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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住宿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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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相关性分析与回归分析方法，测度了２０１８年我国３４个主要城市共享住宿发展对当地 经 济 发

展水平、旅游业发展、城市活力以及 营 商 环 境 的 影 响。结 果 表 明：一 个 城 市 共 享 住 宿 的 房 源 量、间 夜 量、活

跃用户数以及总体发展水平，对当地经济总量、旅游业收入、城市活力以及营商环境都有正向促进作用；发

展共享住宿有利于带动当地 旅 游 业 发 展，提 高 城 市 经 济 总 量；发 展 共 享 住 宿 有 利 于 提 升 城 市 的 人 口 吸 引

力，增加城市活力；发展共享住宿也有助于优化城市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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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共享住宿是指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整合共享

海量、分散的住宿资源，满足多样化住宿需求的经济

活动总和。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全域旅游、乡村旅游

的政策扶持力度不断加大，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持

续提升民宿用户的体验，公众对共享住宿的接受度

和消费意愿越来越高，２０１８年我国共享住宿行业继

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市场交易额从上年的１２０亿元

提高到１６５亿元，增 长 了３７．５％；房 客 数 达 到７９４５
万人，服 务 提 供 者 人 数 超 过４００万 人。２０１８年，主

要共 享 住 宿 平 台 房 源 量 约３５０万 个，较 上 年 增 长

１６．７％，覆盖国内近５００座城市；共享住宿房客在网

民中 的 占 比 为９．９％，较２０１５年 提 高８．４个 百 分

点，共享住宿支出占人均住宿支出的６．１％①。
一系列数据表明，共享住宿新业态已经成为经

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但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共享住

宿也存在产品服务质量良莠不齐、标准化水平偏低

和社区邻 里 关 系 矛 盾 突 出 等 问 题。从 现 有 文 献 来

看，大多数研究以定性研究或者消费者行为分析为

主，对共享住宿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定量分析偏

少。针对这一研究空白，本文对共享住宿发展水平

与一个城市经济总量、旅游业收入、城市活力以及营

商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定量测度，以期为当地城市制

定共享住宿新业态监管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２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共享住宿的研究大多从消费者行为、
产品定价以及行业发展与监管等角度展开。薛洁等

基于ＸＧＢｏｏｓｔ算法构建的多分类预测模型，分析了

Ａｉｒｂｎｂ爱彼迎平台上杭州市入住房客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入驻时间、访问量、评论数、价格、图片数、
浏览数、服务费、清洁费、回复率、房东好评率对用户

入住率高低的影响较为重要［２］。高翔威以ｋａｎｏ模

型为基础，从共享住宿的必备属性（房间卫生整洁等

基础必备服务）、一维属性（交通便利等附加服务）和
魅力属性（提供烹饪设备等个性化服务）三大维度出

发，探讨了共享住宿平台服务对于消费者满意度的

影响［３］。张延宇以２０１７年１月之前 美 国 洛 杉 矶 地

区Ａｉｒｂｎｂ爱彼迎平台上的数据为样本，研究用户预

订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该研究采用了文本分类技

术、情感分析法来探讨用户评论的情感倾向，并依此

建立研究模型，再通过多重线性回归分析对研究模

型进行验证，得出了用户评论特征、房主特征和房屋

的客观特征会对用户预订评价产生影响［４］。王春英

等基于小猪平台上１０个城市的房源数据，采用最小

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法来分析在线短租平台供给端

房源的定价影响因素，发现房屋的定价受到房源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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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 理 位 置、房 源 预 订 情 况 及 消 费 者 评 论 的 影

响［５］。Ｗａｎｇ以Ａｉｒｂｎｂ爱彼迎平台上３３个城市的

房源为研究样本，研究了共享住宿的价格决定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拥有更多房源并进行实名认证的超级

房东，其出租的房源一般能够收取更高的价格［６］。
从行业发展及其监管角度分析共享住宿发展是

当前研究热点之一。朱月双重点研究了乡村旅游民

宿业，指出乡村民宿存在质量欠缺、定价混乱、质价

不符、经营者素质不高、环境污染和缺乏地方特色等

问题［７］。刘奕等结合国外共享经济政策监 管 情 况，
根据我国共享经济发展政府政策限制、市场诚信体

系缺失和既得利益集团阻挠等问题，提出了相应政

策建议，指出 政 府 应 当 创 新 监 管 理 念、坚 持 底 线 思

维，鼓励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共享中的分享问题，积极

推进诚信体系建设，以促进共享经济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８］。刘为军提出，共享住宿业的安全风 险 广 泛

分布于监管端、平台端、房东端、房客端和社区端，并
对共享住宿监管的实然边界进行探讨，通过从国家

政策动向、地方监管模式等的梳理来指出现有监管

的不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共享住宿监管的

应然思路，需要更新监管理念，坚持审慎包容和差异

化管理，促进技术与制度深度融合，并为安全设置一

定冗余度［９］。王 雷 涛 重 点 研 究 了Ｃ２Ｃ模 式 的 共 享

住宿监管法律制度，指出我国共享住宿法律制度存

在着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民宿性质界定模糊、参与

主体的法律责任不明确、监管方式滞后于创新实践

以及自律监管较弱等问题，并通过与国外监管法律

制度的比较，提出了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分层次监

管法律体系、明确共享住宿经营主体法律地位、确立

多元化监管主体、从重事前监管转向采用激励型监

管与事中事后相配合的监管模式等建议，确保在共

享 住 宿 行 业 得 到 规 范 的 同 时，能 够 得 以 创 新 发

展［１０］。姚瑶认为 目 前 共 享 住 宿 的 行 业 规 制 存 在 概

念界定不准确、准入标准不统一、配套制度不衔接、
监管责任不明确和体制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应当通

过提升法律层级、完善配套制度以及成立行业协会

等路径完善 共 享 民 宿 的 制 度 规 制［１１］。崔 丁 毅 等 通

过比较分析中西方不同的旅游消费模式在共享民宿

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对共享民宿的发展前景进

行了展望［１２］。袁雪 雯 从 国 家 政 策、行 业 竞 争、经 营

理念和技术发展等方面分析了共享住宿行业发展的

驱动力，并对共享住宿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指出未

来行业将进 一 步 走 向 个 性 化、特 色 化、本 地 化 和 精

准化［１３］。
也有少数研究关注共享住宿对当地旅游业以及

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Ｚｅｖａｓ等重点探究了共享住

宿对美国德州 旅 游 业 的 影 响，调 查 结 果 显 示，Ａｉｒｂ－
ｎｂ市场规模每扩大１０％，当地传统酒店房间收益会

下降０．３７％［１４］。骆荧荧等以重要旅游 城 市 厦 门 市

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向厦门本地居民和游客进行问

卷调查来获取数据，调查了受访者对共享住宿的满

意度、因共享住宿而就业或失业的情况、因共享住宿

而延长旅游时间以及进行淡季旅游的意愿。结果显

示，共享住宿对于居民及城市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不仅可以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而且可以延

长游客逗留时间、增强淡季旅游意愿，从而促使当地

旅游业良 性 发 展。但 共 享 住 宿 也 仍 然 存 在 一 些 问

题，受访者对于共享住宿各要素满意程度均未达到

满意水平，主要原因包括服务不标准、社交安全隐患

突出等［１５］。
总体上看，目前关于共享住宿行业的研究以定

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不多，尤其是与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的相关研究偏少。针对这一研究空白，本文重

点分析了共享住宿发展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旅游

业发展、城市活力以及营商环境的关系。

３　数据与方法说明

本文以我国３４个主要城市（含直辖市、部分省

会城市与计划单列市）为研究对象，围绕共享住宿发

展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城市发展活力

以及城市营商环境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定量分析。

３．１　变量设计

本研究中涉及的自变量、因变量及其相应的指

标构成如图１所示。

注：带“＊”的指标为复合指标。

图１　本研究的变量及其指标构成

３．１．１　自变量

衡量共享住宿发展水平的相关指标，包括房源

量、间 夜 量、活 跃 用 户 数 和 共 享 住 宿 发 展 指 数。其

中，房源量是指该城市在共享住宿平台上登记的房

源ＩＤ总数。间夜量是指该城市共享住宿房源全年

入住总天数。活跃用户数是指入住该城市共享住宿

房源的用 户 人 数。共 享 住 宿 发 展 指 数 是 复 合 类 指

标，由９个 基 础 指 标 加 权 综 合 计 算 而 来，具 体 见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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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共享住宿发展指数构成

指标 单位 权重

城市房源数占全平台房源量的比重 ％ １／９
城市间夜量占全平台房源间夜量的比重 ％ １／９

城市共享住宿活跃用户数占全国活跃用户数的比重 ％ １／９
人均房源数 ％ １／９

共享住宿收入占旅游业收入比重 ％ １／９
共享住宿活跃用户数占每万人旅游人次的比重 ％ １／９

人均ＧＤＰ 元 １／９
城市旅游收入占ＧＤＰ比重 ％ １／９

移动互联网普及率 ％ １／９

　　共享住宿发展指数的计算步骤如下。
首先，采用效用值法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使不同计量单位、不同性质的指标值标准化，处理公

式为

ｙｉｊ ＝
ｘｉｊ－ｘｉｍｉｎ
ｘｉｍａｘ－ｘｉｍｉｎ×

１００。 （１）

式（１）中：ｉ表示指标；ｊ表示城市；ｘｉｊ 表示ｉ指

标ｊ城市的指标获取值；ｙｉｊ 表示ｉ指标ｊ城市的指

标效用值；ｘｉｍａｘ 为该指标的最大值；ｘｉｍｉｎ 表示该指

标的最小值。
其次，９个指标按等权重进行加权求和。
最后，将各维度指标值加总求和，转化成共享住

宿发展指数。

３．１．２　因变量

因变量主要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指标，
包括ＧＤＰ、旅游 收 入、城 市 活 力 以 及 营 商 环 境。其

中，城市活力和营商环境为复合类指标。

１）城市活力。
城市活力是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以

及城市旅游人次两个指标复合而成。
设城市常住 人 口 与 户 籍 人 口 之 比 为ｘ，常 住 人

口为ｐ，户籍人口为ｒ，旅游人次为ｔ，则：

ｘｉ＝
Ｐｉ
ｒｉ
（ｉ为城市）。

将ｘｉ 标准化为ｓｄｘｉ：

ｓｄｘｉ＝
ｘｉ－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ｘｍｉｎ×１００

。

其中，ｘｍｉｎ为ｘｉ 最小值，ｘｍａｘ为ｘｉ 最大值。旅游

人次标准化（ｓ）计算方法为：

ｓｄｔｉ＝
ｔｉ－ｔｍｉｎ
ｔｍａｘ－ｔｍｉｎ×１００

。

其中，ｔｍｉｎ为旅游人次最小值，ｔｍａｘ为旅游人次最

大值。
最后，得到城市活力ｄ：

ｄｉ＝ｓｄｘｉ×０．５＋ｓｄｔｉ×０．５。
２）营商环境。
营 商 环 境 的 数 据 来 自 管 理 世 界 杂 志 社 发 布 的

《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该评价体系由政府效率、
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公共服务、市场环境和创新环

境等六大类一级指标以及１７个二级指标构成［１］。

３．２　数据来源

本文重点研究了全国３４个重点城市的共享住

宿发展情况，包括４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

庆）、２５个省会城市（剔除拉萨、乌鲁木齐）以及５个

计划单列市（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和大连）。
本文使用的城市房源量、间夜量和活跃用户数

来源于小 猪 短 租、Ａｉｒｂｎｂ爱 彼 迎 和 途 家 网 三 家 企

业，主要城市ＧＤＰ、年 末 常 住 人 口、户 籍 人 口、旅 游

收入以及旅游人次来自２０１８年各城市国民经济与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统计年鉴。

３．３　计量方法

本文采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两种方法，研究

共享住宿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两组指标之间的

关系。一是通 过Ｐｅａｒｓｏｎ相 关 分 析，以 确 定 共 享 住

宿发展与城 市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之 间 变 化 趋 势 的 一 致

性。二是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定量测度共享住宿发

展水平对城市经济发展、旅游收入、城市活力以及营

商环境等的影响。

４　实证检验与分析

本文采用经济计量方法，对共享住宿发展与城

市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业发展、城市发展活力以及城

市营商环境之间的相关性和影响做了定量测度。

４．１　提升经济总量

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拥有更多

可共享的房源，居民对互联网、共享住宿等新兴事物

的接受度也更高，会吸引更多的人去居住和体验，共
享住宿发展水平也就越高。

从散点图上能够发现，共享住宿房源量、间夜量

和活跃用户数与城市ＧＤＰ总量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图２）。进一步相关分析表明，城市ＧＤＰ与房源量

相关系数值为０．８２５，存在高度相关性，与间夜量和

活跃用户数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相关系数值分别

为０．７５２和０．７４１，上 述 指 标 均 在１％水 平 上 显 著

（表２）。
从表３可以看出，共享住宿的总体规模目前非

常小，与其相关的 指 标（比 如 房 源 量、间 夜 量、活 跃

用户数和共享住 宿 发 展 指 数）对 城 市 ＧＤＰ的 影 响

也相对较小，但总 体 上 是 正 向 的 影 响。其 中，房 源

量、间 夜 量 和 活 跃 用 户 数 的 回 归 系 数 值 分 别 为

０．１８０、０．０２６和０．００８，均 在１％水 平 上 显 著。共

享住宿 发 展 指 数 的 回 归 系 数 值 为０．０２０，在１０％
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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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经济发展水平与共享住宿相关变量的散点图

表２　经济发展水平与共享住宿相关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ＧＤＰ 房源量 间夜量 活跃用户数 共享住宿发展指数

ＧＤＰ　 １．０００
房源量 ０．８２５＊＊＊ １．０００
间夜量 ０．７５２＊＊＊ ０．９４４＊＊＊ １．０００

活跃用户数 ０．７４１＊＊＊ ０．９４３＊＊＊ ０．９８３＊＊＊ １．０００
共享住宿发展指数 ０．３２９＊ ０．５２２＊＊＊ ０．４８９＊＊＊ ０．４９４＊＊＊ １．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下显著。

表３　共享住宿发展水平对城市ＧＤＰ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
ｂ／ｓｅ

模型２
ｂ／ｓｅ

模型３
ｂ／ｓｅ

模型４
ｂ／ｓｅ

房源量
０．１８０＊＊＊

（０．０２）

间夜量
０．０２６＊＊＊

（０．００）

活跃用户数
０．００８＊＊＊

（０．００）

共享住宿发展指数
０．０２０＊

（０．０１）

＿ｃｏｎｓ
０．３７０＊＊＊

（０．１１）
０．５２３＊＊＊

（０．１２）
０．４６０＊＊＊

（０．１３）
０．５８５＊＊

（０．２６）

Ｎ　 ３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ｐ＜０．１０，ｐ＜０．０５和ｐ＜０．０１。

　　共享住宿对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共享住宿对基础设施和硬件投

资的拉动作用。无论是新开发的民宿，还是已有房

屋的改造，共享住宿都会刺激房屋建设与改造、内外

装修设计、家居设施、智能设备和运营维护等投资，

同时还会一定程度上带动道路、绿化和给排水等公

共基础设施投资。二是，共享住宿对相关服务需求

的拉动作用。共享住宿新业态的发展带来了出行、
住宿、餐饮和管家等服务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同时

也带动当地特色旅游、文化体验等方面的消费。

４．２　促进旅游业发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带薪假期的增

加，旅游日益成为现代人类社会主要的生活方式和

社会经济活动之一，旅游业以其强劲的势头成为最

具活 力 的 经 济 部 门 之 一。国 家 旅 游 局 数 据 显 示，

２０１８年国内旅游人数５５．３９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

长１０．８％。入出 境 旅 游 总 人 数２．９１亿 人 次，同 比

增长７．８％。实现旅游总收入５．９７万亿元，同比增

长１０．５％。旅游 业 对 ＧＤＰ的 综 合 贡 献 为９．９４万

亿元，占ＧＤＰ总量的１１．０４％①。在旅游业中，２０１７
年住宿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为８．９％，高于ＧＤＰ增速

２个百分点②。共 享 住 宿 作 为 旅 游 住 宿 服 务 领 域 的

新生力量，对激发旅游新需求、创造旅游新供给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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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文化和旅游部，２０１８年旅游市场基本情况。

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７年全国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图３来看，共享住宿相关指标与旅游业发展

之间也存在明显的相关性。从相关性分析来看，房

源量、间夜量和活跃用户数与旅游收入的相关系数

分别为０．７４１、０．７１０和０．６７９，均 在１％水 平 上 显

著，说明上述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共享住

宿发展指数与旅游收入的相关系数为０．４３２，在５％
水平上显著，二者呈现低度相关性（表４）。

图３　旅游收入与共享住宿相关变量的散点图

表４　旅游收入与共享住宿相关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旅游收入 房源量 间夜量 活跃用户数 共享住宿发展指数

旅游收入 １．０００
房源量 ０．７４１＊＊＊ １．０００
间夜量 ０．７１０＊＊＊ ０．９４４＊＊＊ １．０００

活跃用户数 ０．６７９＊＊＊ ０．９４３＊＊＊ ０．９８３＊＊＊ １．０００
共享住宿发展指数 ０．４３２＊＊＊ ０．５２２＊＊＊ ０．４８９＊＊＊ ０．４９４＊＊＊ １．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下显著。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房源量、间夜量、活跃用户数

和共享住宿发展指数对旅游收入的影响均呈现显著

的促进作用。其中，房源量、间夜量和活跃用户数的

回归系数值分别为０．２７８、０．０４３和０．０１２，影响程度

依次递减，但均在１％水平上显著。共享住宿发展指

数的回归系数为０．０４４，并在５％水平上显著（表５）。
一般来讲，共享住宿发展与旅游业之间是互促

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旅游业的发展会刺激共享住

宿的市场需求，主要的旅游业目的地城市会有更多

游客，这对住宿的需求也会更旺盛，房源量、订单量

和用户数也会相应增加。另一方面，共享住宿也有

助于推动旅游业发展，既为旅游业提供了多元丰富

的民宿产品，提升旅游业接待和服务能力，也能够吸

引更多追求个性化体验的游客，激发和创造新的需

求，增加旅游收入。

表５　共享住宿发展水平对旅游业收入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５
ｂ／ｓｅ

模型６
ｂ／ｓｅ

模型７
ｂ／ｓｅ

模型８
ｂ／ｓｅ

房源量
０．２７８＊＊＊

（０．０４）

间夜量
０．０４３＊＊＊

（０．０１）

活跃用户数
０．０１２＊＊＊

（０．００）

共享住宿发展指数
０．０４４＊＊

（０．０２）

＿ｃｏｎｓ
０．８９４＊＊＊

（０．２３）
１．０８９＊＊＊

（０．２２）
１．０１４＊＊＊

（０．２５）
０．９０４＊＊

（０．４３）

Ｎ　 ３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ｐ＜０．１０，ｐ＜０．０５和ｐ＜０．０１。

　　随着大众旅游时代和旅游消费升级的到来，多

元化、多层次和个性化旅游消费需求日渐旺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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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品、丰富旅游业态和提升游客体验成为旅游

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以共享住宿为代表的一批

新型旅游产品呈现出全域化、信息化、旅居化和定制

化特点，海量的、多样化房源遍布于城市街头与乡间

村落的各个地方，不仅能够满足游客最基本的住宿

需求，也能够 吸 引 游 客 融 入 当 地 生 活、体 验 当 地 文

化，极大地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的向往。

４．３　提高城市活力

城市活力体现了一个城市中人口、资本、技术和

资源等要素的活跃性、开放性和包容性水平。其中，

人口要素作为城市构成与活动的最基本单元，其聚

集和流动性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活力的最为关键、
最有代表 性 的 指 标。考 虑 到 我 国 户 籍 制 度 的 特 殊

性，在反映城市聚集能力的时候，不仅仅要关注一个

城市的户籍 人 口 数，更 要 关 注 城 市 的 常 住 人 口 数。
同时，也要关注城市人口的流动状况，而城市的旅游

人次是反映人口流动的重要指标。基于上述考虑，
本文对城市活力的界定既考虑了常住人口、户籍人

口的情况，也考虑了城市旅游人次情况，综合衡量一

个城市的发展活力。

图４　城市活力与共享住宿相关变量的散点图

　　从图４来看，共享住宿相关指标与城市活力之

间存在一定 的 相 关 性。相 关 分 析 表 明（表６），城 市

活力与房源量、间夜量和活跃用户数之间存在低度

相关性，相关系数值分别为０．３３１、０．３４８和０．３０２，

分别在１０％、５％和１０％水平上显 著。城 市 活 力 与

共享住宿发展指数之间则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关

系数值为０．５３７，并在１％水平上显著。

表６　城市活力与共享住宿相关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城市活力 房源量 间夜量 活跃用户数 共享住宿发展指数

城市活力 １．０００
房源量 ０．３３１＊＊＊ １．０００
间夜量 ０．３４８＊＊＊ ０．９４４＊＊＊ １．０００

活跃用户数 ０．３０２＊＊＊ ０．９４３＊＊＊ ０．９８３＊＊＊ １．０００
发展指数 ０．５３７＊＊＊ ０．５２２＊＊＊ ０．４８９＊＊＊ ０．４９４＊＊＊ １．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下显著。

　　回 归 分 析 结 果 表 明，房 源 量、间 夜 量、活 跃 用

户 数 和 共 享 住 宿 发 展 指 数 对 城 市 活 力 的 影 响 均

是 正 向 的。其 中，房 源 量 的 回 归 系 数 值 为

１．５４６，在１０％水 平 上 显 著。间 夜 量 的 回 归 系 数

值 为０．２６２，在５％水 平 上 显 著。活 跃 用 户 数 的

回 归 系 数 值 为０．０６８，在１０％水 平 上 显 著。共 享

住 宿 发 展 指 数 的 回 归 系 数 值 为０．６８２，并 在１％
水 平 上 显 著（表７）。

当 前，我 国 城 市 之 间 的 竞 争 正 在 从 资 本 和 基

础 设 施 的 竞 争，更 多 的 转 向 对 人 的 竞 争，越 来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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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的 城 市 将 人 口 聚 集 能 力 视 为 城 市 竞 争 力 和 活

力 的 重 要 体 现。人 口 流 入 越 多，城 市 活 力 越 强。
人 口 流 失 越 多，对 城 市 活 力 的 损 伤 越 严 重。发 展

共 享 住 宿，促 进 了 本 地 居 民 与 外 来 人 口 的 互 动 交

流，提 高 了 城 市 的 包 容 性，也 提 升 了 城 市 对 人 口

的 吸 引 力。外 来 人 口 的 流 入 为 城 市 发 展 注 入 源

源 不 断 的 知 识、资 本 和 资 源 等 新 动 力，进 而 转 化

成 城 市 的 活 力 和 竞 争 力。

表７　共享住宿发展水平对城市活力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９
ｂ／ｓｅ

模型１０
ｂ／ｓｅ

模型１１
ｂ／ｓｅ

模型１２
ｂ／ｓｅ

房源量
１．５４６＊＊＊

（０．７８）

间夜量
０．２６２＊＊＊

（０．１２）

活跃用户数
０．０６８＊＊＊

（０．０４）

共享住宿发展指数
０．６８２＊＊

（０．１９）

＿ｃｏｎｓ
２１．４０４＊＊＊

（４．０３）
２２．０４５＊＊＊

（３．７０）
２２．０８７＊＊＊

（３．９９）
１１．４２８＊＊

（５．０３）

Ｎ　 ３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ｐ＜０．１０，ｐ＜０．０５和ｐ＜０．０１。

４．４　改善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指企业遵循开办、经营、贸易、纳税、
关闭及执行合约等相关方面的政策法规，所需要的

时间和成本等综合性因素。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

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

经济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世界银行的报告表明，
良好 的 营 商 环 境 会 使 投 资 率 提 升０．３个 百 分 点，

ＧＤＰ增长率提 升０．３６个 百 分 点①。中 国 共 产 党 第

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优化营商环境，为打造国际化、法治化和便利化的营

商环境，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各地区、各城

市也纷纷出台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新业

态发展的好坏与营商环境的优劣紧密相关。共享住

宿作为新业态的典型代表之一，其发展水平的高低

也是衡量一个城市营商环境的重要表征。
从图５来看，共享住宿相关指标与营商环境之

间存在 显 著 的 相 关 性。相 关 分 析 表 明，营 商 环 境

与房源量、间夜量 和 活 跃 用 户 数 之 间 显 著 相 关，相

关系数值分别为０．７９６、０．７２５和０．７０７，且 在１％
水平上显著。营商 环 境 与 共 享 住 宿 发 展 指 数 之 间

存在低 度 相 关 性，相 关 系 数 为０．３５８，在５％水 平

上显著（表８）。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９所示，共享住宿房源量、间

夜量以及活跃用户数对营商环境的影响是正向的，
回归系数值分别为３．２６３、０．４７９和０．１４０，在１％水

平上显著。共享住宿发展指数对营商环境也是正向

影响，回归系数值为０．３９８，在５％水平上显著。

图５　营商环境与共享住宿相关变量的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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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营商环境与共享住宿相关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营商环境 房源量 间夜量 活跃用户数 共享住宿发展指数

营商环境 １．０００
房源量 ０．７９６＊＊＊ １．０００
间夜量 ０．７２５＊＊＊ ０．９４４＊＊＊ １．０００

活跃用户数 ０．７０７＊＊＊ ０．９４３＊＊＊ ０．９８３＊＊＊ １．０００
共享住宿发展指数 ０．３５８＊＊＊ ０．５２２＊＊＊ ０．４８９＊＊＊ ０．４９４＊＊＊ １．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水平下显著。

表９　共享住宿发展水平对城市营商环境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１３
ｂ／ｓｅ

模型１４
ｂ／ｓｅ

模型１５
ｂ／ｓｅ

模型１６
ｂ／ｓｅ

房源量
３．２６３＊＊＊

（０．４４）

间夜量
０．４７９＊＊＊

（０．０８）

活跃用户数
０．１４０＊＊＊

（０．０２）

共享住宿发展指数
０．３９８＊＊

（０．１８）

＿ｃｏｎｓ
１３．５４２＊＊＊

（２．２７）
１６．３１７＊＊＊

（２．３８）
１５．２７９＊＊＊

（２．６０）
１６．３７９＊＊＊

（４．８８）

Ｎ　 ３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３４．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ｐ＜０．１０，ｐ＜０．０５和ｐ＜０．０１。

　　实践中看，共享住宿发展涉及到城市管理中公

安、消防、工商、税务、住建、旅游和社区等部门、多种

许可，其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城市营

商环境的优劣。共享住宿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意味

着市场准入门槛低、行政审批程序简明、效率高，“放
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反映了这个城市对新业态的支

持与包容。同时，共享住宿领域所进行的监管创新

探索，也对城市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社会治理提供

了重要借鉴，有助于推动整个城市营商环境的优化。

５　讨论

共享住宿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

关 注，有 关 部 门 出 台 了 相 关 法 规 与 引 导 性 政 策。

２０１７年国家旅游局出台了《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

价》，对于民宿的评价原则、基本要求、管理规范和等

级划分进行了界定。在地方层面，北京、上海、广东、
浙江和四川等地区以及成都、西安、深圳和南京等城

市都出台了与共享住宿相关的管理办法。
通过对相关政策的梳理分析，本文发现各地政

策导向大体分为三类：一是明确支持类，将共享民宿

视为推进全域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建立

专项资金、打破制度障碍，并为当地民宿经营者提供

相应的便利条件和一定的补助奖励，为行业发展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二是积极引导类，一些城市编制了

民宿行业长期发展规划，建立了有别于传统酒店服

务业的民宿行业标准，以民宿的分级管理为抓手，引
导行业良性发展；三是规范发展类，一些地区和城市

针对共享民宿行业暴露出的种种问题，对民宿的经

营用房、消防、治安、卫生、食品安全和环保等方面提

出了明确要求，实行较为严格的准入要求。
民宿管理具有典型的属地化特征，面对共享住

宿等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各地积极制定并出台相关

政策，有助于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从政策导向

和实施效果来看，当前市场监管仍然存在一定问题。
一是多头监管问题突出。目前共享住宿平台企

业和经营者的监管，涉及公安、消防、工商、税务、旅

游和街道办等部门。各地监管部门对共享住宿的认

识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地方将之定性为“黑旅馆”，交
由公安机关予以打击和查封，有的地方将之定性为

“短租房”，由地方住建部门授权社区，并参照传统的

房屋租赁业务相关办法进行管理。也有的地方将之

定性为“网约房”，并针对平台和房东的经营资质提

出过高要求。与多头监管并存的是，各部门往往独

立开展事前事中事后监管以及相关执法工作，缺乏

有效的协同联动机制，导致平台疲于应付。上述问

题对平台和房东的正常经营和运营成本都带来了较

大影响。
二是市场准入要求未能充分反应新业态特征。

实践中，一些地方管理部门参照旅馆业或者房屋租

赁业等管理办法，要求房东申请旅馆业特种行业许

可证、营业执照、消防验收报告书和卫生许可证等资

质材料，并要求按照酒店旅馆业标准配备专职的保

安、接待和客服人员等，这些要求与共享住宿个人和

家庭化经营方式以及分散的城市公寓式房源特点不

相符合。还 有 一 些 地 方 沿 用 线 下 的 属 地 化 管 理 思

路，要求平台企业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并进行注册

登记，否则以违法经营为由予以禁止和处罚。这种

属地化的管理规定，既与平台企业“一点运营、服务

全国”的网络化特点相冲突，也导致企业合规与运营

成本大幅上升，严重制约了人们参与共享住宿新业

态活动的积极性，不利于行业的长期发展。
三是数据共享机制不畅。共享住宿涉及用户基

本信息、入住行为、居住地点和出行信息等多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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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无论是平台的经营活动，还是政府对平台的监

管活动都离不开数据的支撑。实践中看，政企之间

尚缺乏有效的数据共享机制，不仅造成企业经营成

本升高，也使得相关部门在平台监管过程中缺乏有

效的依据。一方面，平台企业普遍反映公共数据开

放力度不够，尤其是与个人信用相关的个人身份信

息、银行征信记录和电子犯罪记录等关键和权威信

息基本都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平台企业获取公共

数据的渠道少、成本高，导致企业在用户身份审核、
验证及交易环节面临较大困难。除了公共数据获取

难外，各部门公共数据的存储缺乏统一标准，数据格

式、口径混乱，增加了企业利用数据的成本。另一方

面，平台掌握着大量的经营活动数据和用户行为数

据，这些数据对政府监管与应急突发事件的处置必

不可少，需要在平台与政府之间建立有效的共享机

制。但由于多头管理的原因，与共享住宿相关的公

安、网安、工商、税务和旅游等部门和地方机构，都会

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平台提出不同的数据需求，无论

是数据名称、字段、单位、范围、频度和时间要求等方

面都缺乏统一标准，差别较大，使得平台企业不得不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应对有关部门的数据需要，不

仅给企业经营带来困扰，也加大了信息泄露的潜在

风险。
四是缺乏长效化监管机制。作为一种 新 业 态，

共享住宿尚处于发展初期，各地发展水平也不均衡，
在房源分布、基础设施、服务品质以及用户需求等方

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采取一刀切式、突击式和

运动式检查整改，显然不符合现实需要。从长期来

看，共享住宿可持续发展更加依赖于制度化、法治化

和长效化的协同监管机制。此外，个别城市在制定

共享住宿发展的相关政策过程中，也未能充分考虑

平台企业和相关利益方的意见，一定程度上存在闭

门造车的问题。这样的政策出台，难免在社会和公

众舆论中引起广泛争议。一旦付诸实施，将会严重

打击共享住宿新业态已经形成的良好发展势头。

６　结语

本文研究了城市的共享住宿发展水平对当地经

济发展、旅游 业 发 展、城 市 活 力 以 及 营 商 环 境 的 影

响，实证分析表明，发展共享住宿有助于提升一个城

市的经济总量，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提高城市活力

以及改善城市营商环境。
本文认为，与传统酒店业相比，共享住宿的房源

区域分布高度分散、类型多样且差异大，服务个性化

和多样化特征突出，提供服务的房东以个人和家庭

为主，上述特征决定了共享住宿的监管不能直接沿

用传统酒店宾馆业的监管方式。但是，从共享住宿

监管的实践来看，有些城市在政策制定中能够坚持

“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大原则，体现以激发行业和

市场创新活力为目标的政策和监管导向。但也有些

城市与之相反，在政策制定理念中，直接套用传统酒

店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模式，全然不顾共享住宿新业

态的发展特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能兼听则明，
积极听取平台和相关利益方的意见，一定程度上存

在闭门造车的问题。显然，这样的政策一旦出台难

免会在社会和公众舆论中引起广泛争议。
总得 来 说，在 全 面 深 化 体 制 机 制 改 革 和“放 管

服”改革的大背景下，任何一项涉及新业态发展的政

策制定，都应当贯彻包容审慎的创新精神。未来，共
享住宿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各地应该给予新业态成

长的空间，有关部门要进行公平公正监管，引导新业

态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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