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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污染物，通过建立综合处理厂，并积极推广清洁生
产、绿色生产、低碳循环经济，以此减少工业污染物的
排放量。

第三，打造健康养生村镇和生态文明特色村镇。遵
循“以人为本”理念，营造绿色生活空间，重点防治扬
尘、汽车尾气、噪声、垃圾等环境污染类型，并通过建
筑设计减少能源与资源的消耗，创造健康养生的村镇风
气、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从农业经济体系、居住环
境体系、能源工程建设、经济提升、文化教育等方面进
行生态文明示范村建设。加快农村危房改造，完善农村
公路设施，倡导绿色消费，通过建立农田林网、村庄道
路、水体沿岸、古镇村落等绿化项目，建设美丽乡村。
在此过程中需要保护村庄周围风景林、公益林，并扩大
村庄绿地面积，以改善农村森林生态环境[5]。

2.4  加强乡村文化阵地建设，大力发展民族特色文
化、创意文化

融安县有丰富、宝贵的文化资源，乡村文化阵地
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将乡村文化阵地
建设和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有效结合，以实现文化和
环境统一。一是建设乡村文化活动场所、一级文化活动
中心、文化活动舞台、文化大院，以此为载体组建农家
书屋、农家田舍文化馆等，形成“村村有文化活动”的
局面，促进生态文明和文化活动一体化发展。在此基础
上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提升精神层次，更好地挖掘生
态文明建设内涵，提高民风民俗。二是融安县拥有宝贵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特色文化产品，在发展乡村经
济、建设乡村文化的过程中应加强特色文化的保护和发
展，使村民们在趣味性、大众化的文化活动中陶冶情
操，提升审美能力，最终提高乡村整体社会形象和影
响力。三是发展创意文化产业，将文化产品和农业、

自然环境等进行综合，以打造出创意性、情感体验性
的文化。

3  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注重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的角度加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
农村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社会发展、精神文明建
设的第一步，因此需要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效益。
生态效益方面，可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
失，提升农村形象，改善城乡环境质量，可使各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环境质量达到保护标准
要求，城镇及农村污水处理率显著提高，固体废弃物得
到合理处置。经济效益方面，生态文明建设可加快推动
区域经济的增长发展、形成生态经济模式、节约和合理
利用各项资源，提高各种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并发展
生态农业，使融安县的农业资源优势突显。为农村产
业化发展创造好的投资环境，使得雄厚的财力致力于
城乡服务功能建设，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实现城乡
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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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野下的民宿设计策略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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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乡村旅游的发展，而民宿项目作为乡村旅游的载体尤为重要。本文阐述了民宿的定义、类型及
特点，并以广西文化和旅游厅2021年下半年公布的四星级以上民宿项目为案例，分析乡村旅游背景下的民宿设计策略，提出民宿
规划与环境设计、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开发有特色的衍生文创商品、善用互联网媒体传播提升影响力等措施，为其他民宿或农
家乐项目提供设计策划思路参考，助力乡村振兴，谱写乡村旅游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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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2021年底提供的
最新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自治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约3.22亿人次，占全自治区接待游客量的48.1%，其
中乡村旅游消费约2312.89亿元，占全区旅游总消费的
29.9%，乡村旅游已成为人们节假日选择的悠闲度假方
式。其优势在于发挥乡村自然风光、建筑以及文化等资
源的价值，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增加经济收入、提升
当地经济动力，是广西文化旅游产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民宿项目作为乡村旅游的载体，不仅是提
供住宿的场所，也体现一种文化理念、一种体验生活的
方式，在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对民宿项目的设计策略趋势进行分析研究对推动
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  民宿的定义、类型及特点
1.1  民宿的定义及起源
民宿，指利用当地居民的闲置资源，为游客提供体

验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在
使用程序和基地条件上，介于家庭住宅与宾馆之间的建
筑形式，并结合当地人文自然景观、生态环境提供旅客
体验乡野生活之住所。

关 于 世 界 各 国 民 宿 的 起 源 有 多 种 说 法 。 有 的 观
点认为起源于日本，发源地为伊豆半岛与白马山麓，
借助当地的自然景观和独特的温泉资源吸引了广大旅
游者，为此日本是世界上民宿起源较早且发展较为完
善的国家。中文“民宿”一词就来源于日本和式民宅
“Minshuku”。有的观点则认为民宿起源于20世纪60
年代的欧洲英国西南部和中部乡村地区，英国是最早
将农业与观光旅游结合的国家，政府规定业主在维持
农业历史遗产政策的同时也鼓励利用民用空闲房间为旅客

提供床铺和早餐，因此被称为b&b（bed&breakfast），这
是一种传统的英式民宿经营方式，主人在提供住宿和餐饮
的同时还会带游客体验田园生活，探索英国乡村的魅力。

中国的民宿最早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随着
阿里山、垦丁等地区的旅游开发，每逢节假日就有大量
的游客涌入，台湾民宿就此在垦丁国家公园地区发展起
来，起初只是因为景区的住宿服务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便有民众利用闲置住宅招揽接待游客，又因亲民而广受
好评。大陆的民宿发展较晚，起源于人们对体验乡野生
活的向往，其中以云南、四川省的发展较有代表性。各
地的民宿正因需求而快速发展，其迅速产生和发展离不
开旅行者们对旅宿空间的需求和对回归自然的渴望。

1.2  民宿的类型
从建筑设计角度来说，民宿因为多元化的地域文化

影响以及更大的自由设计空间，尚未有严格的风格和流
派划分，可以根据其开发的基础来源大致分为老房改造
民宿、艺术设计民宿、农家体验民宿和私人别墅风格民
宿4种类型[1]。而从民宿定制化的体验功能分类来说，主
要分类有以下4种：观光游憩型、农业参与型、民俗体
验型、健康保养型[2]。

观光游憩型民宿，利用天然的地理优势，以欣赏优
美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为主要体验，如云南大理洱海
的民宿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风光；农业参与型民宿，主
要依托村寨的农业园区，游客可以参与花卉或特色果林
的耕作活动，以及亲子自然科普、农作物采摘等活动；
民俗体验型，开发当地特有的少数民族节日体验活动，
如广西的打油茶、打糍粑、包粽子等，还有如蜡染、刺
绣、陶艺、木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工艺品制作活
动，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当地特色文化，陶冶艺术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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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民俗风情的魅力，实现民俗文化价值；健康保养
型，主要面向需要放松的人群和中老年群体，开发少数
民族医疗健康资源或中医药健康旅游项目，如药浴、药
膳、拔罐、艾灸等，打造集休闲娱乐与养生度假于一体
的独特体验。

1.3  民宿的特点
民宿是民居与酒店的结合体，即在民居原有的基础

之上，又具备酒店提供住宿与餐饮的功能。从功能上分
析，民宿与城市里的酒店是几乎相同的，主要提供住宿
与餐饮服务。区别在于，传统酒店追求经济效益，房型
与面积都有一定的标准，硬件配套设施齐全，提供标准
化的服务；民宿的个性化更加鲜明，不同的民宿有自身
独特之处：可能是峰林漓江畔的无边泳池，可能是热情
的服务与研学游活动，也可能是独到的美食文化等。

综上所述，民宿相比起传统酒店最显著的特点，一
是提供个性化与定制化的生活体验，给予客人家庭般的
温暖舒适，以及体验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新鲜感。二是更
加注重乡村环境的优美、强调地域文化特色，游客体验
活动策划倾向于当地民族传统活动，重视人文关怀，体现
当地风情，更契合消费者的社交需求和情感需求[2]。

2  乡村旅游背景下的民宿设计策略
2.1  民宿规划与环境设计
民宿的发展为乡村振兴与古建筑的保护改造带来新

的机遇，与城市酒店相比，民宿大多位于有自然风光条
件的山地部落、乡村、渔村、温泉区、人文景观区等，
美丽的自然风光或人文景观是民宿得天独厚的优势，
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设计民宿时，为让
游客有更别致独特的体验，不仅要考虑民宿本身的设计
风格，更要因地制宜，迎合周边的地理环境做出最优化的
设计方案，在空间设计上依据现有基础以及特点进行不同
的安排，使不同空间保持独立而又相互联系。（如图1）

图1  广西大明山东麓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木屋群

南宁市上林县下水源的精品民宿，充分利用了大明
山的自然景观资源，将民宿融入群山之中，透过房间的
大片落地窗饱览四季山色，将甘醇清甜、富有矿物质的
天然山泉引入民宿，在欣赏山水的同时享用一杯好茶，
给游客远离喧嚣的清净港湾。

广西归来·丘山里乡村旅游区中的“归来·恬野”民
宿，为上林县马槽庄村边溪流处的5栋独立木屋，其为
合理利用原有的生态环境，将溪水引入木屋群中环绕蜿
蜒而下（如图2）。木屋群设计别致，大到建筑材料，小
到室内用品均为实木，处处体现追求自然的生活情调。

图2  天然溪水引入木屋群中环绕蜿蜒而下

山间民宿在建筑设计的思路上，既保留了传统民
宅朴素的田园风格，又大胆融入简约而强调线条的现代
感装饰，加以灯光和绿植的点缀，潺潺溪水绕着吊脚小
木屋边流过，在海拔高的地方搭建景观台和无边泳池，
被丛林环绕的独立小型露台错落有致，让户外空间的设
计既开放又有一定私密性，让客人在享用咖啡的同时呼
吸新鲜空气，欣赏室外美景，获得视觉与味觉的美妙共
鸣。这样的设计与创新体现了当地人热爱生活、钟情于
传统文化，又善于观察和设计，将传统与现代化公共设
施完美结合的理念。

近年来，广西重视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推进美丽广
西乡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使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实
现山清水秀生态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愿景。

2.2  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地域文化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生活

中创造出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是各族各地人民不同的意
识形态、生活习俗、时代特征、文化智慧的结晶。

地域文化在民宿设计的体现上主要有物质文化和
非物质文化两个层面。物质文化主要体现于建筑地域文

化，不同地区有不一样的建筑设计风格和建材使用的习
惯；非物质文化则多表现于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生活
习惯、艺术创作方面[3]。

突出地方特色、强化地域性文化是民宿特色化的重
要方向之一，这是民宿设计区别于城市精品酒店的主要
特征，也是民宿设计体验策划过程的一个重要原则，对
周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活动进行开发，设计有特色的情
景体验策划。例如广西有长寿之乡的美誉，也有养生的
传统文化，“归来·丘山里”民宿项目在结合“养生上
林”主题上，秉承“耕以养生、读以明道、归隐而居、
回归本心”的理念，坚持“耕读研学+山地康养”两个
方向，初步开发了户外自然体验、青少年传统文化冬夏
令营、亲子成长营、丛林拓展等体验活动，打造冥想静
修、森林康养、山居度假模式，并开展少数民族乡村特
色手作美食等活动。

2.3  开发有特色的衍生文创商品
相比起传统酒店，民宿的活动更注重主客人之间的

交流和活动。城市人群疲于都市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在
田园生活里细品好茶好水更能让人心境平和。当人们结
束休假离开民宿时，大多会选择纪念品、土特产当作留
念或送礼，为此产生了衍生商品的需求。由于民宿的经
营者大多是本地的村民，既缺乏设计思维也缺乏营销意
识，土特产往往是无包装设计的农作物不利于打造乡村
旅游品牌。因此，需要请专业人士对衍生商品进行开发
和包装，打造成乡村旅游的名片。可以借助于比赛平台
集思广益，如每年开展特色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赛、文
化旅游创意设计大赛等，品牌既得到推广，且设计的选
择类型又更为广泛。

在产品的选择上应优选本地特有的优势产品，且重
量和体积都不宜过大，在包装上应有统一的视觉识别符
号。食品例如本地的茶叶、酒酿，还可结合非物质文化
遗产，传统定制独一无二的手工艺品。 

2.4  善用互联网媒体传播提升影响力
随着“互联网+”的线上资源快速发展，线上平台

可实现“云旅游”、虚拟现实技术的环境展示、客房预
定、商务活动洽谈、在线支付、服务评价等各个环节。
媒体推广的力量在旅游行业越发重要，在各大旅游服务
平台与短视频、直播平台、社交平台投放民宿宣传必不
可少，唯有重视引流才能获得更多关注度。

利用网络资源和宣传视频对项目进行强化，借助名

人效应转化为文化旅游推广的能量吸引游客，多渠道提
升项目知名度和美誉度。2021年11月，广西文化旅游宣传
片《遇见“心”的广西》发布后即形成“刷屏”效应，播
放量达2000万次，相关微博话题阅读量2亿余次，宣传效果
良好，让更多的人对广西的旅游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

对于乡村旅游而言，民宿的宣传经费相对有限，因
此需要在尽量降低宣传成本的同时扩大知名度。一是申
报广西年度星级旅游乡村，二是邀请专业摄影师摄制美
景参加主题摄影大赛，三是在旅游网站、小红书、公众
号等网络平台进行传播推广，四是策划社交平台打卡活
动等传播方式，五是邀请有一定影响力的主播为文创产
品直播带货等。这些都是利用网络媒体提升知名度的有
效途径。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政府在硬件建设与政策上的
大力支持，让乡村的环境因旅游规划获得明显的改善，
如今多条高速路已经通向县城，山路也被修缮成有护栏
的水泥机动车道。乡村民宿在经过整合资源和精心设计
之后，变成了恬静而悠闲、凸显地域性文化特色的乡村
旅游综合体，给村民们带来了更多的工作岗位与经济收
入，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3   结语
“十四五”时期是广西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全面

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奋力建设壮美
广西、共圆复兴梦想的关键时期。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
和宗教事务委员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民族特色村寨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工作，旨在
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广西民族特色
村寨保护与发展水平。这也意味着未来5年期间，管理部
门将在资金和扶持政策上更有力地推动乡村旅游品牌建
设，打造绿色生态广西，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村落整合
成乡村旅游工程，更多呈现地域文化特色的精品民宿也
将出现在游客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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