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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prior relevant studies on P2P accommodation and hotel companies, the current study 
intends to explore both extrinsic incentives and intrinsic incentives of P2P accommodation plat-
form participants (hosts and guests) and their effects on traditional lodging types. This study pro-
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P2P accommodation to achieve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sides, 
the study has great implications for traditional lodging companie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a sharing economy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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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共享住宿研究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通过共享住宿与传统住宿行为研究与实践的对比分析，深入

分析探讨了通过参与共享住宿平台双方主客关系行为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的主要行为特征及影响。该研

究不仅为共享住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建议，同时对传统住宿业在运营管理方面的未来发展与改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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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共享经济的实践中，共享住宿是与传统住宿业不同的一种新型的住宿模式。根据《中国分享经济

发展报告(2019)》指出，从 2015~2018 年，我国共享住宿收入占住宿业收入的比重从 2.3%提高到 6.1%；

共享住宿收入年均增速约为 45.7%，是传统住宿业收入的 12.7 倍；共享住宿用户普及率由 1.5% 提高到

9.9%。中国共享住宿市场发展潜力巨大。本文基于共享住宿主客关系研究的主要成果，对共享住宿产品

与服务交换过程的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行为进行分析，探讨共享住宿主客关系行为变化对传统住宿业的

影响，其研究对传统住宿业运营与管理改革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共享住宿的主客关系行为问题 

共享住宿作为一种新型的住宿方式，近年来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业界的广泛关注。罗云丽认为，共

享住宿是指当地的居民、组织之间通过社会网络平台，将自身拥有且闲置的房屋、设施、时间等资源的

使用权暂时给予外来居民、组织，从住宿运营中获取经济效益，并提高自有房屋的资源价值的行为[1]。
共享住宿作为一种非标准化特征的、个人对个人的住宿形式，目前在国内主要采用三种运营模式：1) B2C
模式，即将房源分为房东自行租赁和平台出租两种方式，从赚取房源利润、收取房东佣金等方式获利；

2) C2B2C 模式，即先与海外的房东达成将房源出租给平台的协议，平台从房东的签约价与房客的支付价

中赚取差价；以及 3) C2C 模式。即平台仅参与部分线下服务，以房东经营过程中所支付的佣金作为收入

[2]。 
共享住宿商业模式成功与否将基于顾客参与共享住宿平台的活跃程度，这一方面取决于现代通信技

术的快速发展，但同时，基于社会学意义的主客关系的行为动机问题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李力和

苏俊仪基于住宿业的主客关系变化，分别从交换行为、服务方式以及顾客体验三方面的变化对传统行业

带来的变革及挑战进行研究，提出基于顾客感知的共享住宿的发展问题，其对传统住宿服务企业的顾客

关系管理提供了新思路，不仅有利于改善整体住宿服务业中主客互动的质量，且丰富了非标准化住宿服

务的内涵。同时，该研究有助于推进旅游住宿业态的创新并提升接待服务过程中顾客体验的满意程度[3]。
殷英梅利用分享住宿网络平台——小猪网的游客点评，使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分享型住宿游客的真实性

感知进行研究，得出大多数选择分享型旅游住宿游客具有寻找真实性的动机。游客对住宿功能、服务与

人际互动的真实性会产生原真的情感体验，而真实的情感体验有助于房主获得忠诚的顾客，并获得经营

上的成功[4]。此外，其他学者从选择共享住宿的真实性动机[5]；影响消费者选择共享住宿平台的主要因

素(交互性、经历新颖性、房屋有益性、共享经济精神、真实性) [6]；主客互动仪式过程[4]等方面对共享

住宿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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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共享住宿主客关系行为分析基础源于对主客关系性质和共享住宿主客关系特征问题的认识。

首先，主客关系的性质是基于社会学意义的人与他人及世界关系的认识，表现为将主客双方都将其个体

视为行为主体，将他人及行为视为为客体，通过对客体或他人行为内在本质，包括人的心理、行为规律

的认识，通过有效的行为方式对客体或他人施以控制或影响[7]。而在共享住宿的实践中，共享住宿之主

客关系变化与主客互为个体的行为动机直接相关。其次，传统住宿服务行为是一个由主客关系的三个关

键行为组成的动态循环，其分别为：1) 服务提供者(员工或主人)的行为；2) 消费者(顾客或客人)的行为；

3) 基于互动过程的两者之间的交换行为。基于此，共享住宿区别于传统住宿之主客关系主要特征在于：

1) 共享住宿的提供者以个人为主，且不完全以盈利作为唯一经营的目的。2) 产生主客互动过程的场所变

成了私人住宅区，服务提供者既是服务人员也是房屋的主人，消费者既是顾客也是客人，双方都有双重

的身份。3) 消费者的消费诉求发生改变，他们渴望通过共享住宿融入当地的社会生活，从中找回社会的

归属感和认同感，并获取在主客互动过程中的人际本真性[3]。 

3. 共享住宿主客关系行为的外在动机 

通常，外在动机产生多受环境的影响，人们行为活动的外在动机是通过给予奖品、奖金、荣誉等方

式产生影响。对于共享住宿平台而言，平台的参与双方(主人与客人)行为的外在动机主要为经济动机或是

物质刺激。从“主人”的角度来看，在共享住宿中，房屋主人将自有的闲置住宅放置在共享平台上，通

过图片文字对房屋进行简单描述，以短期出租的方式将住宅的使用权暂时出让给客人，主人在共享住宿

中的盈利主要是从客人的支付总额中扣除需要交付给第三方共享平台的佣金以及对住宅的设备购置费用

与维护费用等的其余部分。房屋主人的这种出租的行为不仅提高了闲置资源的利用率，而且使其从中获

得经济收益。因此，这种通过暂时让渡闲置房源使用权以获取经济收益的新型获利方式使得愈来愈多的

房屋主人乐于参与到共享平台的使用中。从“客人”的角度来看，游客选择共享住宿作为其重要的旅游

住宿方式的外在动机主要为住宿的价格、地理位置、设施设备、卫生条件以及房间大小。其中，和传统

酒店住宿相比较，共享住宿房屋的高性价比往往是受到顾客青睐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许多游客特别

是千禧一代认为，共享住宿已然成为传统住宿的“可替代品”。 
但是，在这种环境友好型的理性消费模式中，“主人”不一定能够从中获得经济盈利。共享住宿多

作为副业经营，房屋主人并不以获取经济收益作为唯一目的，人们通过协作的方式将他们所拥有的产品

和服务进行交换或分配给需要它们但不拥有它们的其他人，这种借由网络促成的陌生人之间的交易需要

投入大量的爱、信任和责任感，类似于亲人或好友之间的互动，可以说，共享模式注重人际关系的构建，

与传统酒店业的住宿服务模式有极大不同[8]。因此，分析共享平台参与双方的内在动机对探讨主客关系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 共享住宿主客关系行为的内在动机 

与外在动机不同，内在动机是由于个体内在的需要而产生的动机。内在动机的产生主要来自于人的

本身及知觉，它是在没有外在奖赏和压力的情况下直接激发的行为。欲望、成就感、情绪满足等方面的

需求都容易使人产生内在动机，从而激发行为。共享住宿平台参与双方的内在动机主要体现在情感体验

与信任度两方面。 
(一) 情感体验 
Hays 指出，人们认为从人际关系中能够让自己收获自信、陪伴、情感支持、新的价值观等。同时，

人们愿意为对方付出的代价是：增加责任、花费时间和影响情绪等方面[9]。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使现代人

际关系涂上了浓厚的功利色彩，渐渐地冲淡了人情中的感情因素[10]。但在共享住宿中，顾客不需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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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酒店前台的入住手续办理，而直接住进具有当地特色风格和文化的主人的家里，与同一屋檐下的

主人进行朋友与家人般的交流互动，从而实现游客内心对客体本真性和人际本真性的双重追求[5]。 
由于共享型旅游住宿设施地理位置较为分散，脱离了旅游罩[11]，游客入住的是当地居民真正的家中，

因而能够获得更加真实的住宿体验。对于“主人”而言，他们在为游客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具有充分的自

主性，既不需要受限于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也不局限于房东身份，能够像对待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一样为

入住的客人提供热情的帮助。对于“客人”而言，由于居住在当地居民家中而非商业场所，游客能够在

住宿过程中重新感受人情所带来的积极情绪和情感体验，获取人际本真性。可见，共享住宿服务的本质

是双方人际关系构建的过程，主客双方通过彼此间多次的交流与沟通能够与现实中而非网络上的对方结

交朋友。这种新型的住宿方式不仅提升了游客入住体验的满意度，而且游客愿意将自己的住宿经历主动

与亲朋好友分享，达到口碑效应。 
显然，共享住宿中的物质与情感的双重刺激无法在传统住宿业中得以充分体现。主要原因有：第一，

传统住宿业工作人员(特别是一线员工)收入相对较低、工作压力大且需要付出大量情绪劳动，因而员工在

工作上缺乏真正的主动性。第二，由于在商业化情境下，传统住宿企业为客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主体是

酒店员工，工作人员受限于酒店规定的标准服务流程和标准化服务规则，难以像共享住宿的房主一样为

入住的客人提供朋友和亲人般的招待，因此员工缺乏工作的灵活性和能动性，彼此很难真正建立起朋友

关系。与传统的标准化住宿相比，共享住宿服务的竞争优势在于：房屋主人不但为顾客提供了功能性的

服务，并且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乐于付出大量的情感劳动，这也是共享住宿能够获取较高顾客满意度的

关键因素[12]。 
(二) 信任度 

在互联网时代，“信任”是影响顾客参与 P2P 网络平台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共享住宿平台的使

用中，信任度也是决定游客在选择共享住宿方式时的重要内在动机之一。共享经济商业模式的相关研究

表明，信任被认为是影响交易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而信任缺陷也是共享经济最大的缺点[13]。通常，消

费者对选择共享住宿的担忧主要体现在：共享平台技术安全以及入住安全等方面，而安全感直接影响了

消费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以及对住宿方式的认同[14]。这是因为，“主人”担负着对“客人”的人身安

全、财产安全、隐私安全进行保护的责任。 
相关研究指出，信任度通常是指顾客对第三方平台的信任与对房屋主人的信任，同时，提升顾客对

平台的信任度有助于增强顾客对“主人”的信任度。具体的信任指标包括：网络平台质量、信誉度体系

的建立(通过在线评级、对房屋主人的个人照片与相关描述、第三方认证等)、主人属性(性别、拥有出租

房屋的数量、回复速率、个人信息的表露等)，以及内心具有的天然信任倾向等[15] [16] [17]。为了能够

获得顾客的信任感，共享住宿的第三方平台做出了重要努力。据《中国共享经济分析报告(2019)》指出，

中国共享住宿平台为引入高质量房源、为房客提供更好的入住体验采取了各项措施。例如，小猪短租通

过布局智能设备、加强人脸识别身份认证技术的运用，对全部智能安全设备的平台大数据云端一体化整

合，通过与监管部门的协作创新，推动共享住宿安全性的提升。爱彼迎(Airbnb)对项目房源进行人工严格

筛选，认证标准有房东的个人信誉、房源评分、清洁度、舒适性和设计风格等在内的超 100 项认证标准

以确保房源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这些举措无疑都为共享住宿平台提高了信任值。 

5. 共享住宿主客关系行为对住宿业的影响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得出影响共享住宿主客关系行为的两大动机为：参与共享平台的外在动机和内在

动机。在外在动机分析中得出，“主人”(服务和产品的提供者，亦指房东)可以通过共享住宿提高闲置房

源的利用率，并从中获得盈利；“客人”(服务和产品的享用者，亦指消费者、房客)在共享住宿中能够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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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比较优惠的价格入住到自己所喜好的房型。主客双方都能从共享住宿中获得经济利益，从这点里可以

得出共享住宿与传统住宿之间的差异在于在提供产品与服务时是否具有主客之间的互惠过程。 
通过对内在动机的分析可以得出：主人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房屋主人能够不受标准化服务

的限制，以朋友的身份接待入住的客人，使客人能够从中感受到人情所带来的情绪情感体验，并获得在

入住过程中亲近当地社区和感知当地社会文化的机会。而在传统住宿的商业化场景下中，酒店企业员工

受标准化流程和标准化服务规则的局限，难以与入住的顾客产生真正的情感互动。此外，传统酒店住宿

企业服务提供者收入较低且需要大量的情绪劳动，这也使得共享住宿与传统住宿之间存在着物质和情感

双重刺激的差异。 
基于此，为了能够实现我国共享住宿新业态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帮助传统住宿业更好的迎接共

享经济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本文作者提出以下建议：首先，共享住宿第三方平台应着重注意“主人”

和“客人”之间的外在动机与内在动机的结合，特别需要注重内在动机中的信任度问题，发挥平台的管

理优势，对共享住宿的房源和客源加以管理，发展共享住宿的优势，修补劣势，以确保共享平台和共享

住宿持续地发展。其次，传统住宿虽然依旧占据住宿行业的最大比例，但在现今网络快速发展的影响下，

传统住宿应当借鉴共享住宿的发展经验，在为客顾提供给服务的过程中，更加关注对顾客的情感关怀，

给客人带来更多的真实性情感交流和个性化服务，而非一味地保留标准化的服务态度。实现这一点，传

统住宿企业管理者需要发挥领导优势，例如采用授权式领导方式，从内心激发员工工作的能动性，帮助

员工获得更多的工作成就感，从而实现自我赋能。最后，中国共享住宿的未来发展前景不可估量，为能

够解决共享住宿中最大的问题——主客间的信任度，中国政府需从法律法规上对共享住宿的运营进行规

范化，完善共享住宿的监管体现，为地方监管提供法律法则上的指导。第三方平台需严格按照国家法律

法规对房源进行管理，主客之间需协力维护双方之间的信任，多方努力，共同促进共享住宿向良性化方

向发展。 

6. 结论 

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了共享住宿核心问题——主客关系行为问题，包括参与共享住宿平台

双方(主人与客人)的主要行为动机以及其对传统住宿业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物质与情感的双重刺激是

主客双方参与共享平台的主要“诱因”。此外，信任度作为内在动机之一，也是影响顾客参与共享住宿

平台的重要因素。为了实现我国共享住宿新业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并针对传统住宿业如何在保持原有

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应对住宿业多元化发展趋势的问题，本文提出了若干建议。本研究也难免存在一些不

足之处。例如，在研究过程中，本文未能更加详尽地分析共享住宿主客间的两大动机对现代主客关系的

影响，只从大体框架中进行总结分析，因而在后续的研究中，将通过详细的案例并结合相关理论去分析

主客双方参与共享平台的两大动机所产生的具体影响，那么研究论证的内容也会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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