌

徽格设计创始人、2017 年度“民宿头条”中国十佳民宿设计师 孙芳真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成都分院艺术乡建研究中心副主任、策划专业室主任 罗洋



千里走单骑文旅集团民宿群里管理中心总经理、四川省旅游协会民宿分会副会长 李伟

吾方建筑创始人、岙呢院子民宿创办人 赵星

12 月 20 日下午，在第四届全国民宿大会乡村美学与民宿设计主题论坛上，多位民宿

设计师和专家分别作了发言。

黄治斌：友善设计就是以设计的名义，通过友善重构场所精神。乡村建筑营建对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物质空间形态的塑造，营造适应文化生存和发展的场域场

景，并通过场所精神的构建，唤起对文化的回忆、重拾文化自觉与自信。友善设计是把单向

性的改造，变成多维度持续新创造的过程。友善设计的初衷，是以与生灵、与自然、与文化、

与历史为善，来构建以“情”感人、以“境”悦人的创造性体验。

孙芳真：通过民宿的导入，把中国的乡村建设成为不落后于时代又能回得去的农村。民

宿是一种具有强烈情感链接的住宿及其它体验产品。因此，设计师设计的不是院子、房子、

室内，而是一种美学生活方式的载体。真正的民宿需要设计记得住的乡愁、回得去的乡村、

可以参与的农事和寻得到的玩伴。设计方法应该是尊重—保护—重生。尊重即尊重当地文化、

尊重历史痕迹、尊重自然环境。保护即保护建筑文化、保护在地文化、保护自然环境。重生

即“种植”、“嫁接”、“改造”、“镶嵌”等建造方法。做民宿是为了倡导一种美学生活方式，

绝对不能以牺牲自然环境、破坏乡村风貌、牺牲历史文化传承来满足我们的一己私欲。

罗洋：目前，民宿发展正呈现着高颜值民宿带动区域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一般来说，游

客是因为民宿好美，进而产生想去的冲动，然后出发，发现确实很美就拍照发朋友圈。这形

成了一个认知直观到产生冲动到即时满足到传播便捷的闭环。但他认为，一个真正的“网红”

绝不是“网红脸”。民宿发展要掀起从“建筑”到“建构”的革命。因为美往往意味着独一

无二。建筑可以复制，建构可保常新。

平行论坛 2：民宿提质升级 走一条品质化发展之路

美好 Village 创始人 李雅莹

东方客栈创始人 潘章凯

过云山居创始人 李超俊

12 月 20 日下午，第四届全国民宿大会举行了民宿品质化发展论坛，各大民宿创始人

分享了自己的见解。

李雅莹：美好 Village主要是为顾客提供品质村落游的产品，以村落为目的地，将村落

的周边的饮食、住宿、手信以及当地特色体验打包整合。今年，美好 village走过了全国 100

多个村落，从里面挑选了 40多个村落进行包装，然后上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

多问题。大部分民宿没有精准的获客渠道；没有预算做市场推广或营销，或者推广转化率低；

淡旺季明显，平日房间卖不出去；用户很难留存，复购率不高。在 2018 年，美好 village

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了解到，每导入 3 个新客户，其中两个很可能是好的产品或服务带来的。



也就是说，如何销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如何营。品质民宿应该要打造好的用户体验，建立

和用户的粘性和忠诚度。

潘章凯：从行业维度来说，从事民宿客栈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

当代人需要有民宿客栈这样的地方来释放工作的压力。经营者为了让这些人享受生活，自己

也享受这样的客栈，所以民宿人也很幸福。另外，民宿非标准住宿的定位，由两端像中端演

变的趋势。未来，中产阶级的需求将如潮水般涌来，产品就要用非标加中端产品满足这部分

人的需求。第二个维度是社会环境和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就是社会环境，人性的需求正在从

硬件的需求向软件的需求转变，而这种转变包括物质向精神的转变。也就是“住宿+”，住

宿是硬件，“+”是软件，可以加各种文化，各种功能，做一个有温度的民宿。民宿人都应

该不忘初心地去追求美好生活。

李超俊：单体民宿目前的发展遇到了很多困境，例如选址难、建设施工难、运营管理难、

营销推广难、招人难、资金来源难、与当地老百姓打交道难。如何快速解决问题，不让民宿

的发展受到限制呢？答案就是民宿集群。民宿集群可以衍生发展大量的配套产业，例如民宿

设计、建设、融资、运营、培训、用品供应、餐饮、营销等等。民宿之间可以共享资源，共

同发展。个性化是民宿的灵魂，民宿代表着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在建设民宿的时候，

可以融入 spa、健身房等现代化元素。房间也可以分主题布置得个性化，吸引客户拍照纪念，

发布到交友平台，也是宣传的一种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