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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旅融合视角的黄河流域民宿集群发展路径与策略 

马继明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  山东济南  250200） 

摘  要：民宿作为旅游业态产品，开始流行于旅游市场。而民宿集群化的发展，能够发挥协同效应，助力民宿产品提质增效。

当前，在推进文旅融合的背景下，黄河流域民宿集群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但是仍然存在供需不均衡的问题，导致民宿集群效应难以

发挥。对此，紧密结合消费需求，展开产业统一规划，打造黄河流域文化特色，促进民俗集群产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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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民宿作为高端的旅游产品，在文旅产业充分融合下，形成

旅游上下游产业的链条，能够发挥集群效应，推动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当前，人们旅游文化需求呈现

个性化特征。但与需求相对应的旅游文化供给不足，民宿产品

和服务缺少特色，导致产业协同发展的效果达不到预期。对此，

主动探究黄河流域民宿集群发展的新路径，促进集群效应的全

面发挥。 

一、文旅融合下打造黄河流域民宿集群的现实意义 

民宿集群是指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产业聚集、资源合理

配置、统一规划设计，形成完善的民宿产业链条。并以民宿为

核心，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使旅游相关的上下游产业，例如茶

室、餐厅、咖啡馆等，形成合作的关系，建立起旅游产业闭环。

从而产生集群效应，吸引更多的游客前往，增强产业的竞争力，

推动各个产业协同发展。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充分融合下，

中东部地区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为民宿集群的建设提供充足的

支持。其中黄河流域作为我国生态建设的基准线，由黄河水系

构建起的生态区域，能够孕育不同地区的水系文化，在黄河流

经的九个省份中，黄河文化、农耕文化、行业文化、齐鲁文化

等地域文化交融在一起，为旅游业的发展积淀丰厚的文化底蕴，

也展示黄河流域的旅游特色，通过产业集群式发展，共同谱写

黄河文化旅游的新篇章。 

而在黄河流域建立民宿集群的产业形态，能够发挥资源优

势、区域优势、成本优势，将原本相互分散的资金、劳动力、

土地，进行集中化的配置，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并扩大产业

的规模，构建其完整的产业链。而由政府进行宏观的布局，可

实现民宿集群内部各个产业的分工，产业内部低成本的运转，

能够避免出现价格恶性竞争、无序发展、同质化产品的问题，

提升各个产业的综合实力，发挥集群效应，吸引更多的游客参

与并消费，达到集群内部产业的协调运转。 

二、文旅融合下黄河流域民宿集群建设的现实困境 

美女融合的重点在于开发创新产业形态，而难点在于产业

供应链条的建设。当前，黄河流域旅游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的

趋势，但与需求相比的特色服务供给仍然存在较多的不足。一

是产业供给能力不足，相互分工协作的效果达不到预期。当前

在黄河流经的九个省份中，依托地区文化建设的特色民宿数量

不足。很多民宿考虑开发成本，没有开发民俗特色服务，民宿

的经营仍然处在低水平状态中，为客源提供的供给不足，导致

很多民宿住宅住宅性质的状态中，出现资源浪费的问题。而在

民宿集群内部，由于缺少相应的经营管理制度，导致民宿经营

者之间存在隐性竞争，部分职能的重叠，导致个体民宿的实力

不能完整的体现，共同面对风险的能力不足，导致分工合作的

效果欠佳。二是缺少深度开发，出现同质化经营的现象。当前，

黄河流域个省份的民宿集群，你住宿为主，经营的产品有着同

质化的倾向，没有对产业链条中的休闲购物、娱乐、参观游览

等产业进行深度开发。导致民宿基金产业呈现出季节性运营的

特点，在旅游淡季民宿也效益低下，容易引发产业恶性竞争的

问题，产业之间协调性不够，阻碍民宿集群式的发展。 

三、文旅融合视角的黄河流域民宿集群发展路径 

（一）加强规划与引领产业链，优化民宿集群内部结构 

在文旅融合背景下促进黄河流域民宿集群发展，应加强规

划引领，认真梳理消费流线，引导错位经营，优化内部结构，

借此来延伸好黄河流域的民宿集群产业链，打通上下关节，促

进民宿集群发展。第一，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有序发展

原则，选择一批自然环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且基础设施完

善的区域率先开发。紧密结合实际情况，落实实地调研任务部

署，组建专家团队深入当地进行实地考察，综合现实情况编制

好民宿集群发展规划，在发展规划内部明确土地使用政策、基



                                                                                    文学艺术教育 

 202 

础设施建设改造要求、环境整治方向以及政策扶持措施，强化

规划引领、调控和指导作用。第二，根据实际情况，引导错位

经营，鼓励开发不同类型的文化旅游项目，包括家庭文旅项目、

亲子文旅项目、商务文旅项目以及度假文旅项目，能够更好地

吸引不同消费层次、消费类型的群体，全面发展面向不同消费

目标客源的民宿。第三，紧密结合旅游者实际需求，完善民宿

集群发展模式，建立融合饮食、住宿、出行、旅游、购物、娱

乐为一体的产业链，加大黄河流域民宿集群各大产业领域的开

发和拓展。通过原料采购开发本土化、特色旅游商品，使得黄

河流域民宿集群产业链延伸到农业、林业、制造业和文化产业

多个领域，进一步提高民宿集群发展的附加值，增加民宿集群

内经营企业和居民的收入。第四，还应注重贴近自然，发挥黄

河流域地域特征与环境优势，针对建筑风格、房间装修装饰、

艺术陈设、特色食品开发等方面深度策划、精雕细琢，打造特

色经营模式，增强群体吸引力。 

（二）融合黄河流域文化特色，打造品牌化的民宿集群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甘肃、河南等地调研的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与经济发展现状，结合实际提出了“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这一指导思想。在这一发展背景下，黄河流域的文

旅发展融合迎来新机遇。为更好的在文旅融合背景下，促进黄

河流域民宿集群发展，应注重深入挖掘黄河流域一带的特色文

化元素，坚持以文促旅，从战略部署的高度出发，做好顶层设

计，以实现黄河沿岸优质文旅资源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

目的，以实现民宿集群发展为目标，打造一批强劲有力的文化

品牌，擦亮“黄河文化”底蕴深厚的旅游名片，做实做强文化

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借助民宿集群唱响黄河文化，传播黄河

故事，延续历史文脉。首先，应树立清晰的品牌定位，坚持以

黄河流域民宿市场需求为导向，梳理整合自身文化资源，明确

自身竞争优势，最后确定民宿集群发展品牌定位，使之成为民

宿集群形象展示、集群项目开发的正确导向。其次，做好黄河

流域民宿集群品牌设计，围绕品牌名称、装饰摆件、建筑物等

有形识别物，以及民宿产品、服务等无形体验进行创意设计，

多方位融合黄河流域文化，塑造特色文化品牌。其中，应建立

在符合民宿集群品牌定位的基础上，以主题文化展示为导向，

在民宿集群品牌名称、标识以及建筑外观等有形识别物的设计

方面，应设计符合黄河流域文化特色的标志性媒介，使之能够

从感官上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而针对民宿产品和服务的体验

感知产品，应制定一系列标准规范，明确规定产品内容与服务

质量，力求优化游客感知体验。再次，应做好黄河流域民宿集

群的品牌营销，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杂志等传统媒介，融合

互联网、微信、短视频等新兴媒体，大力宣传、推广黄河流域

民宿集群品牌，打响民宿集群品牌知名度。同时，还可举办一

系列节日活动，在重要节日举办民宿集群文化节，在各大新媒

体与传统媒体进行广泛传播，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形成

有力宣传。最后，注重维护好黄河流域民宿集群品牌形象，在

开发民宿集群过程中要注重保护和共享乡村资源，共同维护乡

土文化特色。并加强民宿品牌整合力度，将差异化品牌打造与

品牌整合有机结合，凭借区域品牌影响力，串联带动乡村民宿

整体发展。以李家山村民宿品牌为例，在个性化品牌塑造中，

便是依托李家山村历史文化名村效应，联合打造李家山村民宿

品牌，融入黄河人家区域品牌形象，增强了民宿市场影响力。 

结语 

总而言之，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黄河流域各大省份构建

以民宿为中心的产业链条，能够发挥集群效应，为各大产业创

造更大的利益和价值。当前，在旅游需求不断增长的背景下，

黄河流经的各个省份展开民宿集群建设，但是由于缺少经验，

导致产业供应链不够完整，难以形成统一发展的合力。对此，

需要深入挖掘去消费需求，确定民宿集群建设的目标。并展开

统筹规划，完善民宿集群产业链的内部结构，并打造黄河流域

文化特色，推动民宿集群品牌化的发展，从而发挥出民宿集群

规模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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