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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究基于巴渝民宿业态发展的乡村营造过程及机理,
 

在实地调研总结巴渝民宿建设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提

出优化路径.
 

研究发现:
 

①
 

巴渝民宿探索了“以房联营、
 

以地入股、
 

共建共享”的民宿发展模式,
 

理顺资金、
 

用地来

源、
 

利益分配及民宿产权等是其关键问题;
 

②
 

巴渝民宿发展通过乡村内外要素“输入、
 

新增、
 

留存、
 

整合”等方式,
 

活化乡村资源要素、
 

增添乡村发展活力,
 

推动乡村空间营造进程;
 

③
 

在乡村空间营造过程中,
 

房屋外观得以加固和

修缮,
 

内部设施由落后向现代转变,
 

空间功能由混杂模糊转向独立清晰,
 

乡村生活空间逐渐品质化;
 

耕地经流转整

合由零散变集聚,
 

畜牧养殖空间逐渐收缩至消失,
 

旅游服务空间配套化开发建设,
 

生产空间集约化;
 

聚落生态空间

经规划布局逐步规整有序,
 

生态空间景观化;
 

乡村生产-生活空间交互融合、
 

生产-生态空间兼容转化、
 

生活-生

态空间相互交织,
 

复合空间多样化;
 

④
 

巴渝民宿的建设发展在乡村空间重塑、
 

业态发展、
 

乡风文明传承等方面取得

了积极成效,
 

但同时还存在对本土文化挖掘深度不够、
 

后续发展资金不足、
 

规划的有效指导缺乏等问题.
 

未来应充

分考虑各主体空间需求,
 

统筹村庄国土空间规划与民宿发展规划,
 

提升乡村文化的可视性、
 

多元性与参与性,
 

拓宽

融资渠道,
 

促进乡村营造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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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
 

工业化的持续推进,
 

农村人口大量迁出,
 

村庄用地“内空外扩”,
 

乡村内生发展动力不

足、
 

部分聚落空间散乱与集中混乱并存等问题突出[1-2].
 

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
 

塑造乡村生产-生活

-生态新空间、
 

培养乡村乐产乐居新居民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由路径.
 

民宿作为具有激发乡村

资源要素活力的新型业态,
 

已成为乡村经济新热点、
 

乡村发展新引擎,
 

能够促进乡村更新与发展[3-5].
 

2016年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乡村旅游发展的意见”(渝府办发〔2016〕127号),
 

要求“支持各

地盘活空置农房、
 

闲置集体资产,
 

打造一批富有吸引力的特色民宿、
 

森林人家、
 

休闲农庄和农家乐集

群”.
 

2018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要“合理利用村庄特

色资源,
 

发展乡村旅游和特色产业,
 

形成特色资源保护与村庄发展的良性互促机制”.
 

2020年国家“十四

五”规划将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主要行动目标之一,
 

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深

化农村改革,
 

对村庄规划、
 

乡村风貌、
 

农村人居环境等提出了系列要求.
 

乡村民宿作为以农村闲置宅基

地为载体、
 

以乡村旅游为依托的新业态,
 

可充分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
 

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
 

助推乡村振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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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乡村营造的讨论集中于公共空间[7]、
 

绿地景观[8]、
 

社区营造[9-10]等方面,
 

具体表现为基于价

值取向、
 

角色认同等视角与理念进行案例区景观或空间现状的分析,
 

总结存在问题,
 

提出营造策略[11-12];
 

也有学者[13]从“人、
 

地、
 

村”三个维度对比分析中日乡村营造系统,
 

提出“人、
 

地、
 

村”三方维系的一体化机

制的乡村营造新模式.
 

国外研究侧重于“农村建设运动”,
 

如韩国的“新村运动”、
 

英国的“景观开发”以及日

本的“造村运动”等[14-16],
 

强调通过自上而下的协同推进、
 

机制创新、
 

政策制定等措施重振乡村活力.
 

总体

而言,
 

现有研究[17-18]主要以乡村建设为核心,
 

从建筑学或景观学学科视角探讨乡村环境、
 

空间规划及风貌,
 

内容侧重于现状归纳与策略总结,
 

而对乡村营造的具体内涵及营造过程研究不足.
 

随着脱贫攻坚目标完

成、
 

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
 

各项乡村建设行动相继启动,
 

有必要深化基于新业态视角的乡村营造研究.
本文以渝东北三峡库区及渝东南武陵山区已建设运营的9个民宿项目及其所在的城口兴田村、

 

彭水

樱桃井村等9个村落为案例点,
 

在充分调研和总结民宿建设发展模式的基础上,
 

重点探究巴渝民宿发展

中乡村空间的营造方式及过程,
 

旨在厘清巴渝民宿发展促进乡村营造的过程机理,
 

为建立以民宿为载

体,
 

新产业-新空间-新居民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激发乡村内生动力与发展水平螺旋式上升的长效机

制提供决策支持.

1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1 巴渝民宿与乡村营造的概念界定

1.1.1 民宿与巴渝民宿

民宿既是体验休闲与旅游住宿相结合的住宿方式,
 

也是一种旅游资源,
 

因不同地区民宿的发展历程

和发展形态不同,
 

其定义也不一致.
 

大多数国家用B&B来表示民宿,
 

也有一些国家称为“Homestay”
 

“Family
 

Inn”
 

“House
 

Hotel”等.
 

Clarke[19]认为,
 

民宿是能够体验旅游环境的住宿产品;
 

Dallen等[20]认为

民宿是建在乡村环境中的为游客提供住宿与餐饮服务的旅舍,
 

旅游者通过入住来了解当地的日常生活

与文化.
 

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新版“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评价”中,
 

将民宿定义为:
 

利用当地民居

等相关闲置资源,
 

经营客房不超过4层、
 

建筑面积不超过800
 

m2,
 

主人参与接待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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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民宿行业发展日盛,
 

民宿的分类与运营模式、
 

相关利

益主体及利益分配、
 

空间分布特征、
 

住宿体验等日益成为研究热点[21-24].
 

随着近年来乡村旅游的快速发

展,
 

土地利用转型[25]、
 

乡村重构[26]等理论日渐丰富,
 

民宿村落和集群的空间分异特征与空间重构效应

研究开始得到关注.
本文中的巴渝民宿特指由重庆市巴渝民宿集团有限公司注资主导建设和经营管理的乡村民宿,

 

除具备

上述民宿的特点外,
 

该类乡村民宿以激活农村资源要素、
 

带动农户脱贫增收为阶段性目标,
 

结合避暑海拔

高程、
 

民族及民俗文化特色及村庄优质旅游资源等特点,
 

通过政府、
 

企业、
 

农户及村集体等多主体参与,
 

采

用“以房联营、
 

以地入股、
 

共建共享”模式,
 

以促进乡村营造、
 

实现乡村振兴为长远目标的特色乡村民宿.
1.1.2 乡村营造

对“乡村营造”学界目前并无明确定义.
 

“营造”原指“建造、
 

构造”,
 

通常与建筑及器械制作相关,
 

字面

意义上有“行动”“造作”的含义,
 

其不是简单的建造或设计,
 

而是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与共同参与的一个复杂

系统工程[27].
 

“乡村营造”以乡村景观为对象,
 

以乡村居民为参与主体,
 

从“人、
 

文、
 

地、
 

景、
 

产”五个维度切

入[28],
 

挖掘乡村的生态、
 

审美与文化价值,
 

让乡村在新一轮的改造中收获自身文化与经济价值,
 

依托对环

境、
 

产业、
 

文化等的改善,
 

满足村民物质与非物质需求.
 

我国的乡村营造系统主要由政府部门主导、
 

村民主

体参与、
 

承建团体支持,
 

三方参与的模式决定乡村营造系统是自上而下的线性链接式的结构形式,
 

具有较

强的导向性[13].
 

“乡村营造”虽无确切的概念界定,
 

但总体来说,
 

在阐释乡村营造的内涵时都涉及参与主

体、
 

改造途径、
 

改造结果这些关键要素环节.
 

近年来,
 

“乡村营造”一词也被写入国家的政策文件,
 

如2019
年5月9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中
指出“运用城市设计、

 

乡村营造、
 

大数据等手段,
 

改进规划方法,
 

提高规划编制水平”;
 

2020年4月30日,
 

“中共重庆市委、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重庆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做好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的意见”(渝
委发〔2020〕12号)中将“乡村营造”解释为:

 

“引导和控制乡村空间环境和风貌特色,
 

尽可能多地保留乡村原

有地貌、
 

自然地形等,
 

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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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乡村营造”的概念界定为:
 

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下,
 

通过对乡村地域系统的整体或部分进行

保护、
 

挖掘、
 

改造等途径,
 

塑造乡村空间,
 

改善乡村风貌、
 

提高村民生活品质的建设发展活动.
 

其中,
 

乡村

空间结构优化是目标,
 

体现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的有序组合,
 

使其既能体现区域主体功能导

向,
 

又能满足新时代居民对各类空间的需求;
 

参与主体是核心,
 

既包括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的村民及村集体

经济组织,
 

也包含系统外主体如政府、
 

企业等;
 

改造方式和途径是关键,
 

体现为参与主体建设乡村的具体

方案与实践.
1.2 民宿建设发展中的乡村营造过程及机理

1.2.1 民宿业态发展中的乡村“三生空间”营造过程

景观空间是展现乡村风貌的主要构成要素和展现乡村意象的有效窗口,
 

乡村营造的重点即为乡村景观

空间的营造.
 

乡村民宿建设就是乡村营造的过程,
 

民宿发展推动乡村聚落“三生”空间重构优化.
 

民宿建设

之前的边远山村,
 

其社会经济发展缓慢,
 

传统农耕文明指导下的乡村生活空间杂乱破旧,
 

基础设施与公共

服务设施缺乏;
 

生产空间以传统的小农种植和养殖空间为主,
 

处于无序扩张状态;
 

生态空间较为散乱,
 

富

有野性.
 

受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影响,
 

人口流失导致房屋破败、
 

土地闲置以及文化传统丧失,
 

空间无序化问

题日益突出.
 

民宿的建设和发展使聚落空间发生明显改变,
 

生活空间由血缘聚集向业缘聚集转变,
 

生产空

间由农业生产功能向旅游服务功能转变,
 

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有序斑块化发展.
 

乡村聚落由封

闭走向开放,
 

村落内部与外部不断进行物质、
 

信息和能量交换,
 

逐渐出现复合空间.
 

生产-生活空间逐渐

融合,
 

生产-生态空间相互转化,
 

生活-生态空间相互交织.
 

当地居民和游客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
 

村落

系统内部的空间逐渐扩展融合,
 

形成结构相对复杂、
 

空间逐渐有序的新型乡村民宿聚落.
 

整体上,
 

乡村民

宿产业发展推动了乡村“三生”空间营造和协同演化,
 

促进了乡村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图1)

图1 民宿建设发展的乡村营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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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民宿业态发展中的乡村营造机理

随着城镇居民对乡村空间消费需求的增加和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农村闲置宅基地等资源日

益受到重视,
 

在依托乡村良好的自然生态条件及人文资源优势的前提下,
 

特色风情小镇、
 

传统古村落、
 

田园综合体及乡村民宿等乡村发展模式相继涌现,
 

促进了乡村营造与现代化发展.
 

有的地方因民宿建设

而旅游生,
 

有的地方因发展旅游而民宿兴,
 

但无论哪种情况,
 

民宿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
 

民宿与乡村营

造相伴而生.
民宿发展耦合了乡村经济社会与空间的变革,

 

核心行动者的推动作用能够实现乡村物质景观与社会的

转变与重构,
 

优化提升乡村内部结构和功能,
 

实现城乡协调与互补[29-31],
 

内部条件与外部因素的双向驱动

及多元主体的干预是乡村聚落人地关系与地域功能转变、
 

乡村重构的重要原因[32].
 

在内外要素有机作用

下,
 

巴渝民宿模式逐渐形成,
 

推动乡村空间营造.
 

乡村营造与乡村重构目标愿景一致,
 

其区别在于乡村重

构的起点通常是非良性状态的乡村地域系统,
 

且侧重于重新架构与转变,
 

但乡村营造的起点并非一定是

“存在问题”的乡村,
 

而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下发生的建设发展活动,
 

其更强调主体参与下的建设途径与方

式.
 

在巴渝民宿模式的建设发展中通过乡村内外各要素“输入、
 

新增、
 

留存、
 

整合”形成品质化的生活空间、
 

集约化的生产空间、
 

景观化的生态空间以及多样化的复合空间(图2).

图2 巴渝民宿建设发展的乡村营造机理

2 巴渝民宿建设模式及乡村空间营造方式

2.1 巴渝民宿建设发展模式

巴渝民宿集团有限公司以带动农户脱贫增收、
 

激发农村资源资产要素活力、
 

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为阶段性目标,
 

通过开展民宿建设,
 

助推农村地区发展,
 

主要形成了“以房联营、
 

以地入股、
 

共建

共享”的发展模式(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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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巴渝民宿建设发展模式

模式名称 模式内涵 特   征 典型案例点

以房联营

农户原宅基地拆旧建新后的房

屋或农户易地搬迁后新建的房

屋与公司联营

联营房屋优先满足农户自住需求,
 

剩余房间用于民宿经营

用地来源:
 

农户宅基地

资金投入:
 

农户以政策补贴、
 

复垦资金、
 

旧宅补助等入股,
 

巴渝民宿集团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入股

利益分配:
 

民宿经营收入中农户与公司按照80%∶20%
分红

民宿产权:
 

农户与巴渝民宿集团有限公司共享产权

彭水黄地峡

酉阳楠木湾

巫溪长红村等

以地入股
村集体以村内节余建设用地指标

折价入股参与到乡村民宿建设

新建民宿中无农户居住,
 

全部房间用于民宿经营

用地来源:
 

农户宅基地+节余建设用地指标

资金投入:
 

集体土地折价入股,
 

巴渝民宿集团有限公司单

独出资或与其他平台公司组建子公司共同投入资金

利益分配:
 

村集体与公司按照所占股份分红

民宿产权:
 

产权归巴渝民宿集团有限公司或组建公司所有

开州杨柳池

石柱全家院子

巫溪华侨城

共建共享

民宿建设费用由多方共同承担

民宿经营收入由各方共享分成

民宿产权由投资入股方共享

融合前两种模式的多种特征,
 

除巴渝民宿单独出资建设的

民宿外,
 

各项目点都涉及此种混合了“以房联营”与“以地

入股”特征的模式

涉及各案例区

2.2 巴渝民宿建设发展中的乡村空间营造方式

2.2.1 城市资本与主体、
 

现代理念文化的输入

传统乡村建设活动主要由村民、
 

村集体两方参与,
 

相关事宜由村民之间、
 

村民与村集体间进行商讨.
 

巴渝民宿集团有限公司是政府、
 

村集体以及农户之间的关系连接点,
 

标志着乡村建设由两方主导向多方参

与转变.
 

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用地取得方面,
 

因相关用地及建设补贴政策由政府出台,
 

且农村土地集体所

有、
 

农民使用,
 

加之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推行,
 

巴渝民宿的营建聚拢多方主体,
 

集各方之长形成丰富

多元的主体参与体系.
 

此外,
 

巴渝民宿集团有限公司引导恒大、
 

华侨城、
 

北大资源等知名地产企业通过合

作入股参与民宿建设,
 

通过吸引工商资本下乡,
 

为乡村营造带来充足的资金,
 

保障了建设的顺利进行.
 

在

民宿运营过程中,
 

集团选派专门人员驻扎乡村,
 

并为民宿聚落配备专业店长,
 

负责片区管理工作,
 

指导农

户旅游经营,
 

通过民宿的运营与乡村旅游的开展,
 

游客与村民及村庄产生交流互动,
 

城市文化渗入乡村,
 

促使传统乡村更加开放与包容.
 

外来资源输入乡村聚落,
 

促进了城乡要素合理流动,
 

奠定了城乡融合发展.
 

巴渝民宿通过将城市的建设资金、
 

管理、
 

技术、
 

人才等要素与乡村房屋、
 

土地等资源有机链接起来,
 

有效盘

活乡村各类资源,
 

带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成为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
2.2.2 乡村基础设施、

 

第三产业的新增

在依托旅游资源发展民宿的基础上,
 

巴渝民宿借助区别于传统农家乐的住宿体验与产品开发同时带动

所在乡村的旅游业发展,
 

其网络平台专设巴渝文化板块,
 

通过全方位宣传展示巴渝乡土文化吸引城市人口

前往乡村,
 

促进周边旅游景观及氛围营造,
 

而旅游业配套产业的开发建设,
 

改变了乡村以农业为主的单一

产业结构现状.
 

随着入住游客对餐饮、
 

娱乐需求的增加,
 

农家特色酒肆、
 

乡村游乐场等场所逐渐形成,
 

乡村

业态进一步丰富;
 

此外,
 

民宿发展促进乡村聚落内基础设施不断更新与完善,
 

如入村道路的扩宽硬化、
 

饮

用水的安全达标、
 

垃圾的集中规范处理等,
 

巴渝民宿的建设过程即是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过程.
 

巴渝民宿

的建设,
 

在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激发乡村内生动力的同时,
 

实现了农户脱贫增收.
 

民宿旅游通过激发本地

农户的发展意识,
 

促使农户就地创业经营餐饮,
 

拓宽其收入来源渠道,
 

且农户通过“以房联营、
 

以地入股”
获得收入分红,

 

财产性收益进一步增加.
2.2.3 传统建筑风格与生活方式的留存

巴渝民宿秉承“乡土特色与现代化适应性相结合”的理念,
 

坚持“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一宿一品、
 

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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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营”的建设原则,
 

在建筑的修建中结合当地民族文化特色,
 

建筑空间布局采用便于农户生产生活的院落

式布局,
 

并依据地势起伏进行整体布局,
 

同时使用融入本地石材或夯土的建筑材料,
 

使得民宿保留了乡土

气息并极具地方特色.
 

民宿建设并未丢失传统乡村生活方式与习俗,
 

其内部空间布局尊重当地村民生活习

惯,
 

保留堂屋、
 

火塘等空间,
 

厨房设立遵从农户意愿,
 

依附民宿主体建筑侧边修建独立偏房并保留传统土

灶.
 

经营民宿赋予农户民宿主人的新身份,
 

但并未完全剥离农户传统的耕作生活方式,
 

聚落内部及房屋前

后仍留有块状菜地及农户承包地,
 

用以种植苞谷、
 

烤烟等传统粮食作物及经济作物,
 

存续了乡愁与乡情.
2.2.4 居民点、

 

土地及社会关系的整合

一是居民点的集聚.
 

巴渝民宿的建设选址主要包括农户原宅基地拆旧建新和农户易地搬迁、
 

原宅基地

复垦两种方式.
 

对于分布较为集中、
 

地形条件良好的聚落,
 

通过原址拆旧建新,
 

对新建的民宿以户人口数

为原则分配户型,
 

随机分配位置,
 

在保障农户居住需求的同时保证用地公平,
 

而分散零星、
 

地形条件较差

的聚落,
 

通过拆旧复垦搬迁,
 

将原本独立散乱的农村住宅集聚到更加平坦及适宜居住与发展的空间,
 

减少

了基础设施投入成本,
 

优化了农村居民点布局.
二是土地的规整.

 

主要表现为零散自留地的创新使用与农户承包地的流转整合.
 

“智慧田园”模式对民

宿区域内的零散土地进行分区分块,
 

利用信息化技术,
 

开发共享农庄认领活动,
 

供游客线上认领地块,
 

农

户通过参与代种代管服务而获得代种代管费.
 

农户承包地通过统一整合并流转给开发生态休闲、
 

观光农业

的相关企业,
 

逐步实现规模效应.
三是社会关系的重构.

 

传统乡村聚落的社会关系主要由地缘及血缘关系联结,
 

巴渝民宿的建设重组了

原有的邻里关系,
 

同村不同组的各家各户经民宿规划布局成为新邻居,
 

改变了传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空

间上“团聚”的结构,
 

原本稳定、
 

牢固甚至封闭的社会关系逐渐开放化.

3 巴渝民宿建设发展中的乡村空间营造过程

3.1 乡村空间类型划分

参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依据民宿项目所在村落的土地利用功能特征,
 

并结合

其他学者研究成果[33-35],
 

本文界定案例区村落的空间用地类型如表2所示.
表2 乡村空间构成

空间类型 用地类型 表   征

生产空间 耕 地 传统农业生产的旱地、
 

水田

设施农用地 饲养鸡、
 

猪等的养殖场所

旅游服务用地 停车场、
 

游乐场

生活空间 住宅用地 宅基地

公共基础服务用地 文体场所、
 

医疗卫生室、
 

道路交通

生态空间 林 地 生态林

水 域 天然水塘、
 

沟渠

生产-生活空间 旅游餐饮、
 

商品交易用地 餐饮接待、
 

农产品零售空间

生产-生态空间 休闲观光用地 旅游区内的天然泳池、
 

果园、
 

花卉园

生活-生态空间 绿化设施、
 

庭院景观用地 聚落内新建的绿化带

3.2 乡村生活空间营造:
 

品质化

生活空间营造主要体现为居住空间环境改善、
 

公共服务空间提质增效、
 

基础服务设施覆盖度提升.
 

民

宿建设发展前,
 

农户起居空间主要由卧室、
 

堂屋、
 

灶房、
 

圈舍、
 

杂物间、
 

院坝等组成,
 

建筑材料以木材、
 

青

瓦、
 

夯土为主,
 

抵御外部环境能力弱,
 

空间功能混乱重合,
 

以生活居住和农业生产工具存放为主.
 

民宿建设

发展后,
 

传统土木结构房屋改建为砖混木结构,
 

屋内空间重组且功能明确,
 

起居、
 

餐饮、
 

住宿接待与院坝活

动空间更新并完善,
 

生活空间由功能模糊混合、
 

环境杂乱潮湿、
 

设施落后陈旧向功能清晰、
 

环境整洁、
 

设施

现代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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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空间是反映农户生活和精神状态的重要指标,
 

其建设完善过程承载着乡村文化的变迁.
 

民宿

建设发展前,
 

山区乡村聚落整体上呈现小聚集大分散的分布特征,
 

承载着乡土文化、
 

娱乐生活的休闲性公

共空间缺失;
 

而屋前院坝、
 

村口、
 

树下等空间,
 

是提供村民日常交流和情感维系的唯一场所,
 

环境条件有

限,
 

配套设施不足,
 

农户公共活动频率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
 

民宿发展后,
 

公共服务空间逐渐多元化,
 

小卖

部、
 

公厕、
 

图书室、
 

文化广场等空间新增并完善,
 

满足了当地村民的生活文化需求.
 

此外,
 

民宿的发展促使

政府拓宽、
 

硬化乡村道路,
 

并修建垃圾处理设备、
 

布设路灯及院坝前的照明设施,
 

民宿所在集群实现网络

覆盖.
 

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基础前提,
 

也是改善农民生活的支撑点,
 

同时也为农户创业

增收提供便利.
3.3 乡村生产空间营造:

 

集约化

畜牧养殖空间收缩或消失、
 

农业生产空间由零散转向聚集、
 

旅游服务空间显著扩张是乡村生产空间营

造的主要表现.
 

传统村落的农户通常在房屋附近修建圈舍或者在一层房屋偏房进行牲畜养殖以满足日常生

活所需,
 

圈舍占地面积在20
 

m2 以内.
 

民宿建设发展后,
 

受相关旅游规范标准的限制及对整体环境卫生的

考量,
 

民宿经营区域内一般禁止建设鸡圈、
 

猪圈等畜牧养殖场所,
 

养殖空间在以民宿经营为主的村落中逐

渐消失.
 

但因存在对畜牧产品的客观需求,
 

农户多采取变通策略,
 

如减少养殖家禽数量、
 

异地养殖,
 

部分民

宿点在民宿经营区域外设置统一的养殖场所.
重庆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

 

耕地零散、
 

破碎,
 

在农业生产空间方面,
 

承包地主要由农户自种高山玉米、
 

红薯等作物,
 

耕作潜能较低的土地则出现撂荒情况.
 

民宿建设发展后,
 

为满足旅游发展需要,
 

农户的耕地

经历流转、
 

整合以及再分配过程.
 

村集体组织通过整合项目区内的耕地,
 

使农户获得租金,
 

同时,
 

各民宿点

在建设过程中都为农户重新分配小块土地用于种植日常蔬菜,
 

该地块的特点是小而均,
 

主要沿建筑周围及

道路两侧分布.
 

旅游发展需求促使传统的乡村生产空间衍生出配套旅游产业用地并逐渐扩张,
 

村内原本闲

置的地块改建为旅游停车场,
 

新建商业步行街、
 

游乐园等现代化休闲娱乐场所,
 

旅游服务空间不断蔓延,
 

乡村传统农业生产空间的功能不断向旅游服务功能转变.
3.4 乡村生态空间营造:

 

景观化

建设民宿前,
 

聚落内部生态空间零散分布,
 

主要体现为农户在院坝周围栽种少量绿植花卉,
 

生态空间

被道路及分散的耕地分割,
 

整体村落生态空间规则不一、
 

杂乱无序.
 

发展民宿后,
 

生产、
 

生活、
 

生态空间布

局统一规划,
 

规整有序,
 

同时出于整体旅游环境需要,
 

村落内外新增绿化空间及观赏水域空间,
 

各民宿房

屋周围布设规则小块花园及菜园,
 

村落生态空间逐步景观化.
3.5 乡村复合空间营造:

 

多样化

在乡村复合空间的形成过程中,
 

生产-生活空间交互融合、
 

生产-生态空间兼容转化、
 

生活-生态复

合空间相互交织.
 

部分农户因经营餐饮业而产生对相应空间的需求,
 

但因民宿建筑单体规划设计空间限

制,
 

民宿点只能用堂屋、
 

院坝、
 

腾出的客房等空间代替餐饮服务空间,
 

生产与生活空间交织.
 

民宿建设前用

于存放杂物的阁楼被改造为客房与棋牌室,
 

农户生活空间被压缩.
 

而旅游旺季到来时,
 

村内用于休闲交流

的公共广场又可作为农户零售农产品、
 

停车的场所.
生产生态空间转化趋势明显,

 

自然沟渠、
 

水塘等生态空间随着水上娱乐场所的建立而转变为生态-生

产复合空间,
 

旺季时承担起游览休闲功能,
 

淡季则主要承担水源涵养功能.
 

其次,
 

养殖空间的萎缩和消失

带来村落绿化景观的扩张,
 

从而扩充了生态空间,
 

与生产空间形成“此消彼长”的态势.
 

民宿发展前农户宅

基地周围通常种植果树或花卉装饰生活空间,
 

民宿建设过程中村落内部新建花圃、
 

草坪,
 

村内道路两旁新

增绿化景观,
 

原有生活空间内的植物景观被赋予新的生态功能,
 

同时生活空间内为满足旅游服务需求融合

具有生态价值的景观.
巴渝民宿的建设发展重塑了乡村空间,

 

同时优化了乡村土地利用格局.
 

房屋结构、
 

内部设施等由传统

向现代化转变,
 

农户生活空间发生质的提升;
 

耕地经流转集中并重新分配,
 

生产空间得以优化整合;
 

绿植

景观规整有序,
 

生态空间逐步景观化.
 

此外,
 

乡村三生空间不断重构、
 

融合,
 

基于巴渝民宿建设的乡村聚落

环境得以改善,
 

乡村土地类型趋向于为满足民宿旅游发展需求而服务,
 

土地利用格局和秩序得以优化.
 

尽

管巴渝民宿的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
 

但也存在部分问题:
 

巴渝民宿农户主体与游客交流主动意识不强,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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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体验活动内容不丰富,
 

游客融入感较弱;
 

乡村民宿建设发展后续资金不足,
 

资金筹措渠道单一;
 

民宿建

设对乡村发展多层次建设需求兼顾不够,
 

与乡村整体布局规划有效衔接不足,
 

存在民宿建设用地与乡村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基本农田保护、
 

生态红线等相矛盾等问题.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本文在对巴渝民宿和乡村营造、
 

民宿建设发展中的乡村营造过程及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
 

总

结了巴渝民宿建设发展模式,
 

系统分析了巴渝民宿建设发展中的乡村生产空间、
 

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

营造过程.
1)

 

乡村民宿建设作为塑造乡村风貌、
 

提高村民生活品质的途径之一,
 

其建设发展过程也是乡村营造的

过程,
 

民宿建设的主体同时是乡村营造的主体,
 

民宿建设发展的具体实践成为乡村营造的一种途径.
 

巴渝

民宿经过实践,
 

探索出的“以房联营、
 

以地入股、
 

共建共享”的民宿发展模式理顺了资金、
 

用地来源、
 

利益分

配及民宿产权等关键问题,
 

通过各类要素的“输入、
 

新增、
 

留存、
 

整合”等方式丰富乡村建设参与主体、
 

活化

乡村资源要素、
 

推动乡村空间营造.
2)

 

在乡村空间营造的过程中,
 

乡村生活空间逐渐品质化,
 

房屋结构外观得以加固和修缮、
 

内部设施由

落后向现代转变,
 

空间功能由混合模糊转向独立清晰;
 

生产空间集约化,
 

农业生产空间经流转整合由零散

变集聚、
 

畜牧养殖空间因旅游发展限制逐渐收缩至消失;
 

旅游服务空间开发建设配套;
 

生态空间景观化,
 

乡村聚落内部生态空间经规划布局逐步规整有序;
 

复合空间多样化,
 

乡村生产-生活空间交互融合、
 

生产

-生态空间兼容转化、
 

生活-生态复合空间相互交织.
 

整体而言,
 

乡村土地类型趋向于为满足民宿旅游发

展需求而服务,
 

土地利用格局和秩序得以优化.
3)

 

巴渝民宿的建设发展促进了乡村空间重塑、
 

丰富了乡村产业形态、
 

传承了乡风文明、
 

促进了城乡要

素流动、
 

激发了乡村内生动力,
 

带动了农户脱贫增收,
 

但也存在对本土文化挖掘深度不够、
 

后续发展资金

来源不足以及缺乏规划的有效指导等问题.
4.2 建 议

1)
 

结合农户实际生产生活需求,
 

完善民宿建设中的建筑单体空间设计,
 

统筹村庄国土空间规划与乡村

整体发展.
 

一方面应充分考虑不同类型农户的实际需要,
 

设计适用于旅游经营户、
 

普通户的居住空间户型,
 

解决生活空间与旅游经营空间交叉冲突的问题,
 

同时协调用地主体需求,
 

通过科学评估,
 

合理规划养殖用

地,
 

或者与邻村协商,
 

通过空间置换的方式建设养殖场所,
 

满足农户对畜牧养殖空间的需求.
 

另一方面,
 

充

分挖掘、
 

整合区域内特色乡村旅游资源,
 

形成目标明确、
 

布局合理、
 

定位科学、
 

特色鲜明的民宿发展规划,
 

协调民宿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
 

村庄规划,
 

确保民宿用地规模、
 

范围符合规划要求,
 

有效避开永久基本农

田及生态保护红线,
 

科学安排民宿用地指标及其配套设施用地指标,
 

发挥乡村民宿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推动乡村生态宜居的引领作用.
2)

 

充分挖掘乡村地域特色,
 

提高民俗文化体验感.
 

一是以村域为单位,
 

调查盘点乡村人文资源,
 

识别、
 

解读乡村文化内涵,
 

设置宣传栏或建立村史文化档案馆,
 

以文字、
 

图表、
 

讲解等多种方式集中展示与宣传

乡村文化,
 

提升乡村文化的可视性;
 

二是创新乡村传统文化产品,
 

凸显农耕文化、
 

乡土文化以及民俗特色,
 

开发富有本土特征的食品、
 

用品、
 

纪念品等创意产品,
 

提升乡村文化的多元性;
 

三是创造性地开展农耕体

验、
 

民间技艺、
 

时令民俗、
 

节庆、
 

民间歌舞等活动,
 

增强游客的体验感,
 

提升乡村文化的参与性.
3)

 

拓宽融资渠道,
 

创新融资方式.
 

发挥政府的支持引导作用,
 

提高农户及村集体的资金筹措能力,
 

探

索新型投融资模式,
 

吸引社会资本下乡,
 

从而优化乡村民宿投融资结构,
 

促进行业内资金整合与行业间资

金统筹相互衔接,
 

整合多方资金筹集渠道,
 

建立乡村旅游资金统筹长效机制.
本文借助巴渝民宿案例探究新业态植入乡村过程中对乡村空间的影响,

 

在乡村营造概念界定及营造机

理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实例分析该民宿业态对乡村营造的作用过程及机理,
 

为研究乡村发展提供了新视

角.
 

但本文所选研究样点局限于重庆山区,
 

且仅从巴渝民宿视角出发,
 

侧重于乡村物质空间营造分析,
 

未

涉及乡村基层组织、
 

社会阶层等社会形态的变化,
 

乡村社会空间营造,
 

以及农户意愿、
 

农户生计演变、
 

适应

性等方面的内容,
 

未来乡村空间营造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
 

且需要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加强定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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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yu
 

Homestay
 

is
 

a
 

rural
 

bed-and-breakfast
 

project
 

invested
 

and
 

run
 

by
 

Chongqing
 

Bayu
 

Home-
stay

 

company.
 

The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o
 

find
 

a
 

new
 

way
 

for
 

rural
 

development
 

in
 

remote
 

mountain-
ous

 

areas.
 

By
 

conducting
 

a
 

fieldwork
 

in
 

Bayu
 

Homesta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construction,
 

and
 

try
 

to
 

figure
 

out
 

how
 

to
 

optimize
 

i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
 

results
 

areas
 

follows.
 

(1)
 

Bayu
 

Homestayhas
 

coined
 

a
 

development
 

mode
 

called
 

“joint
 

venture
 

with
 

housing,
 

land
 

shares
 

and
 

joint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and
 

clarified
 

that
 

the
 

key
 

problems
 

are
 

fund,
 

source
 

of
 

land
 

use,
 

profit
 

distribution
 

and
 

property
 

right
 

of
 

home
 

stay.
 

(2)By
 

means
 

of
 

“inputting,
 

adding,
 

retaining
 

and
 

integrating”
 

within
 

and
 

without
 

the
 

villages,
 

Bayu
 

Homestay
 

has
 

realized
 

great
 

de-
velopment,

 

enriched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activated
 

rural
 

resources
 

elements,
 

thus
 

promo-
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space
 

by
 

adding
 

the
 

vitality
 

of
 

rural
 

development.
 

(3)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space
 

constructi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house
 

structure
 

is
 

strengthened
 

and
 

repaired,
 

and
 

the
 

internal
 

fa-
cilities

 

are
 

changed
 

from
 

backward
 

to
 

modern,
 

and
 

the
 

spatial
 

function
 

is
 

changed
 

from
 

mixed
 

and
 

fuzzy
 

to
 

independent
 

and
 

clear,
 

the
 

rural
 

living
 

space
 

is
 

gradually
 

qualitative;
 

the
 

arable
 

land
 

changes
 

from
 

scat-
tered

 

to
 

centralized
 

through
 

land
 

transfer,
 

and
 

the
 

space
 

for
 

animal
 

husbandry
 

gradually
 

shrinks
 

and
 

even
 

disappears,
 

and
 

tourism
 

service
 

space
 

is
 

constantly
 

being
 

built
 

and
 

matched,
 

and
 

the
 

production
 

space
 

be-
come

 

intensive;
 

the
 

ecological
 

space
 

in
 

rural
 

settlements
 

is
 

gradually
 

orderly
 

by
 

planning;
 

the
 

interaction
 

of
 

rur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space,
 

the
 

compatibl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the
 

inter-
woven

 

of
 

living-ecological
 

space
 

and
 

the
 

compound
 

space
 

become
 

diverse.
 

(4)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
opment

 

of
 

Bayu
 

Homestay
 

has
 

achieved
 

success
 

in
 

rural
 

space
 

reconstruction,
 

business
 

development,
 

rural
 

culture
 

inheritance,
 

etc.,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excavation
 

of
 

local
 

culture,
 

insufficient
 

financing
 

sources
 

for
 

follow-up
 

development
 

and
 

lack
 

of
 

effective
 

guidance
 

for
 

planning.
 

In
 

the
 

future,
 

the
 

governments
 

should
 

fully
 

consider
 

the
 

spatial
 

needs
 

of
 

each
 

participants,
 

coordinate
 

the
 

rural
 

spatial
 

planning
 

and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plan,
 

improve
 

the
 

display,
 

diversity
 

and
 

participation
 

of
 

rural
 

culture,
 

and
 

broaden
 

financing
 

channels
 

to
 

better
 

promote
 

rural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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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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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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