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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摘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政策鼓励共享经济发展，住宿分享成为重点关注领域之一：
自2016年来共享经济首次写入政府报告后，一年来，国家层面对于共享经济持积极的支持态度，甚至鼓励机构部门
加大力度采购共享领域产品；尤其是房屋住宿领域，有效盘活闲置资源，一定程度上改善人们收入结构和出行住宿方
式，为在线短租行业未来发展注入“强心剂”。

核心用户群体集中80后、90后，对分享住宿体验接受度较高：
核心用户群集中在21-30岁（69.6%），他们的特征是勇于尝试新事物，偏好独一无二的体验经历，而住宿分享不仅
是闲置房屋的盘活，更是分享房客与房东之间的个人经历与想法，充满着陌生人社交模式的潜力。

分享形式已深入人心，刚性需求为短租提供爆发燃料：
随着共享经济的风口轮流出现，分享形式已经越来越为大众接受。人们不仅使用滴滴和共享单车出行，也愿意把自己
的房子拿出来分享换取利益。另一方面，旅游仍然是短租的重要使用场景，但值得注意的是短期出差和个人办事同样
潜力大，是短租住宿的一个主要增长方向。

行业发展爆发期，房源供不应求，利润空间诱人：
有57.9%的房东平均入住率在70%以上，整体入住率水平非常高，行业房屋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另外，通过比较成
本入住率和平均入住率来看，房东目前的利润空间也很大。中国短租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房东间的竞争压力尚
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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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发展历程
共享经济转变市场观念，在线短租向标准化和专业化过渡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萌芽期 成熟期成长期 爆发期

2010年-2012年

爱日租、游天下、蚂

蚁短租、小猪等平台

相继成立，在线短租

模式开始在中国兴

起；受限于熟人关系

网络和不完善的信用

系统，行业市场规模

较小。

2012年-2014年

在爱日租等10余家公

司在退出市场的同

时，途家、蚂蚁短

租、小猪等获得新一

轮融资，行业继续探

索适合中国市场的在

线短租模式。

2014年-2016年

随着共享经济模式被市

场所接受，在线短租行

业发展出C2C、B2C和

N2C三种模式，企业开

始注重差异化发展。

2017年-至今

共享经济和信用体系

的发展促使在线短租

行业向标准化和专业

化迈进，平台为房东

和房客提供的多元化

增值服务成为新的亮

点。

2017年中国在线短租行业发展历程

2010年在线短租的概念开始在中国出现，早期的中国传统的熟人圈子文化对行业发展有一定的阻碍。在线短租平台经历多

年探索，逐渐探索出适合本土化的出路：包括业主自营、商户经营和平台管理的三种运营模式。2015年共享经济爆发的背

后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用户消费观念，新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在线短租发挥出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头部平台也积极

主动建立标准化保障和专业化运营，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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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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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展客栈民宿、短租公寓、长
租公寓等，将其定性为生活性服务业，在多维度
给予政策支持。

宏观背景分析 – 政策
旅游服务向个性化转变，共享经济向合法化迈进
现阶段，旅游出行依然是在线短租最主要的应用场景。一方面，旅游业发展被列入“十三五”重点专项规划，标志着政策

层面对旅游业的高度重视，特色民宿、乡村旅游等个性化旅游消费方式受到政策鼓励。另一方面，2016年网约车暂行办法

的出台首次明确了网约车的合法地位，是国家政策对共享经济业态的重要肯定。2017年7月出台的《指导性意见》表明了

政府对于共享经济发展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地位，鼓励机关单位主动参与分享经济当中，坚定了搭建互通的信用体系的态

度。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来源：《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2017年7月。

2016年3月 分享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2015年11月

2017年7月
《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进一步
营造公平规范的市场环境，促进分享经济更好更
快发展。

2016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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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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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宿等乡村休闲度假产品。

近年来中国在线短租行业重点政策

2015年7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别指出挖掘旅游消费新热点。

《关于促进分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
关键信息

 建议合理界定不同行业领域分享经
济的业态属性，分类细化管理。

 多方协调治理，建立平台企业、行
业协会、政府间建立的新型的关
系，也突出分享经济的地位。

 态度明朗要求建立政府和企业互动
的信息共享合作机制。

 鼓励加大政府部门对分享经济产品
和服务的购买力度，扩大公共服务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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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 缺口

宏观背景分析 – 经济
在线短租弥补传统住宿业缺口，共享经济规模一年翻番
我国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消费升级，传统消费观念已经开始向个性化消费、服务型消费转型。相比标准化住宿，在线短租的

房源多种多样，既能满足典型的观光旅游场景，也能满足商旅出行、考学陪护等其他各异的需求。据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

研究部数据，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较2015年增长103%，预计未来五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

市场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共享经济整体市场规模的扩张势必会带动在线短租行业的发展。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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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背景分析 – 社会
共享概念深入人心，主要消费群体经济实力增强
据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数据，2016年共享经济活动的总参与人数已经超过6亿人，比2015年增加一亿人左右。社会

对共享经济的接受程度逐渐提高，其中年轻人的共享意识普遍高于其他群体，80后、90后是共享经济最主要的参与者和消

费群体。在行业从萌芽期走向成熟期的过程中，80后逐渐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90后也在完成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身份转

变。主流消费群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在线短租行业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

来源：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中国互联网协会分享经济工作委员会，《2017年
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17年2月。

来源：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7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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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背景分析 – 社交
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满足陌生人的场景化社交需求
在社交网络当中，除了内圈频繁交流的强连接之外，外圈不频繁的弱连接社交场景，由于连接可能性更广阔，因此非常具

有潜力。在线短租在充分利用社会闲散资源的基础上，能够深度连接提供服务的房东和享受服务的房客，重塑双方关系，

因此具有独特的社交属性。志同道合的房东和房客在线上平台达成交易，在线下房屋租赁的过程中交流沟通。在线短租为

人与人之间的弱连接创造了社交的场景，并且比单纯的线上交流体验更佳，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新型社交方式。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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