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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丰富的旅游资源使绍兴市的在线民宿得到了快速发展。本文基于爬虫技术爬取了浙江省11个地级市爱彼

迎官网上的在线民宿数据，经清洗、预处理、描述数据后，依次建立评价模型、差异性分析模型、多元

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在线评论语义网络模型，探究绍兴市在线民宿发展现状及需求的影响因素，为

该行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借鉴。实证结果表明：绍兴市在线民宿需求的分散程度大，常见户型为整

套公寓等；发展得分与浙江省其他地级市均有显著差异，且在卧室个数、床个数、需求因素上与宁波

市具有显著差异；床个数、优惠政策、户型为影响绍兴市在线民宿需求的主要因素。最后提出建议以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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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ch tourism resources have led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nline home stay in Shaoxing. 
Based on the crawler technology, this paper crawls the online home stay data on the official web-
site of Aibiying in 11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fter cleaning, preprocess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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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ing the data, it successively establishes the evaluation model, difference analysis model, 
multiple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d online comment semantic network model to ex-
plor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demand of online home stay in Shaox-
ing,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healthy and orderly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he em-
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mand for online home stay in Shaoxing is highly dispersed, and the 
common house types are complete apartments; The development score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ther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ith Ningbo in the number of bedrooms, beds and demand factors; The number of beds, preferen-
tial policies and house types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mand for online home stay in 
Shaoxing.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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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当代共享经济的大力兴起，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人们对在线民宿认知度的持续提升，共享资源

也成为了一种潮流。从消费者需求数据的增长能看出近年来我国在线民宿正呈现爆发式增长趋势，这就

需要旅游产业、城市规划业等行业关注该创新平台的影响特征，合理有效地调整民宿机制，实现经济、

社会效益最大化。在浙江省旅游局发布的《关于在旅游系统大力推进民宿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落实下，

绍兴市与旅游资源配套的在线民宿发展如火如荼，乡村旅游和民宿经济的发展得到一系列部署，绍兴市

的民宿经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2. 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于在线民宿的研究中，Chen 等[1]表示爱彼迎这一在线民宿平台能够较好地展现“共享经

济”的面貌，ABDAR 等[2]经划分房源类型再比较不同国家的房型数据后，得到美、英、德、澳、俄的

用户更偏向于选择整套房源，CHENG 等[3]得出影响消费者民宿体验感知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地理

位置，HAN 等[4]、Peng 等[5]在分析不同在线民宿平台数据时均发现房源价格会对消费者选择民宿产生

显著的负向影响，Li 等[6]研究表明，相较于奢华型装饰，简约型装饰更能吸引中国顾客的预订欲望。而

国内针对在线民宿的相关研究中，胡敏[7]通过一般性分析指出了经营者、乡村风情、价格和区位这些因

素是使得乡村民营经营成功的核心资源，其中前两者为主要的竞争优势来源，Wang 等[8]在对丽江民宿

的在线评论研究中得出了家的氛围、房间设施、其他设施、服务、干净、区位和性价比这七个因素会促

使民宿顺利经营，且发现性价比和家庭氛围是中国住客最关注的因素。李含宇等[9]从消费者对于在线民

宿的信息反馈出发，在图文融合的评论情感分析法基础上建立了主题聚类模型，分析得到该方法能更好

达到图文评论的情感分类效果。而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下，赵一鸣等[10]指出虽然近几年国外关于在线民

宿的研究成果持续增多，着重关注于在线民宿在城市层面的相关探讨，但我国在这方面尚存在研究空白，

张胜越等[11]也表示国内在线民宿上的有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主题上缺乏对具体城市层面、基于

时间、空间维度的在线民宿研究，并且国内已有研究大多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空白有待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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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基于应用成熟并且具有空间和时间维度数据的在线民宿平台——爱彼迎官方网站，以该

网站上浙江省全部地级市在线民宿的相关基本信息为研究对象，数据采集时间为 2021 年 3 月末到 4 月初。

通过探讨分析后，确立户型、卧室个数、卫生间个数、床个数、价格、优惠政策、需求这 7 个数据为本

文的变量，其中以“评价条数/民宿注册时间时长”计算结果表示在线民宿的需求。经爬取共得到 6329
条数据，通过数据筛选后再对各地区在线民宿现状进行统计描述，并对比分析绍兴市与浙江省其他地级

市在线民宿的发展差异。以需求作为因变量，其他变量作为自变量，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说明影响绍兴市

在线民宿需求的主要因素与供求特征，并结合用户对各在线民宿的具体文本评论，为绍兴市民宿经济的

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参考建议。 

3. 浙江省与绍兴市在线民宿现状分析 

3.1. 数据预处理 

为保证数据质量，需要处理爬取数据中的异常值与缺失值。经检索发现民宿卫生间个数存在等于 0
的异常值，床个数存在等于 0 的异常值和空白的缺失值，评价条数存在缺失值，由于剔除掉这些数据所

在行后剩余有效数据仍较多，故直接剔除异常或缺失数据所在行。在计算在线民宿需求时，由于数据采

集时间为 2021 年 3 月末到 4 月初，而有 2 条在线民宿的注册时间刚好为 2021 年 4 月，导致无法计算该

民宿的需求情况，故也剔除这些数据所在行，最后剩余 6179 条有效数据。 

3.2. 统计描述分析 

将卧室个数、卫生间个数、床个数、价格、需求列为定量属性，户型、优惠政策、注册时间列为定

性属性，分别统计描述定量属性和定性属性。 

3.2.1. 定量属性 

Table 1. Quantitative attribute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online home stay in Shaoxing City 
表 1. 绍兴市在线民宿定量属性统计描述 

绍兴 平均值 中位数 众数 标准差 极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求和 观测数 

卧室个数 1.25 1 1 0.59 3 1 4 863 690 

卫生间个数 1.14 1 1 0.35 3.5 0.5 4 786 690 

床个数 1.4 1 1 0.68 4 1 5 965 690 

价格 258.25 235 298 128.73 1590 90 1680 178,190 690 

需求 4 2.47 3.97 5.16 53.07 0 53.07 2757.39 690 

 
Table 2. Quantitative attribute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online home stay in Zhejiang Province 
表 2. 浙江省在线民宿定量属性统计描述 

浙江省 平均值 中位数 众数 标准差 极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求和 观测数 

卧室个数 1.45 1 1 1.19 18 1 19 8930 6179 

卫生间个数 1.36 1 1 1.17 24.5 0.5 25 8425 6179 

床个数 1.8 1 1 1.98 49 1 50 11,098 6179 

价格 462.82 286 268 662.62 16,741 59 16,800 2,859,780 6179 

需求 4.56 1.43 0 8.64 74.9 0 74.9 28,190.44 6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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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计算绍兴市与浙江省在线民宿的卧室个数、卫生间个数、床个数、价格、需求的平均值、中位

数、众数、标准差、极差、最值与观测数，以反映绍兴市与浙江省民宿内的具体格局配置情况、价格分

布区间及需求程度。结果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由表 1 知绍兴市在线民宿中，卧室个数、卫生间个数、床个数数据的标准差均较小，且中位数与众

数表明绍兴市在线民宿普遍集中为 1 间卧室、1 个卫生间及 1 张床。而民宿价格标准差与极差都较大，

说明各民宿定价参差不齐，高价则很高，低价很低，价格分布分散程度大，与总体均价的差异也较大，

需求现状与价格现状类似。对于浙江省在线民宿而言，如表 2 所示，虽然格局配置依然普遍集中为 1 间

卧室、1 个卫生间及 1 张床，但是标准差相对较大，表明房间布局种类丰富，各民宿的床位、卫生间、

房间数目差异较大。民宿价格标准差与极差也都较大，表明民宿定价落差很大，价格分布稠密且跨度大，

与总体均价差异显著，需求现状与价格现状类似。 
进一步绘制统计浙江省各地级市民宿数量、需求均值，如图 1 所示，得到杭州市民宿数量最多，绍

兴排列第四，宁波市民宿需求普遍最高，绍兴同样排在第四。 
 

 
Figure 1. Average number and demand of home stay in each prefecture level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图 1. 浙江省各地级市民宿数量及需求均值 

3.2.2. 定性属性 

 
Figure 2. Description and statistics of online home stay room types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Shaoxing 
图 2. 绍兴市在线民宿房间户型与优惠政策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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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Description and statistics of online home stay room types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图 3. 浙江省在线民宿房间户型与优惠政策描述统计 

 
计算频数与频率分别得到绍兴市与浙江省在线民宿房间户型与优惠政策现状，如图 2、图 3 所示。

从图 2 中发现，绍兴市在线民宿的房间户型种类较多，但是不同户型的总计数量差异较大，其中整套公

寓户型最常见，占比 48.26%，其次为占据二成的整间 Loft，整栋平房等其他户型数量较少。在价格的优

惠政策上，以春季特惠折扣居多，无优惠的民宿相对较少，几乎没有连住优惠政策。图 3 观察到浙江省

在线民宿囊括了种类与数量均较多的房间户型，最常见依旧为整套公寓户型，占比 33.89%，其次为占比

24.04%的独立房间与占比 12.46%的整间 Loft。价格优惠政策花样更加丰富，同样春季特惠最多，无优惠

的民宿相对较少。 
 

Table 3. Description and statistics of registration time of online home stay in Zhejiang and Shaoxing 
表 3. 绍兴市和浙江省在线民宿定量属性统计描述 

注册时间(年) 浙江省民宿数量(个) 浙江省比例(%) 绍兴市民宿数量(个) 绍兴市比例(%) 

2012 2 0.03   

2013 14 0.23   

2014 51 0.83   

2015 225 3.64 24 3.48 

2016 601 9.72 31 4.49 

2017 894 14.46 102 14.78 

2018 1386 22.42 189 27.39 

2019 1854 30.00 223 32.32 

2020 1036 16.76 103 14.93 

2021 118 1.91 18 2.61 

总计 6181 100.00 690 100.00 

 
考虑到注册时间在某一程度上也能体现该地级市在线民宿的现状，若在线民宿注册越早的数量越多，

就意味着该地级市在线民宿行业开始越早，现阶段整体发展现状可能会相对更加成熟，某段时间内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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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增即表明行业规模开始兴起，现阶段在线民宿是否进一步扩大规模也一目了然。因此对绍兴市和浙江

省在线民宿注册时间做一个数量统计，如表 3 所示，绍兴市的在线民宿注册时间多数集中在 2017~2019
年，兴起时间较晚，民宿扩增数量有减缓趋势，没有明显的大规模发展现象。而其他地级市在线民宿从

2012 年就开始出现，兴起时间早，并且随着时间流逝数量在逐步大幅度增多，但从 2020 年起新民宿数

量也有所减少。 

4. 绍兴市在线民宿差异性分析 

本节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探究绍兴市与浙江省其他地级市的在线民宿发展是否具有差异性。首先

根据各地级市在线民宿现有的基本信息，建立 CRITIC-熵权法评价模型得到各地级市民宿发展得分，再

采用 K-S 检验观察发展得分总体分布是否具有一致性以纵向比较绍兴市与浙江省其他地级市民宿的整体

差异，最后运用 K-W 检验分别深入评析各民宿的每一类信息指标，进行横向差异性比较。 

4.1. 基于 CRITIC-熵权法的评价模型 

为探究浙江省各地级市民宿发展现状，得出各地级市民宿发展得分以及各指标所占权重，本文综合

运用 CRITIC-熵权法[12] [13]，力求更加客观反映指标权重。 
本文将卧室个数、卫生间个数、床个数、优惠政策、价格、需求作为民宿的评价指标，每一个指标

均为效益型指标，对于优惠政策，用“1”表示该民宿实行了优惠政策，“0”表示该民宿未采用任何优

惠政策。 
根据 11 个地级市中每个民宿的数据，分别计算得到绍兴市与浙江省其他各地级市 6 个指标的权重大

小，各指标权重在表 4 列出。可以看出绍兴市相较于浙江省其他地级市而言，卧室个数、床个数对在线

民宿发展的反映较大，而价格和需求对在线民宿发展的反映较小。 
 

Table 4. Weights of six indicators related to online home stay in cities across Zhejiang Province 
表 4. 浙江省各地级市有关在线民宿 6 个指标的权重 

地级市 卧室个数 卫生间个数 床个数 优惠政策 价格 需求 

绍兴 0.300 0.057 0.224 0.233 0.057 0.129 

杭州 0.233 0.064 0.186 0.266 0.066 0.185 

宁波 0.193 0.087 0.158 0.211 0.117 0.235 

温州 0.183 0.090 0.145 0.286 0.107 0.190 

嘉兴 0.278 0.071 0.222 0.197 0.083 0.150 

金华 0.262 0.048 0.241 0.221 0.077 0.151 

台州 0.193 0.095 0.148 0.335 0.105 0.124 

丽水 0.209 0.074 0.155 0.274 0.083 0.205 

湖州 0.201 0.180 0.173 0.200 0.066 0.181 

衢州 0.227 0.065 0.161 0.261 0.094 0.193 

舟山 0.310 0.052 0.116 0.279 0.085 0.159 

 
由于各地级市各民宿最终发展得分数据数量过多，不宜详细展示。但不难想象，各地级市每个在线

民宿的最终得分不尽相同，且无法直接清晰观察出绍兴市与其他地级市在线民宿发展的差异性，因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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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检验获得的得分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4.2. 基于 K-S 检验和 K-W 检验的差异性分析模型 

4.2.1. Kolmogorov-Smirnov 检验 
采用正态性检验发现各地级市民宿的总体得分并不服从正态分布，故以正态性为前提的 t 检验、方

差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不适用于进行差异性分析。由于样本是从相互独立的地级市抽取的，因此采用

对总体分布无要求的非参数检验——Kolmogorov-Smirnov 检验(简称 K-S 检验) [14] [15]，用以检验两独

立样本的总体分布是否一致。 
设原假设 H0：两个地级市民宿总体发展得分具有相同的分布，备择假设 H1：两个地级市民宿总体发

展得分具有不同的分布。 
运用 SPSS 求解 K-S 检验，发现绍兴与浙江省其他任意一个地级市检验统计量的值在拒绝域内，即

拒绝原假设，认为绍兴与浙江省其他地级市民宿总体发展得分均具有不同的分布，绍兴与浙江省其他地

级市在民宿发展得分上均具有一定差异。 

4.2.2. Kruska-Wallis Test 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绍兴与浙江省其他地级市在民宿卧室个数、卫生间个数、床个数、优惠政策上总体分

布的差异，同样经正态性检验发现每个地级市这些方面所属总体都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采用与一元方

差分析相对应的对总体分布无要求的单项方差秩分析，又称 Kruska-Wallis test (简称 K-W 检验)，用于检

验多个独立样本总体的分布是否有差异。K-W 检验对样本要求较小，满足每个样本的容量大于 5 即可。 
设原假设 H0：N 个总体具有相同的分布，备择假设 H1：N 个总体具有不同的分布。运用 SPSS 计算

得到如表 5 所示的结果，其中成对比较是为了进一步比较哪 2 个地级市总体分布存在显著差异，有无显

著差异由 SPSS 计算得到的调整显著性决定，若小于 0.05，则认为有显著差异，此处只列出与绍兴存在

显著差异的地级市。 
 

Table 5. K-W test and paired comparison results 
表 5. K-W 检验及其成对比较结果 

原假设 显著性 决策者 与绍兴市的成对比较 

卧室个数分布相同 0.000 拒绝原假设 宁波 温州 台州 舟山 

卫生间个数分布相同 0.000 拒绝原假设 温州 台州 湖州 

床个数分布相同 0.000 拒绝原假设 宁波 温州 台州 舟山 

优惠政策分布相同 0.000 拒绝原假设 温州 台州 丽水 衢州 舟山 

价格分布相同 0.000 拒绝原假设 杭州 温州 台州 丽水 湖州 衢州 舟山 

需求分布相同 0.000 拒绝原假设 宁波 温州 嘉兴 台州 丽水 湖州 衢州 舟山 

 
由表 5 可知，K-W 检验的显著性均小于 0.05，认为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在卧室个数、卫生间个数、

床个数、优惠政策、价格、需求这 6 个方面上的总体分布具有显著差异。成对比较结果发现绍兴与杭州

在价格分布上有显著差异；与宁波在卧室个数、床个数、需求上分布有显著差异；与温州、台州在 6 个

方面的分布上均有差异；与嘉兴在需求分布上有显著差异；与金华在 6 个方面的分布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与丽水在优惠政策、价格、需求的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与湖州、衢州在卫生间个数、价格、需求的分布

上存在显著差异；与舟山在卧室个数、床个数、优惠政策、价格、需求 5 个方面的分布有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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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绍兴市在线民宿需求分析 

5.1. 聚类分析对需求水平分类 

对需求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将数据对象的集合分组为由类似对象组成的多个类。运用 SPSS 中

K-Means 聚类选择多种聚类数进行迭代与聚类，发现聚类为三类水平最为合适。绍兴市在线民宿需求最

终的聚类中心用 1、2、3 分别表示三类水平，1 表示需求小，2 表示需求一般，3 表示需求大。聚类结果

得 1 有 562 个，2 有 125 个，3 有 3 个，说明在线民宿的需求程度普遍比较小，本文通过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寻找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从而提高需求水平。 

5.2. 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 

Logistic 回归模型[16]是一种离散变量选择模型，通过构建非线性回归模型建立因变量和一组自变量

之间的相互联系，运用 K-Means 聚类已将需求转换为分类变量，所以本节构建以在线民宿需求为被解释

变量，民宿房间户型、卧室个数、卫生间个数、床个数、价格、优惠政策因素为解释变量的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从而确定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 

设在线民宿的需求为因变量 Y，Y 是有 k 个等级的有序变量，在此 k = 3，即 Y1视为“需求小”，Y2

视为“需求一般”，Y3视为“需求大”，XT = (X1, X2, …, Xn)为解释变量构成的自变量矩阵。对于户型，

根据旅客是否与他人共享空间将户型分为 2 类：一类为独立房间，即旅客有自己的单独卧室，与他人共

享其他空间，赋值为 1；另一类为整个房源，即旅客独享所有空间，无需与他人共用，赋值为 2。其中独

立房间包括公寓式酒店、精品酒店、独立房间、精品酒店客房、酒店客房、酒店式公寓、客栈单间；整

个房源包括整栋木屋、整栋平房、整间 Loft、整套房子、整套公寓、整套酒店式公寓、整套客房、整套

联排别墅。 
利用 SPSS 对绍兴市在线民宿需求的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拟合以及拟合效果检验，分析结

果显示伪 R2中 Cox & Snell R2值为 0.384，Nagelkerke R2值为 0.607，McFadden R2值为 0.484，说明至少

38%以上的因变量可以由模型中的自变量解释。 
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及OR值[17]如表6所示，其中B值列的上标a表示此参数冗余，

将该回归系数设置为 0。OR 值大于 1 表示影响因素是提高需求量的促进因素，小于 1 表示影响因素是提

高需求量的阻碍因素，等于 1 则表示影响因素对提高需求量无影响。 
 

Table 6. Multiple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results 
表 6. 多元有序 Logistic 回归结果 

变量 B 值 P 值 OR 值 

[床个数 = 1] −1.084 0.014 0.338 

[床个数 = 2] −0.981  0.375 

[床个数 = 3] 0.000 1.000 1.000 

[床个数 = 4] 0a  1.000 

[床个数 = 5] 0a  1.000 

[优惠政策 = 0] −1.321 0.014 0.267 

[优惠政策 = 1] 0a  1.000 

[户型 = 1] 1.323 0.012 3.756 

[户型 = 2] 0a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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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表明床个数的检验值 P = 0.014 < 0.05，说明床个数对绍兴市在线民宿需求量影响显著且呈负相

关关系(OR 值 < 1)，即床个数越多，需求量反而越小。优惠政策的检验值 P = 0.014 < 0.05，对绍兴市在

线民宿需求量影响显著且呈负相关关系(OR 值 < 1)，即没有优惠政策时，需求量更小。同样，户型的检

验值 P = 0.012 < 0.05，对绍兴市在线民宿需求量影响显著且呈正相关关系(OR 值 > 1)，即户型为独立房

间时，需求量越大。 

5.3. 在线评论语义网络模型 

考虑到本文涉及的变量并不能较好地反映出消费者具体的需求状况，而消费者在体验民宿后往往会

留下自己的真实感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该民宿的优缺点，从而更好分析在线民宿需求的供求特征。

因此本文于 2021 年 12 月 4 日爬取了 772 个有效评论文本。 
运用 KH Coder，首先预处理评论文本，即剔除文本中出现的“很”、“也”、“好”、“还”、“都”、

“就”等不具有特定意义的且频率较高的词，抽取文献[18]中罗列的主题词并添加“干净”、“整洁”、

“浴室”、“安全”、“宽敞”等具有特定意义的词。 
进而可得到词语之间的共现关系，以可视化网络图直观展现，其中线的深浅表示词之间的相关性大

小，气泡大小反映了频数大小。从图 4 中发现，两个在线评论语义网络中的“房间”、“房东”、“位

置”核心社区表明，在线民宿、房东、地理位置是消费者较为核心的感知维度。对于在线民宿维度而言，

与“房间”社区相连接的“干净”是最大的子社区，表明消费者对住所的卫生条件十分敏感，希望拥有 
 

 
Figure 4. Shaoxing online home stay online review network visualization 
图 4. 绍兴在线民宿在线评论网络可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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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净、舒服、整洁的居住环境，房间大小、空调等硬件设施也与民宿维度联系紧密，越满意的体验越能

促使民宿消费者表达真实意见，对提升需求十分有利。在房东维度上，以房东为核心社区的关联主题词

包括“热情”、“房子”、“沟通”等，表明消费者对房东的服务态度与提供的各类服务诉求比较强烈。

在位置维度上，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交通的便捷程度与周边设施的齐全性均是消费者考虑的重要因素，

并且发现“方便”的子社区为“鲁迅”等景点，考虑到绍兴市丰富的旅游资源，为了方便观赏景点，旅

客往往都会选择离旅游景点近的地区入住，就会对在线民宿的需求产生较大影响。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在线民宿现状分析中得到绍兴市在线民宿卧室个数、卫生间个数、床个数数据的标准差相较

于浙江省其他地级市均较小，以 1 间卧室、1 个卫生间及 1 张床的配备为多，可以根据经济现状及绍兴

市本土特色适度优化改造房间布局种类，提供消费者更多选择。从在线民宿差异分析中，较于浙江省其

他地级市，绍兴市在线民宿的卫生间个数的权重比较小，主要考虑户型的不同导致卫生间数量较少，整

套房间和独立房间这种基本上都会有完整的卫生间，更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并且认为绍兴与浙江省其

他地级市在民宿发展得分上均具有一定差异，但金华与绍兴在卧室个数、卫生间个数、床个数、优惠政

策、价格、需求这些方面上的总体分布不存在显著差异。从在线民宿需求分析中得到价格越低、实施优

惠政策都会增大在线民宿的需求量，因此可以在定价上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同时需要注重房间的硬件

设备情况，使得在线民宿拥有较高性价比，此外考虑到住宿体验，消费者对独立房间的需求量较大。 
因此结合本文所得结果，再在评论文本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可行的参考建议，为绍兴市民宿

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1) 在线民宿的创办要选取在景点周边，交通便利的区域，客流量更大； 
2) 在线民宿要配备齐全的设施，设置合适的优惠政策，打造高性价比民宿； 
3) 创新发展，打造特色在线民宿，融入绍兴独有的城市魅力和人文风采； 
4) 注重在线民宿的体验感，创造干净、舒服、整洁的居住环境，服务到位，提高用户满意度，打造

口碑在线民宿； 
5) 在线民宿房间类型上可以多配备独立房间，独立房间的需求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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