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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了解目前行业发展动向，从而提升工作效率和效果，是把握企业战略发展定位不可或

缺的重要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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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民宿是指利用自用住宅空闲房间，或者闲置的房屋，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

资源及农林渔牧生产活动，以家庭副业方式经营的住宿处所。在国内，民宿还属于新兴产业

，发端于&ldquo;分享经济&rdquo;在国内的普及。近几年随着消费升级、居民对旅游住宿的需

求日益细分，富于人文情怀、价格美好的民宿逐渐成为旅游，尤其是高景气度的周边游的重

要入口。  2015年11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

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首次点名&ldquo;积极发展客栈民宿、短租公寓、长租公寓等细分

业态&rdquo;，并将其定性为生活性服务业，将在多维度给予政策支持；2016年1月27日，中央

一号文件《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发布，其中

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有规划地开发休闲农庄、乡村酒店、特色民宿、

自驾露营、户外运动等乡村休闲度假产品。  共享房屋的先驱Airbnb火爆之后，在中国涌现了

小猪等一批中国信徒，资本的推波助澜、自助游的兴起，让民宿开冶逐渐被大众所接受。途

家、小猪、住百家已经成为国内民宿业第一梯队的领路者，验证了海内外民宿强大的生命力

。2010-2016年间，国内民宿短租从呱呱落地到现在成为旅游住宿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发

展可谓一日千里，影响了社会中多个阶层与群体。根据去哪儿网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9月底

，我国大陆民宿客栈在去哪儿网平台注册量总数达48070家，其中云南以7392家民宿客栈的数

量位居全国第一。前五名省份分别为云南、浙江、北京、四川、山东。民宿客栈的分布集中

于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区域，这一现状与整个旅游业发展格局相吻合。随着分享经济的继续渗

透，预计在2018-2023年，民宿短租不但会继续提升自身的发展，整合市场，进入淘汰期，更

会以自身优质的服务于内涵影响更多游客，获得更长足的发展。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

《2024-2030年中国民宿行业分析与投资策略报告》报告中的资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

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以及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

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产业分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

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律，是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

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报告目录：  第1章：民宿行业相关概述  1.1 民宿行业相关

概述  1.1.1 定义及分类  （1）定义  （2）分类  1.1.2 特点及优势  （1）特点  （2）优势  1.1.3 民

宿兴起的原因  （1）经营者为原住民增添旅程人文情怀  （2）民宿伴随休闲成熟区域扩张  （3

）共享经济丰富供给满足住宿需求  （4）国人愿意接受民宿这种商业模式  1.1.4 与酒店的差异 

1.1.5 促进民宿行业发展条件  （1）信息时代  （2）人均收入提升  （3）多样化需求  （4）房产

过剩  1.1.6 民宿行业生态链分析  1.2 民宿经济发展分析  1.2.1 民宿经济的定义  1.2.2 民宿经济发

展条件  （1）强力的政策支持  （2）持续的财政投入  （3）鲜明的地域特色  （4）良好的环境

支撑  （5）淳朴的民风支持  1.2.3 民宿经济发展方向     第2章：全球民宿行业发展与借鉴  2.1 



德国  2.1.1 德国民宿发展背景  2.1.2 德国民宿现状分析  2.1.3 德国民宿政策新规  2.1.4 民宿发展

经验借鉴  2.2 日本  2.2.1 日本民宿发展概述  2.2.2 日本民宿发展现状  2.2.3 日本民宿业新法案分

析  2.2.4 民宿市场投资分析  2.2.5 乡村民宿经验借鉴  2.3 中国台湾  2.3.1 台湾民宿特色分析  2.3.2

台湾民宿发展现状  （1）民宿规模  （2）产业运营情况  2.3.3 台湾民宿营销方式  2.3.4 乡村民

宿经营借鉴  2.4 其他  2.4.1 英国民宿概况  2.4.2 法国民宿概况  2.4.3 美国民宿概况     第3章：中

国民宿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3.1 中国民宿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3.1.1 中国民宿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1）行业标准  （2）行业政策  3.1.2 中国民宿行业发展的经济背景  （1）国民经济运行综述  

（2）工业经济运行良好  （3）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4）&ldquo;十四五&rdquo;经济趋势  3.1.3 

中国民宿行业相关行业发展现状  （1）旅游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2）共享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3.2 中国民宿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3.2.1 民宿行业发展历程分析  3.2.2 民宿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1

）民宿数量  （2）民宿行业市场规模  3.2.3 民宿行业区域分布特点  （1）区域分布  （2）城市

民宿分布  3.2.4 民宿行业价格分析  3.2.5 民宿行业入住率分析  3.2.6 民宿行业供给端分析  （1）

客栈民宿房间数  （2）行业从业者分析  （3）投资经营情况分析  3.2.7 民宿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1）民宿依赖网络渠道，C2C、B2B是主打  （2）民宿正在走向规模化、连锁化的道路  3.2.8 

民宿行业发展痛点分析  3.3 中国民宿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3.3.1 民宿预定平台商业模式竞争  3.3.2

民宿行业核心竞争力分析  3.3.3 民宿行业未来竞争趋势  （1）本土格局已定，国外品牌威胁大 

（2）民宿豪宅化成趋势、个性化服务持续加码  3.4 中国民宿行业消费者调研分析  3.4.1 民宿

行业消费者画像  （1）性别分布  （2）年龄分布  （3）职业分布  （4）区域分布  3.4.2 民宿行

业用户行为分析  （1）选择民宿短租目的  （2）价格偏好     第4章：中国民宿行业商业模式分

析  4.1 画布法分析民宿商业模式  4.1.1 商业模式的要素构成  4.1.2 画布法分析民宿商业模式  （1

）价值主张  （2）核心资源  （3）客户细分  （4）渠道通路  （5）客户关系  （6）收入来源  

（7）关键业务  （8）重要伙伴  （9）成本结构  4.2 平台模式分析  4.2.1 平台模式特点  4.2.2 平

台模式优劣势分析  4.2.3 平台模式类型  （1）C2C信息撮合模式  （2）C2C重运营模式  4.2.4 平

台模式案例  （1）Aribnb为核心信息撮合和社区模式  （2）住百家C2C和C2B2C发力海外扩张 

（3）蚂蚁短租合作景区进军旅游区民宿市场  （4）木鸟短租加快在线旅游&ldquo;一站

式&rdquo;建设  （5）OTA携程围绕民宿打造差异化打包产品  4.2.5 平台模式发展前景  4.3 自营

模式分析  4.3.1 自营模式特点  4.3.2 自营模式优劣势分析  4.3.3 自营模式类型  4.3.4 自营模式案

例  （1）Home Away自营常年闲置房源  （2）途家&ldquo;自营+平台&rdquo;模式海外扩张 

4.3.5 自营模式发展前景  4.4 跨界融合模式分析  4.4.1 跨界融合模式特点  4.4.2 跨界融合模式优

劣势分析  4.4.3 跨界融合模式类型  （1）&ldquo;旅游+民宿&rdquo;结合发展  （2）&ldquo;传

统酒店+民宿&rdquo;运营  （3）&ldquo;茶乡民宿&rdquo;发展模式  （4）&ldquo;名人民

宿&rdquo;营销模式  4.4.4 跨界融合模式案例  （1）中青旅乌镇：反聘原住民经营收益分成  （2



）三特索道：售后托管与客户实现双赢  4.4.5 跨界融合模式发展前景  4.5 运作模式分析  4.5.1 

运作模式类型  （1）自发型  （2）协会型  （3）政府主导型  （4）企业主导型  4.5.2 运作模式

特点     第5章：中国乡村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5.1 乡村民宿发展概述  5.1.1 乡村民宿定义与发展  

（1）乡村民宿的定义  （2）国内乡村民宿的发展起源  5.1.2 与城市旅馆对比分析  5.1.3 乡村民

宿发展的意义  5.1.4 乡村民宿业发展痛点  5.2 国内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现状  5.2.1 乡村旅游业行

业发展政策  5.2.2 乡村旅游行业发展现状  （1）产业规模增长迅速  （2）行业投资总量较大  

（3）主题类型逐渐丰富  5.3 国内乡村民宿产业发展动态  5.3.1 德清乡村民宿发展领先  （1）产

业规模大、经济效益好  （2）经营业态多元、旅游产品丰富  （3）行业管理严、服务水平高 

5.3.2 利川乡村民宿扶贫进展  （1）政府支持力度大  （2）创新扶贫模式  （3）定期举办培训

班  5.3.3 婺源培育乡村民宿经济  （1）政府支持力度大  （2）创新业务模式，打造农家

乐&ldquo;升级版&rdquo;  5.3.4 途家布局乡村旅游民宿  5.3.5 小猪短租打造乡村民宿  5.4 国内乡

村民宿发展问题分析  5.4.1 缺乏合理规划  5.4.2 房屋及土地权属复杂，发展后劲缺乏  5.4.3 文化

内涵不足  5.4.4 服务层次较低  5.5 国内乡村民宿发展建议  5.5.1 政府部门行为建

议&mdash;&mdash;加大对乡村民宿政策扶持力度  5.5.2 乡村民宿发展策略  5.5.3 乡村民宿发展

方向     第6章：中国民宿行业区域发展分析  6.1 直辖市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6.1.1 北京市民宿行

业发展分析  （1）民宿行业发展政策  （2）民宿行业市场规模  （3）民宿行业发展前景  6.1.2 

上海市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1）民宿行业发展政策  （2）民宿行业市场规模  （3）民宿行业发

展前景  6.1.3 天津市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1）民宿行业发展政策  （2）民宿行业市场规模  （3

）民宿行业发展前景  6.1.4 重庆市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1）民宿行业发展政策  （2）民宿行业

市场规模  （3）民宿行业发展前景  6.2 江苏省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6.2.1 民宿行业发展政策  6.2.2 

民宿行业市场规模  6.2.3 重点城市民宿发展情况  （1）南京市民宿业发展分析  （2）苏州市民

宿业发展分析  （3）无锡市民宿业发展分析  （4）常州市民宿业发展分析  （5）扬州市民宿业

发展分析  （6）盐城市民宿业发展分析  6.2.4 民宿行业发展前景  6.2.5 江苏省民宿规划建议  

（1）&ldquo;分-合&rdquo;规划模式简介  （2）民宿旅游开发建设的关键点  （3）开发建设

以&ldquo;需&rdquo;为基准  （4）运营管理以&ldquo;分&rdquo;为指导  （5）设计手法

以&ldquo;合&rdquo;为切入  （6）模式运用  6.3 云南省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6.3.1 民宿行业发展

政策  6.3.2 民宿行业市场规模  6.3.3 重点城市民宿发展  （1）大理民宿业发展分析  （2）丽江

民宿业发展分析  6.3.4 民宿行业发展前景  6.4 浙江省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6.4.1 民宿行业发展政

策  6.4.2 民宿行业市场规模  6.4.3 重点城市民宿发展  （1）杭州民宿业发展分析  （2）嘉兴民

宿业发展分析  （3）宁波民宿业发展分析  （4）余姚民宿业发展分析  （5）丽水民宿业发展分

析  6.4.4 民宿行业发展前景  6.5 广东省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6.5.1 民宿行业发展政策  6.5.2 民宿行

业市场规模  6.5.3 重点城市民宿发展  （1）广州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2）深圳民宿行业发展分



析  （3）清远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4）韶关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5）开平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6.5.4 民宿行业发展前景  6.6 福建省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6.6.1 民宿行业发展政策  6.6.2 民宿行业

市场规模  6.6.3 重点城市民宿发展  （1）厦门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2）泉州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3）莆田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4）漳州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5）三明市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6.6.4 民宿行业发展前景  6.7 其他省市民宿行业发展分析  6.7.1 海南民宿产业发展分析  6.7.2 安

徽民宿产业发展规范  6.7.3 湖南特色民宿发展分析  6.7.4 上饶民宿经济发展机遇     第7章：中国

民宿行业重点企业分析  7.1 Airbnb  7.1.1 企业发展概况  7.1.2 Airbnb发展现状  7.1.3 Airbnb商业模

式  7.1.4 Airbnb融资分析  7.1.5 Airbnb发展动态  7.1.6 中国市场分析  7.2 途家网  7.2.1 企业发展概

况  7.2.2 企业经营分析  7.2.3 商业模式分析  7.2.4 合作模式分析  7.2.5 企业发展动态  7.3 住百家 

7.3.1 住百家简介  7.3.2 企业财务状况  （1）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2）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

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7.3.3 商业模式分析  7.3.4 企业发展动态分析  7.4 乌

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7.4.1 企业发展概况  7.4.2 企业发展情况  7.4.3 企业发展动态  7.4.4 乌镇景

区民宿  7.5 其他企业分析  7.5.1 小猪  （1）小猪简介  （2）企业经营分析  （3）商业模式分析  

（4）企业发展动态分析  7.5.2 大鱼自助游  （1）大鱼自助游简介  （2）企业经营分析  （3）发

展模式分析  （4）企业发展动态分析  7.5.3 自在客  （1）自在客简介  （2）企业经营分析  （3

）发展模式分析  （4）企业发展动态分析     第8章：民宿行业前景预测与投资建议  8.1 民宿行

业发展趋势与前景预测  8.1.1 行业发展因素分析  （1）政策驱动  （2）慢生活方式的回归  （3

）消费升级  （4）住宿的多样化需求  8.1.2 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1）产品发展趋势  （2）竞争

趋势分析  （3）市场趋势分析  8.1.3 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8.2 民宿行业投资现状与风险分析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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