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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村落民宿空间设计是艺术设计专业实现知识生产与转化的实践，通过对村落民宿空间设计促进乡村振兴。

研究以城镇化视角下的村落民宿空间设计为主题，对城镇化背景下的村落民宿发展概况进行分析，揭示

了城镇化进程对村落民宿业的推动作用。在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研究如何在村落民宿空间设计中注重生

态保护、社会责任和经济可行性。提出基于城镇化的村落民宿空间设计策略，如利用城镇化带来的市场

机遇、保护当地文化和生态环境、参与当地社区发展等方面的建议，以促进村落民宿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 

城镇化，村落民宿，空间设计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Design of Rural  
Homesta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ization  

Lei Zhao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Art Management, Hu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South Korea  
 
Received: Apr. 15th, 2024; accepted: May 17th, 2024; published: Jun. 25th, 2024 

 
 

 
Abstract 
The spatial design of rural homestays is a practice for art and design professionals to realiz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the spatial de-
sign of rural homestay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theme of rural homestay spatial design un-
der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ization,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rural homestay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and revealing the driving rol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homestay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study expl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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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emphasize ecological protecti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conomic feasibility in the spa-
tial design of rural homestays. It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rural homestay spatial design based on 
urbanization, such as leveraging market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urbanization, protecting local 
culture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articipating in loc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to pro-
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homesta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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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沿 

城镇化背景下，村落民宿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住宿形式，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村落民宿是指

农村地区基于传统建筑或改造的民宿，提供给城市居民或游客短期居住的场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人们对于乡村的向往和渴望体验原生态生活的需求逐渐增加，这为村落民宿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村落民

宿的发展数量和规模呈逐年增长趋势[1]。越来越多的农村房屋被改造成民宿，成为吸引游客的目的地，

其经营方式和服务水平有了明显提升。民宿主人开始注重服务品质和体验感，通过提供优质的住宿环境、

丰富的农家体验和个性化的服务，吸引更多游客的到来。另外，政府在村落民宿发展中也发挥了积极作

用，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和措施，促进了村落民宿的良性发展。 
在城镇化背景下，村落民宿的发展对于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和提升农民收入具有积极的意义。通过

开展民宿业务，可以有效地利用农村闲置资源，促进了乡村旅游业的繁荣，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来源，改

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村落民宿也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休闲度假的新选择，满足了人们对于乡

村生活的向往和追求[2]。村落民宿的发展呈现出蓬勃的态势，成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

重要力量。 

2. 村落民宿空间设计 

2.1. 村落民宿空间设计原则 

村落民宿空间设计的原则涵盖了多个方面，以确保创造出令人舒适、愉悦且具有吸引力的居住环境。

村落民宿空间设计的原则包括融合自然环境、体现地域文化、灵活多样、舒适便利和可持续发展。这些

原则的贯彻将有助于提升民宿的品质和竞争力，吸引更多客人，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和乡村振兴。 
村落民宿应该与周围的自然环境相融合，充分利用自然光线、景观和气候条件。建筑的布局和设计

应该尊重自然地形和植被，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干扰，并提供与自然互动的空间。民宿空间设

计应该体现当地的地域文化和传统特色。通过采用当地的建筑风格、材料和装饰元素，以及融入当地民

俗文化和生活方式，使民宿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让客人能够体验到真实的当地生活。民宿空间设计需

要具有灵活性，以满足不同客人的需求和偏好。提供不同类型和规格的房间、公共空间和设施，包括单

人、双人、家庭房等多样选择，以及餐厅、休闲区、娱乐设施等多样化的服务，满足不同客人的居住体

验。民宿的空间设计应注重舒适性和便利性[3]。提供舒适的床铺、优质的家具和设施，以及充足的储物

空间和便利的生活设施，为客人营造出宾至如归的感觉。在空间设计过程中，应考虑到可持续发展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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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采用环保、节能的建筑材料和技术，设计并利用可再生能源设施，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实现

民宿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期经营。 

2.2. 村落民宿空间设计特点 

村落民宿空间设计的特点包括地域特色、个性化体验、自然环境融合、传统与现代结合以及亲近自

然和农村生活等，这些特点共同为村落民宿打造出独具魅力的居住体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旅行

者。 
村落民宿的空间设计通常反映了当地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传统。建筑风格、装饰元素、家具摆设等都

可能融入当地的民俗文化，展现出独特的地域特征，使客人能够深入体验当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底蕴。

村落民宿空间设计通常具有个性化和独特性，与传统的标准化酒店有所不同。每家民宿可能都有其独特

的风格和氛围，提供给客人更加个性化的住宿体验，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和舒适。村落民宿通常位于

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其空间设计会尽可能地融合周围的自然景观。大面积的窗户、宽敞的露台或花园

等设计元素会使客人能够与自然亲近，享受到清新的空气和迷人的景色。村落民宿空间设计常常融合了

传统与现代的元素，以创造出兼具历史韵味和现代舒适的居住环境。传统的建筑结构和装饰风格可能会

与现代的家具设备和便利设施相结合，使客人在享受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便利。

村落民宿的空间设计常常注重营造出亲近自然和农村生活的氛围。这可能包括宽敞的农田、果园或花园

景观、户外座椅和篝火区等，使客人能够在轻松的环境中感受到乡村的宁静和生机。 

3. 村落民宿空间设计与城镇化的关系 

村落民宿空间设计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两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

断推进，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于乡村的关注和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直接影响

了村落民宿的发展与空间设计。 

3.1. 城镇化进程促进了乡村旅游和乡村民宿业的兴起 

随着城市人口对于休闲度假、乡村体验的需求增加，村落民宿作为提供独特体验的住宿形式，受到

了越来越多城市居民的青睐。这种需求的增加，直接推动了乡村民宿业的发展，也为村落民宿的空间设

计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城镇化进程促进了乡村旅游和民宿业的兴起，主要是因为城市居民对乡村休

闲的需求增加、消费能力提升、基础设施改善以及政策扶持等因素的综合作用[4]。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

乡村旅游和民宿业的发展，使之成为了当前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 
1) 增加了城市居民对乡村休闲的需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居民的生活节奏加快、生活压

力增加，导致了一种对乡村休闲度假和自然环境的向往和渴望。他们渴望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一处宁

静的乡村环境来放松心情、享受慢生活。2) 提升了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旅游意愿：随着城镇化进程，

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普遍提高，消费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更加注重个性化、品质化的消费体验。他们愿

意花费更多的钱去体验独特的乡村旅游和民宿住宿，而不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旅游景点和住宿方式。3) 
改善了交通和基础设施条件：随着城镇化进程，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交通更加便利，网络

覆盖也更广，这为城市居民到乡村旅游和居住提供了更多便利条件，降低了前往乡村的门槛。4) 政策扶

持和投资导向：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也积极推动乡村旅游和民宿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和

投资导向，鼓励农民发展乡村旅游和民宿业，这为乡村旅游和民宿业的兴起提供了政策和经济支持。 

3.2. 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城镇化促使人们对自然环境、乡村风情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向往与城市生活的压力和疲惫形成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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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推动了人们对于乡村生活和自然环境的重新认识和追求。村落民宿的空间设计正是迎合了这种需

求，通过营造亲近自然、舒适宜居的居住环境，满足了人们对于乡村生活的向往和憧憬[5]。 
随着城镇化进程，人们由于生活在城市中，社会交往更加多样化和频繁化。城市中人们更容易接触

到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群，这会改变他们的社交习惯和社会交往方式。相比之下，乡村的社会交往

往更加简单、直接，更多是基于亲情、邻里关系。在城市中，人们更容易接触到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

观，这会促使他们对于生活的态度和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化和开放。城市生活的竞争压力和生活节奏也会

使人们更加注重个人发展、自我实现和追求幸福感，相对而言，乡村的生活更注重传统、稳定和家庭。

随着城镇化进程，人们的消费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城市居民更注重品质和个性化的消费，追求独特的消

费体验和生活方式。而乡村居民在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上可能更加朴素和传统。城市生活的节奏通常更

加快速，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也更大。这使得人们更注重高效率、快速节奏的生活方式，对时间的利用更

加精准和紧张。相比之下，乡村生活节奏较慢，更注重休闲、放松和与自然的亲近。 
综上所述，城镇化进程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交往方式的改变、

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消费观念的变化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等方面。这种影响是城市和乡村之间文化差异

的体现，也是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迁的重要体现之一。 

3.3. 城镇化进程为村落民宿的空间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市场需求和商业机会 

城市人口对于乡村旅游的兴趣增加，人们对高品质、个性化的民宿住宿需求也在增加，这就为村落

民宿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和商业机会。民宿经营者在空间设计上更加注重与城市客户的需求相匹配，

提高了设计的创新性和差异化。 
城镇化进程下城市人口增加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人们更渴望逃离城市的喧嚣，寻求在乡村享受

宁静和放松的生活体验。这种对乡村生活的向往，促使了乡村旅游和民宿业的兴起，为村落民宿提供了

更多的客源需求。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消费观念也趋向于个性化和品质化。他们愿意花费更

多的钱去体验独特的乡村旅游和民宿住宿，这为村落民宿提供了更多市场需求和商业机会。乡村地区的

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交通更加便利，网络覆盖也更广，这为城市居民到乡村旅游和居住提供了更多便

利条件，提高了乡村旅游和民宿业的吸引力。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也积极推动乡村旅游和民宿业的发展，

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和投资导向，鼓励农民发展乡村旅游和民宿业。这为乡村旅游和民宿业的兴起

提供了政策和经济支持，也为村落民宿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6]。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

对于民宿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村落民宿可以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和自然资源，提供丰

富多彩的乡村体验服务，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拓展了服务领域，创造了更多商业机会。 
城镇化进程为村落民宿的空间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市场需求和商业机会，主要是因为增加了客源需求、

提高了消费水平、改善了交通和基础设施条件、政策扶持和投资导向以及拓展了服务领域等因素的综合

作用。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村落民宿业的发展，使之成为了当前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

业。 

4.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村落民宿空间设计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村落民宿空间设计旨在实现资源有效利用、环境友好、社会责任、健康与舒适、

文化传承和经济可行性的均衡发展，为人们提供具有可持续性的居住环境和文化体验。 

4.1. 资源有效利用 

在村落民宿空间设计中，资源有效利用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资源外，还应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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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和资源的浪费。可以通过使用可再生能源、采用节能设备和智能控制系统来降低能源

消耗，同时引入雨水收集系统、灰水回收系统等水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实现对水资源的有效利用[3]。此

外，设计还应考虑材料的可持续性和环保性，选择环保材料和绿色建筑技术，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损耗

和环境的破坏。通过这些措施，不仅可以降低民宿的运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还可以减少对环境的压

力，促进可持续发展。 

4.2. 环境友好 

环境友好是村落民宿空间设计中的重要考量指标，主要强调保护和恢复自然环境。除了选择环保材

料和技术外，还应注重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在设计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影响，避免对

周围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利影响。可以通过合理的景观规划和植被选择来营造生态友好的环境，

保护植被、水源和野生动物栖息地。同时，建立生态保护区和绿色景观带，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增加和生

态系统的健康发展[7]。通过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提升民宿的环境品质和吸引力，还能为当地社区和生态

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3.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在村落民宿空间设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尊重和支持当地社区和文化外，还应积极促

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例如与当地居民建立合作关系，

购买当地产品和服务，支持当地小型企业的发展。同时，提供培训和就业机会，让当地居民参与到民宿

的经营和管理中，增加他们的收入来源，改善生活条件。此外，还可以开展社区活动和文化交流，促进

社区凝聚力和文化传承，增强当地居民对民宿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通过这些社会责任的实践，民宿不仅

成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为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贡献。 

4.4. 健康与舒适 

健康与舒适是村落民宿空间设计的重要因素。为了提高居住环境的舒适度和健康性，设计师应充分

考虑到居住者的舒适感和健康需求[4]。首先，合理的空间布局和设计可以确保房间通风良好、采光充足，

避免房间局促拥挤的感觉，提升居住者的舒适度。其次，选择无毒环保的装饰材料和家具，减少室内空

气污染，保障居住者的健康和安全。例如，采用低 VOC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油漆和涂料，环保型地板

和家具等，有助于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减少对居住者的健康影响。此外，考虑到舒适性，还可以配置舒

适的家具和床品，提供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设施，为居住者提供良好的睡眠质量和休息体验。通过这些设

计手段，村落民宿可以营造出舒适、安全、健康的居住环境，让居住者在其中感受到家的温馨和舒适。 

4.5. 文化传承 

在村落民宿空间设计中，文化传承是至关重要。设计师应该尊重和传承当地的文化遗产和传统习俗，

以此为基础融入当地的建筑风格、装饰元素和民俗文化，体现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5]。通过空间设计和

装饰，可以展示当地的历史、民俗和生活方式，让客人能够深入了解和体验当地的文化魅力。例如，在

建筑风格上可以采用当地传统的民居建筑风格，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进行设计，展现出独特

的地域特色。在装饰元素上可以运用当地的传统工艺和艺术品，如手工编织品、木雕、织锦等，为空间

增添民族风情。此外，可以设置展示区域或文化体验区域，展示当地的传统手工艺品、民俗表演或美食

等，让客人有机会亲身体验和了解当地的文化传统。通过这些设计手段，不仅可以为客人提供丰富多彩

的文化体验，还能促进当地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增强民宿的文化吸引力和竞争力。 

https://doi.org/10.12677/ulu.2024.122011


赵磊 
 

 

DOI: 10.12677/ulu.2024.122011 91 城镇化与集约用地 
 

4.6. 经济可行性 

经济可行性在村落民宿空间设计中是设计师要综合考虑的经济成本和商业运营的可行性，以保证民

宿业的长期稳定运营。首先，需要进行合理的投资规划和成本控制，确保在保持空间设计品质的同时，

不会造成不必要的经济负担。此外，应该根据市场需求和客户需求，灵活调整设计方案，确保民宿能够

吸引更多的客人，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获益[6]。可以通过市场调研和客户反馈等手段，不断

优化空间设计，提升民宿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同时，可以考虑引入创新的经营模式和增值服务，如提

供特色活动、定制化服务等，为客人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多样化的体验，增加民宿的附加值和盈利空间。

另外，还可以与当地政府、企业和社区合作，共同开展项目投资和运营，分担风险和成本，实现资源共

享和互利共赢。通过综合考虑经济因素和市场需求，空间设计能够确保民宿业的经济可行性，为长期稳

定的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5. 基于城镇化的村落民宿空间设计策略 

基于城镇化的村落民宿空间设计策略应以满足城市居民对乡村休闲度假的需求为出发点，结合城市

化进程对村落旅游业的促进作用，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目标。 
首先，应充分利用城镇化带来的客源优势，根据城市居民的喜好和需求，设计具有吸引力的空间。

这包括提供宽敞明亮、舒适温馨的客房和公共空间，以及配备现代化设施和设备，满足城市客人对舒适

度和便利性的需求。其次，应充分挖掘村落的文化和历史资源，融入当地的建筑风格、民俗文化和自然

景观，打造具有独特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民宿。通过空间设计和装饰，展示村落的历史、传统和生活

方式，为客人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另外，应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选择环保材料和技术，

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在设计中考虑生态系统的影响，保护和维护周围的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营

造生态友好的居住环境。同时，应积极参与当地社区的发展，与当地居民合作、培训和提供就业机会，

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与当地社区的合作，实现共赢发展，促进村落民宿业

的长期稳定运营。 
综上所述，基于城镇化的村落民宿空间设计策略应注重满足城市客人的需求，充分挖掘村落的文化

资源，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积极参与当地社区发展，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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