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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对旅游民宿行业发展进行分析；其次，分析了辽宁省地方

旅游民宿的现状；对后，提出来了辽宁省地方旅游民宿的发展方向和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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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截止 2017 年底，我国大陆客栈民宿总数达 42658 家。其中

云南以 6466 家客栈民宿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从各地数量规模
上来看，超过 3000 家的只有北京与丽江两地，超过 2000 家的为
厦门、大理、嘉兴三地；客栈民宿的分布集中于旅游业比较发达
的区域，这一分布特征与我国旅游业的整体发展现状相吻合。在
房价水平及房间数量方面一半以上的客栈民宿平均房价在
100-300 元，700 元以上的客栈民宿也有一定比例。近 9 成的客
栈民宿房间数在 30 间以下，36%客栈民宿低于 10 间房。 

在客栈民宿的人群特征方面，26-35 岁这个年龄段，也就是
80 后、90 后，是客栈民宿消费的主要人群，比重达到一半，说
明了这部分人群对住宿的个性化、非标准化较为看重。民宿旅游
是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城市居民对乡野生活的向
往，利用民居资源、农事资源、景观资源创办个性化的经营项目，
形成一个以特色旅馆业为基础，衍生酒吧、茶楼、作坊、民艺、
展示等休闲业 的高端农家乐集群，是乡村旅游的高级发展模
式。它从 初解决旺季时景区住宿不足的“旅游容器”发展成具
有吸引力的“旅游磁极”，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旅游产品。民宿旅
游产品应具备地方性和集群性两个基本特点。地方性让民宿旅游
产品之间产生区别，具有独特的吸引力；而集群性则让民宿旅游
参加者在一定的地域内有选择的空间，丰富游客体验。 

二、辽宁省内旅游民宿发展现状 
辽宁省内目前普遍的旅游民宿形式主要以乡村农家乐为主。

普遍来说，发展乡村民宿旅游，需要一定的条件。第一是交通便
捷。民宿旅游服务对象主要是游客，前往民宿旅游的道路良好，
距离适中，才能方便游客驾车前往。第二是基础设施良好。在民
宿旅游地的住宿、道路、水电、网络、停车场、卫生、消防、安
全监管等基础设施条件直接影响旅游质量。第三是丰富的绿色农
产品。游客参加乡村旅游，不仅要吃、喝、玩、乐，还要采购绿
色农产品。因此，以传统方式大量种植农作物或养殖牲畜， 出
产丰富的绿农产品，是乡村发展民宿旅游的重要条件。 后一点
是具有传统特色的文化。农家乐就是运用了这一点，凭借优美的
乡村田园风光，以及回归自然，让生活在都市中的游客体验回归
自然的感觉。地方文化有独特的魅力,能让长期居住在繁华和喧
闹环境中的城市居民体验传统的生活。 

（一）市场与经营分析 
从经营的模式来看，农家乐是一种新型的旅游休闲模式，利

用东北乡村文化形成独特的地方特色。从字面意思来看，农家乐，
顾名思义就是寄宿在旅游景区景点附近的农民家中，在当地人家
中消费，消遣，娱乐。农家乐发展起来之后，会为当地经济的发
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增加当地人的收入，使农民更好的了
解市场，有的农民在自家建起了无公害的水果蔬菜园基地，为游
客更好的体验原生 。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投资该行业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
种：一是本地人为了增加收入，对该行业进行开发与改造。他们
有着家乡情结通过对自己的老屋进行民宿改造，既可满足自己的
休闲需求，又可用于经营。二是期望田园生活的成功人士，这部
分群体一般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向往温馨静谧的田园生活，大部
分人将晚年生活回归田园，会按照自己对美的追求装修民宿。[3]

这部分人往往素质较高，有着极高的艺术素养和文化品位，有丰
富的人生阅历，他们是较好的民宿经营者，能与民宿旅游者进行
很好的交流。三是部分文化创意产业从业者，他们热爱艺术、注
重设计、对居住环境有着自己的设计理念，会选择较有潜力的民

宿进行投资开发，将自己的兴趣和事业结合为一体，打造民宿旅
游。 

从客源市场的角度来分析，选择入住民宿的游客主要有以下
几类：一是青年背包族。他们崇尚自然、喜欢户外、分享体验，
出游基本依靠网络，对各地文化有着极大的兴趣，能反映本土地
域文化元素的民宿自然是他们的首选。二是城市居民。特别是附
近的城市居民，一般会利用周末时间携家带口选择民宿入住，既
可缓解一周的紧张工作，修养身心，同时也可对孩子进行农村知
识和生活的普及。三是来本地旅游的海外客人。 

（二）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首先，农家乐包含游客的住宿，餐饮，娱乐。而食品安全问

题较为突出。由于游客所吃的食物大多数为自家饲养的家禽或畜
禽。在制作的过程中卫生问题难以保证，缺乏正规的消毒措施，
没有卫生防疫部门的监管。易引发传染病或者其他疾病。其次，
景区的安全也缺少保证。大部分的农家乐规模都较小，以千山风
景区周围的农家乐为例，附近的停车点没有统一的位置，并且路
标也较少。有的游客反映，周围有食肉动物，没有栅栏围护。
后，农家乐的服务质量也有待提高。 

三、辽宁省内旅游民宿发展方向与对策 
通过对辽宁省内目前旅游民宿的分析，未来辽宁省内的旅游

民宿的发展方向与对策可有以下方法： 
第一，将传统形式的农家乐发展为“网红民宿”，扩大规模，

开发新形式的旅游产品。现如今有很多年轻人都特别注重住宿的
环境，而且很多少男少女有些单纯只是为了拍出漂亮的照片。因
此传统的农家乐可以利用这一点，吸引游客前来。 

第二，政府大力监管，加强监督。在安全卫生等方面进行大
力监管，注重可持续发展，监管好每一个细节。 

第三，突出农家乐自身的特点与优势。在建筑，饮食，生活，
农耕等旅游活动，尽可能多的体现农家乐的风情，风貌。提倡绿
色饮食，绿色生活。并且对农家乐的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提高服
务素质水平，提升服务品牌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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