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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深入探究分享经济给社区带来的影响"在对上海I5+W,W官网的 $ $&% 个房源数据

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归纳了上海I5+W,W分布特征"在 I5+W,W 房源较为集中的社区采取社会调查的

方式研究I5+W,W发展会给社区造成的影响% 研究发现"I5+W,W 在上海发展迅速"在空间数量和房

价方面均呈现出从中心城区向周边递减的趋势"交通便利$具有上海风情的房源受消费者关注显

著(在I5+W,W房源集中社区"I5+W,W对社区造成的影响因素集中在房源所在社区类型$旅游者个人

素质$租房目的等方面"目前I5+W,W给社区带来的影响总体较小"尚未引起社区居民的反对(社区

居民对这种分享住宿形式较为关心的是可能带来的在社区冲突$安全和环境方面的消极影响与问

题"对提升社区知名度与形象方面持积极态度% 研究表明"管理机构和I5+W,W 应该共同建立制度"

运用技术手段"避免给社区居民带来潜在的社会风险或环境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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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我们见证了分享经济的爆炸式增长和

其在出行-消费和借贷活动中的受欢迎程度/!0

$ 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分享经济企业之一就是 I5+W,W$

I5+W,W 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平台型公司#房东通

过平台上出租房屋与旅游者建立联系$ 有数据显

示#成立于 %&&H 年的I5+W,W#其商业王国发展迅速#

到 %&!J 年底#在全球范围内超过 !"! 个国家#超过

J$ &&&个城市#拥有超过 % 亿个客房/%0

$

与快速发展的短租行业相伴而生的是这一新

兴产业带来的外部性引发的争议#给监管和政策制

定也带来一系列问题$ 但是#当前缺乏对分享经济

创造的价值和负面影响的全面研究#让政府对于如

何管理这些新型服务公司没有太多的可参考依据$

当前对短租模式的外部性研究多集中在对传统住

宿行业带来的影响方面#例如 Q7+6-8等进行的实证

研究证明了分享住宿对德州当地酒店收益的负面

影响/^0

$ 而对于给社区带来影响的实证研究则存

在缺失$ 正如 I5+W,W 的口号(旅行中#像当地人一

样生活)所表示的那样#社区的参与是树立并维持

I5+W,W品牌独特性的重要基础$ 因此#研究社区居

民感知的I5+W,W 可能带来的社区影响以及可能做

出的反应非常重要$ 本文以上海为例#试图通过访

谈和问卷调查了解I5+W,W给社区带来的影响#并根

据研究结果提出合理的管理建议$

一%文献综述

##

#一$分享经济与5%$6+6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分享经济的产生/E0

#

但是当前分享经济理论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分享

经济的概念仍然存在争议#分享经济 ! ;1-+5,2

7<),)P:" 也 被 称 为 协 同 消 费 ! 0)..-W)+-9567

<),8*PB95),"-协作经济!0)..-W)+-95677<),)P:"-个

人生产经济![77+bB+)>*<95), 7<),)P:"或者个人对

个人经济![77+D9)DB77+7<),)P:"$ G))BP-, 等将分

享经济定义为一个使用互联网的市场#可以将网络

内分散的个体连起来分享或者交换未充分使用的

资源/$0

$ K-P-+5等认为分享经济是基于个人与个

人之间的获得-给予或者分享商品和服务#通过社

区网络服务进行调节/E0

$ 尽管关于分享经济的概

念难以达成共识#但是学者对分享经济的提高效

率-企业变革-创造价值等优点予以肯定/JD'0

$

作为分享经济的代表企业之一#I5+W,W 的发展

一直受到高度重视$ 当前对于 I5+W,W 的研究包括

其商业模式-未来发展道路-经济影响-政府管理问

题等$ 王振家认为 I5+W,W 之所以受欢迎的一个重

要原因是因为它可以帮I5+W,W 房东和用户省钱/H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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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c-.-发现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是房东加入

I5+W,W的重要原因#同时经济收益也是原因之

一/"0

$ 这也符合分享经济创造的经济价值$

Y*88:->5-1 发现可持续性!例如社会经济责任"-社

区!例如社区互动"和经济利益!例如更低的成本"

是吸引人们参与I5+W,W的 ^ 个主要原因/!&0

$

关于I5+W,W对酒店行业的影响#不同学者的观

点不同$ Q7+6-8等以及 (-P57等的研究都表明

I5+W,W 的发展确实对传统酒店业有负面影响/^#!!0

$

与 Q7+6-8等和 (-P57等研究不同的是#A7787+和

01)5等的研究发现 I5+W,W 对韩国-挪威-芬兰和瑞

典的酒店收益没有什么或没有太大的影响/!%D!^0

$

尽管对酒店收益的影响较小#I5+W,W 进入最多的地

区会导致平均每晚房价下降/!E0

$

分享经济的确可以让日常生活更加方便#但是

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对长租房屋库存下降给当地

居民带来不便#网上评论的信用风险以及对兼职工

作者而言不完善的保险系统/!E0

$ I5+W,W 无论是在

经济方面或者在文化领域确实创造了价值#但是快

速发展的I5+W,W 确实给其他利益相关者带来不利

影响#有成本转移之嫌$ 尽管对 I5+W,W 产生的影响

还没有全面了解#f77和 L8c-P等都主张采用支持

性政策而非禁止性政策来对待I5+W,W 的发展/!$D!J0

$

X5..7+提出可转移共享权利 !Y+-,8/7+-W.781-+5,2

+52198#Y;S"的概念来制定法律#作为规范分享经济

发展的替代条例/!'0

$ 分享经济中有大量的创新行

为#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政府难以管理$ 但是#分

享经济的健康发展又离不开政府管理$ 因此#政策

制定者应该开始考虑可以被实施于分享经济的特

定规则/!H0

$

#二$社区影响相关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5-.7T<1-,27917)+:# ;=Y"是

一个试图来解释个体之关系的理论/!"0

#通常被用于

研究对旅游的感知和态度/%&D%!0

#用于理解互动情景

中个体或群体之间的资源交换行为/%%0

$ 这种资源

交换#包括物质材料和象征资源的交换#是定义交

换过程的关键点$ ;1-+B.7:认为如果旅游者仅与社

区居民共享空间而不与其进行交流或互动#这种交

换过程就不存在/%^0

$ 因此#I5+W,W 中的交换过程主

要发生在租客和房东之间$ 但是#这种交换行为也

会给社区内其他居民带来一定影响/%!0

$ Ucc-.-用

社会交换理论研究房东的出租行为#发现住宿交换

过程中的内含收益对房东控制感和交换过程中的

舒适度有推动作用/"0

$ 但是#分享经济的独特性也

导致其不同于传统研究#直接将社会交换理论的完

整框架用于 I5+W,W 对社区影响进行研究显然有不

妥之处$

旅游会给当地社区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些影响

可以分为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三大类#已经被研

究者广泛且深入地研究过$ 在所有的影响中#经济

增长和发展被高度肯定#随着时间推进经济活动增

长呈现出乘数效应/%ED%$0

$ 创造更多的工作-增加税

收-改进基础设施-提高生活质量等都是旅游带来

的积极影响/%!#%J0

$ 此外#旅游者和社区居民之间的

互动也能推动文化交流/%'0

$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而

言#旅游提供了一个环境保护的机制/%!0

$ 但是#这

些积极影响的出现并没有任何成本$ 研究发现旅

游发展也会导致物价和房价上涨-生活成本增加-

交通拥堵-停车问题-犯罪率增加-旅游者和当地居

民之间的冲突-改变旅游目的国家的生活方式等其

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J#%HD%"0

$ 与此同时#对当地

社区也有可能会造成文化冲击#可能破坏社会习

俗#分解社会结构并破坏社区个性/^&D̂!0

$ 此外#对

环境的负面影响更加突出#例如空气污染-水污染-

垃圾污染-噪音污染-野生动物灭绝-公物破坏

等/^%0

$ 此外#学者们也发现许多影响社区居民对感

知旅游影响的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是内部变量和外

部变量两类/%^0

#前者主要包括旅游发展阶段-旅游

和旅游者类型-国家发展阶段等#后者主要包括经

济或就业对旅游的依赖性-社区联系-到旅游区域

的距离-与旅游者的互动行为-个人价值观-社会身

份或社会地位以及人口统计学特征等$

社区居民感知的旅游带来的成本与收益平衡

是旅游得以成功发展的关键因素/%^0

$ 这也同样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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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 I5+W,W 的发展#尤其是在 I5+W,W 发展的早

期/^^0

$ 换句话说#只有当社区居民感知到 I5+W,W

带来的好处大于成本时#才会支持其发展#或者最

起码不会反对其发展#因为本地社区居民的态度会

直接影响旅游规划/%%0 和旅游发展政策/%!0

$ 而

I5+W,W采用新的商业模式给这一社区影响带来了不

确定性/^E0

$ 可以确定的是 I5+W,W 发展必然会给当

地社区发展带来一定积极影响#例如推动文化交

流-为房东和旅游者创造经济利益等#但是 I5+W,W

这种积极影响并非是平等分配的/!$0

$ 此外#I5+W,W

的主要积极影响是对I5+W,W 的参与者房东而言#至

于对核心利益相关者而言#即社区居民#他们并未

参与I5+W,W商业模式中#并非直接积极经济利益的

受益者#而是被动接受者$ 而这些社区居民的态度

又会影响I5+W,W未来的发展#因此I5+W,W发展给社

区居民可能带来的影响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三$5%$6+6给社区带来的影响

尽管许多学者已经采用了各种方法来测量旅

游影响的感知/%HD%"#^E0

#本文针对 I5+W,W 给社区带来

的影响#在已有模型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从积极影响来看#毫无疑问 I5+W,W 最突出且重

要的影响之一是可以推动文化交流$ I5+W,W的品牌

标语#像本地人一样生活#是 I5+W,W 成功原因之

一/!J0

$ 无论是 I5+W,W 房东还是用户#他们都希望

能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通过这种房东-旅游者

以及当地居民之间的互动#社区形象提升通常是这

一现象背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I5+W,W带来的积极社

会文化影响意味着提高各种设施的使用机会#包括

基础设施-零售商店-娱乐活动等/!J0

$ 与之类似的

是#G5P等称这些相关内容分别为(形象提升的结果

是社区自豪感) (社区兴奋)和(加强社区中的朋友

关系)$ 社区团结主要是指社区精神-身份的认同

感等#相关内容也被 G5P等称之为社区联系和社区

自豪感/%H0

$

从消极影响来看#旅游发展会提高当地生活成

本#学者已经发现 I5+W,W 可以提高长期房租价格#

同时还会导致长租市场供应的下降/^#!$#^$0

$ 因此#

I5+W,W的发展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当地社会居民的生

活成本和生活质量$ 由于 I5+W,W 依赖于网络上良

好行为的人履行双方事先约定好的承诺#当有人不

遵守约定时#I5+W,W 的发展就有可能给环境带来负

面影响$ 正如K)+9), 指出的那样#I5+W,W 确实允许

房东将成本转嫁给其邻居#尤其是当游客非常吵闹

而且具有破坏性的时候/^J0

$ 此外#大量游客也可能

会导致社区现有资源使用的冲突#尽管从积极影响

来看有可能会促使社区管理者在现有设施的基础

上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建设/!J0

$ 如果无法合理地处

理房东-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也会

发生$ 此外#f.)B认为带给公寓邻居的主要负面影

响有生活和安全问题/^'0

$ 结合G5P等提出的量表#

本文将负面影响因素分为安全风险-经济成本-环

境问题和社区冲突#并对这些问题项做适当修改以

便更好地适应I5+W,W的情景$

综上#本文从积极和消极两个角度出发探究

I5+W,W给社区可能带来的影响$ 积极影响主要包括

社区联合-社会文化交流-社区知名度与形象提升 ^

个方面&消极影响主要包括经济成本-安全问题-环

境问题-社区冲突 E 个方面$

二%5%$6+6在上海的发展

##为了全面了解 I5+W,W 在上海的发展#我们从

I5+W,W上海官网搜取了 %&!! 年 !% 月到 %&!J 年 ^ 月

的房源数据#共得到 $ $&% 条有效房源信息#包括房

价-标题-地址-房间类型-房屋类型-可出租时间-

评分-房源评论等信息$

#一$空间分布

通过对I5+W,W的房源数量和分布进行分析#发

现I5+W,W房源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主要为静安区-

黄浦区-浦东新区和徐汇区 E 个城区#而且房源数量

呈现从中心城区向四周呈递减的趋势$ 房价基本

符合房源空间分布特征#距离中心城区越远的地方

房价越便宜$ 黄浦区-徐汇区和静安区 ^ 个区房价

最高#平均每晚房价超过 E&! 元&临近中心城区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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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在 ^&! dE&& 元之间&郊区房价主要在 %&! d

^&& 元之间#包括奉贤区和嘉定区$

##

#二$关键词分析

对房源描述的关键词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代

表上海风情-主要商圈和交通枢纽的 ^ 类关键词占

比最高$ 代表上海风情的关键词主要是指代表历

史文化特征和主要景点的词汇#例如外滩-法租界-

田子坊等&商圈主要是指南京东路-南京西路等词

汇&交通枢纽类关键词主要是指火车站-地铁站-机

场等词汇$ 上海 I5+W,W 房源描述关键词统计分析

结果如表 ! 所示$

#三$房源类型分析

对得到的 $ $&% 个房源中有评论的 % JJ% 个活

跃房源进一步分析#发现整套房子!或公寓"类型的

房源数量最多#共 ! $&J 条#占 $J@Jh&独立房间次

之#共 ! &$^ 条#占 ^"@Jh&合住房间最少#共 !&^

条#仅占 ^@"h$ 表 % 是上海I5+W,W活跃房源!有评

论房源"类型分析$ 大比例整套房源充沛也反映了

表 I 上海5%$6+6房源描述关键词分析

类型 关键词 数量_个 百分比_h

风情类

商圈类

交通类

外滩 !E^ EC"H

法租界 $!" !HC&"

田子坊 H& %C'"

迪斯尼 %$ &CH'

豫园 ^! !C&H

淮海路 !!H EC!!

石库门 E$ !C$'

佘山 !" &CJJ

共计 "H& ^EC!J

中山公园 ^' !C%"

陆家嘴 !'% JC&&

徐家汇 !'% JC&&

南京路 %E& HĈ'

新天地 %!% 'Ĉ"

五角场 ^J !C%$

共计 HJ" ^&C%"

火车站 !!J EC&E

机场 !E% EC"$

地铁 'J% %JC$J

共计 ! &%& ^$C$$

消费者对房屋安全-私密及个性化的需求倾向$

#四$房源关键词属性与房源活跃

度相关性分析

通过 ;[;; %%C& 对房源类型和房源描述关键词

属性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 所示#根据

[7-+8),检验结果可知#852值为 &C&&! j&@&!"#房源

类型与房源活跃性在 &C&! 水平上显著$ 因而可以得

知#房源关键词描述类型与房源活跃性相关$ 换言

之#房源的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房源的入住情况$

综上可以发现#上海 I5+W,W 房源多集中在中心

城区#交通便利-具有上海风情的房源最受关注#而最

受欢迎的房源类型为整套房子!或公寓"和独立房

间#这些给接下来田野调查的选址提供了研究基础$

三%调查过程与调查结果

##

#一$调研过程

为了全面彻底地了解短租给社区居民可能带

来的影响#根据本文研究框架设计了调查问卷$ 问

卷主要内容分为 E 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受访者人

口统计学特征的调查#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

度-家庭收入等&第二部分是受访者对 I5+W,W 的了

解及类似短租民宿产品经历的调查&第三部分是根

据 ' 个影响维度的社区影响调查&第四部分为开放

式题项#旨在了解受访者对 I5+W,W 发展中最关心的

问题以及社区影响题项中没有包含在内的内容$

本文田野调查选择了两处房源集中地社区开展#以

正在锻炼的社区居民和出入小区的社区居民为主

要调研目标$ 调研社区不仅包括以钢筋混凝土为

主的现代社区#也包括木结构为主的上海老弄堂$

经历两周的实地调研#共获得 %^H 份调查问卷#以下

为调查的主要结果$

表 J 上海5%$6+6活跃房源#有评论房源$类型分析

房源类型 数量_个 百分比_h

整套房子!或公寓" ! $J& $JCJ

独立房间 ! &$^ ^"CJ

合住房屋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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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研结果

IO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

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结果如表 E 所示#男性

受访者 !&J 人#占总人数的 EEC$Eh&女性受访者

!^% 人#占总人数的 $$CEJh#女生稍多于男性#总体

相差不大$ 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大专和本科受访者

!J& 人#占总体的 J'C%^h#可知受访者整体文化水

平较高&在年龄方面#%^ d%" 岁的受访者最多#约占

总数的一半&家庭人均月收入的分布情况中以

$ &&! d!$ &&&元最多#占总体的 E%C&%h$

JO受访者民宿产品体验经历

在 %^H 位受访者中#!J% 位受访者住过民宿#'J

位受访者没有住过民宿$ 在住过民宿的受访者中#

最近一次入住民宿经历以国内游为主#有 !^^ 人#剩

余 %" 人为境外游时入住民宿&在这 !J% 位受访者

中#有 !!% 位直接通过携程-艺龙-去哪儿-I5+W,W 等

网站直接预订民宿$ 这说明大部分受访者都体验

过相关民宿产品#对民宿较为了解#问卷结果比较

可信$

MO受访者对5%$6+6的了解情况

受访者对I5+W,W的了解程度分析结果显示#在

%^H 位受访者中#以从未听过I5+W,W人数为主#比例

高达总数的一半&对I5+W,W了解程度在一般以上的

有 JH 人#仅占 %HC$'h$ 这表明#总体而言受访者

对I5+W,W了解程度不深$ 此外#受访者对所在小区

I5+W,W房源的关注情况也以(没有了解过)为主#占

比高达 J^C&^h&仅有 HH 位受访者通过身边的朋友

了解过这一情况#其中仅有 !% 位受访者知晓所在社

区有I5+W,W房源$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 I5+W,W

的快速发展尚未引起大多数社区居民的关注#间接

反映出当前I5+W,W对社区居民的影响比较有限$

SO社区影响调查结果

对I5+W,W 社区影响的 ' 个维度得分情况进行

整理#结果如表 $ 所示$

!!"积极影响$ 在I5+W,W积极影响的 ^ 个维度

中#社区联合-社会文化交流-社区知名度与形象提

升总分分别为 ^C!!-^CEH-^Ĉ$#社会文化交流感受

最为突出#社区知名度与形象提升次之#社区联合

感受较为不明显#这可能与访问小区以电梯房为

主-人际关系相对冷漠有关$

在社区联合中#受访者主要认可 I5+W,W 能提高

社区成员对自己作为是社区一员的归属感&在提升

社区自豪感-加强社区精神和社区团结方面#受访

者的态度趋于一般$ 社会文化交流方面总平均分

为 ^CEH 分#表明受访者总体认为 I5+W,W 可以促进

社会文化的交流#尤其是可以为当地居民提供见到

新面孔的机会#可以提高对其他文化和旅游者的认

识$ 此外#受访者对I5+W,W在提升社区知名度与形

象方面是持赞成态度的#尤其赞同可以增加向外地

旅游者介绍社区的机会# 增加在全世界范围内介绍

表 M 房源关键词属性与房源活跃度相关性检验表

指标 K-80)PP7,98

房源关键词

尾性类型

皮尔森 ![7-+8)," 相关
&C!!E

$$

显著性!双尾" &C&&&

平方和及交叉乘积 E'%C!JH

共线性 &C&HJ

, $ $&%C&&&

##注%

$$

表示相关性在 &C&! 层上显著!双尾"$

表 S 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

受教育程度 数量_个 百分比_h 家庭人均月收入_元 数量_个 百分比_h 年龄_岁 数量_个 百分比_h

硕士及以上 %" %!C"' ^ &&& 以下 !" 'C"H %% 及以下 EH %&C!'

大专和本科 !J& J'C%^ ^ &&! d$ &&& ^" !JĈ" %^ d%" !%& $&CE%

高中和中专 %E !&C&H $ &&! d!& &&& !&& E%C&% ^& d̂ " ^" !JĈ"

初中 !H 'C$J !& &&! d!$ &&& E" %&C$" E& dE" !! ECJ%

其他 ' %C"E !$ &&! d%& &&& !J JC'% $& 及以上 %& HCE&

b b b %& &&! 以上 !$ JĈ& b b b

##

吴晓隽$等!分享经济对5%$6+6房源集聚社区影响的实证研究



社区的机会&而在提高社区地位方面#受访者态度

趋于中立$

!%"消极影响$ 消极影响的 E 个维度经济成

本-安全风险-环境问题-社区冲突总分分别为

^@̂H-^Ĉ'-^C%J-^CE!#表明社区居民认为最有可能

带来的消极影响为社区冲突$ 在开放式问题中也

有部分受访者认为即便有外来旅游者入住#但由于小

表 Q 5%$6+6社区影响结果表

项目 描述 得分 总分

积

极

影

响

社区

联合

社会文化

交流

社区知

名度与

形象

提升

提升社区自豪感 ^C&J

加强社区精神 ^C!&

加强社区团结 ^C&"

增强作为社区一员的归属感 ^C!H

提高对其他文化和旅游者的认识 ^CEH

为保护当地文化提供一种激励 ^CE^

为当地居民提供见到新面孔的

机会
^C$H

增加对出去旅游的兴趣 ^CEE

增加在全世界范围内介绍社区的

机会
^CEE

增加向旅游者介绍社区的机会 ^CEH

提高社区的地位 ^C!$

提高社区的国际知名度 ^Ĉ^

^C!!

^CEH

^Ĉ$

消

极

影

响

经济

成本

安全

风险

环境

问题

社区

冲突

社区环境维护费用增加 ^CE'

社区健身设备损耗加剧 ^C%$

房价_租金提高 ^CE"

物业费用增加 ^C%"

犯罪行为增加 ^CE

增加恐怖风险!例如炸弹威胁" ^C!^

引起恐怖主义者的兴趣 ^C&&

来自游客的干扰增加 ^C'%

由于安全风险导致心理焦虑增加 ^CJ&

垃圾和浪费数量增加 ^C$J

加重空气污染 ^C&&

提高噪音等级 ^CJ"

负向影响社区发展 %C"!

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会加剧污染 ^C!J

对当地社区的环境破坏 ^C%$

房东-房客与邻居之间的矛盾 ^C$'

有限社区资源居民与旅游者使用

冲突#如健身器材等
^C%E

干扰当地社区居民的正常作息 ^CJ&

游客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冲突和对

抗增加
^C%E

^ĈH

^Ĉ'

^C%J

^CE!

区总体人数相对不变#依旧在社区承载力范围之

内#因此#I5+W,W短租模式对社区环境等因素影响相

对较小$

经济成本中#受访者认为 I5+W,W 有可能导致房

价或租金的提高#这主要是由于I5+W,W 可能造成租

房市场供不应求#产生卖方市场#有使得房价或租

金提高的可能性$ 另外#短租房源的增多也会导致

社区环境维护费用增加$ 安全风险的总平均分是

^Ĉ'#而受访者认为可能导致来自游客的干扰增加

!如流氓行为-沟通障碍-基础设施破坏等"这一影

响因素的平均分高达 ^C'%$ 这说明#受访者认为

I5+W,W很可能存在游客干扰这一不利因素$ 在环境

问题中#受访者认为I5+W,W很有可能导致噪音等级

提高#由于与旅游者作息不同或者房源隔音效果不

佳等原因#可能会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 在社区冲

突方面#受访者认为 I5+W,W 可能造成房东-房客与

邻居之间的矛盾#以及干扰当地社区居民的正常作

息$ 而在开放式问题中#受访者最为关心安全和环

境问题&受访者认为只有当 I5+W,W 对其产生的消极

影响巨大时#才会反对I5+W,W的发展#当前I5+W,W对

自己造成的影响不大$

#三$总结

总体看来#社区居民认为 I5+W,W 平台能够为其

带来与外界交流的机会#提高社区知名度和形象#

同时增进其对外地文化的了解#加强文化的多元化

发展$ 但是#也有部分受访者认为由于语言沟通以

及外来租客停留时间较短问题#这些积极影响十分

有限$ I5+W,W 短租平台为社区带来积极影响的同

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在 I5+W,W 发展的过程

中#社区居民对安全和环境问题表达出了一定程度

的担心$ I5+W,W可能导致社区房价或房租的提升#

这对于长期租住在社区的居民而言#会增加租房压

力$ 此外#许多居民认为I5+W,W 短租平台会加大游

客-房东和社区居民之间的冲突#而如何处理好这些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才是I5+W,W 平台得以长久

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旦社区居民的利益因此受到了

影响#则I5+W,W短租平台的长期发展将步履维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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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发现

##

#一$上海 5%$6+6拥有巨大的发展

空间

I5+W,W正式进入中国市场是在 %&!$ 年 H 月#截

至 %&!J 年 ^ 月上海已有超过 $ $&& 条房源信息$

而同为世界大都市的纽约#其 I5+W,W 房源数已达

E& %%'条/^H0

#以上海的城市密度和市场深度#I5+W,W

应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社区居民对 5%$6+6的社区影

响呈现出较为理智的态度

当前社区居民虽然对 I5+W,W 给社区带来的积

极和消极影响都有一定认识#但是这些感知并不十

分强烈$ 以积极影响中得分最高值社会文化交流

为例来看#也有部分受访者认为短租旅游者居住时

间过短#与外来租客的交流时间机会和时间都比较

少&此外#也有一部分受访者表示与外地租客可能

存在语言问题#无法进行沟通交流$ 在消极影响

中#社区冲突虽然居于首位#但是在与受访者沟通

的过程中#大部分受访者认为这与外地租客个人素

质相关#这表明虽然小区居民认识到 I5+W,W 可能给

社区带来一定的冲突#但是并没有对其完全否定$

#三$社区居民对 5%$6+6的认识程

度差异以及类似住宿体验影响个体

态度

虽然上述研究表明是否住过民宿对 I5+W,W 评

价影响差别甚微#但是仍有部分社区居民表明相似

的住宿经历对他们的态度有一定影响$ 本身是

I5+W,W的用户#在国外出游时已经在 I5+W,W 上获得

了良好的住宿体验#更容易接受和支持 I5+W,W 的新

型短租模式$ 因而#对上海的 I5+W,W 发展持支持的

态度$ 这一结果也同样适用于那些拥有良好短租

体验的受访者$

在开放式问题中#有部分受访者也表示经历过

I5+W,W账号被盗或者约定的房主临时拒绝入住这种

不良体验#且事后I5+W,W也没有对受访者提供合理

的解决方案#所以这部分受访者对于 I5+W,W 的平台

安全和入住持怀疑态度#不赞成 I5+W,W 这种住宿

方式$

#四$可能影响社区居民对 5%$6+6

社区影响感知和态度的其他因素

根据在与受访者沟通的过程中以及开放式问

题中受访者提到的内容#现将可能影响小区居民对

I5+W,W带来的社区影响认识的因素归纳如下$

IO房源所处社区类型

在开放式问题的答案中#受访者表明 I5+W,W 房

源对传统里弄社区居民产生的负面影响明显高于

在当代社区中的居民$ 因此#在考虑 I5+W,W 对社区

产生的影响时应该把建筑结构和材料考虑在内$

正如一部分受访者说的那样#如果是针对在上海传

统里弄里的房源#或者隔音效果不佳的房源#很有

可能会影响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尤其是当旅游者

的生活作息时间可能跟居民的日常生活节奏不一

致时$ 对于独栋房屋或者当代社区中某一套公寓

而言#这一影响就十分有限#因为 I5+W,W 通常只对

上下楼或左右两侧邻居产生影响$ 因此#房源类型

不同或社区居民居住位置不同#所感知的社区影响

不同$

JO短租目的

针对本地短租行为#部分受访者反映由于

I5+W,W价格相对便宜#可以短期租赁!一天或者两

天"#能够吸引上海本地的年轻人通过 I5+W,W 来租

赁房屋开展娱乐-聚会-轰趴等活动$ 对于外地旅

游者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噪音等问题多出于对消费

者素质无法确定或房源本身隔音效果的担忧$ 与

外地旅游者相比#本地人租赁带来的噪音问题更加

明显#他们多出于聚会目的短租房屋#因而在行为

方面与在自己常驻社区的日常行为存在较大差异#

过于喧嚣吵闹的行为对左右邻居或上下楼邻居的

正常作息影响较大$

综上所述#I5+W,W正式进入中国时间尚短#在中

国的发展尚处于初期#当前上海 I5+W,W 的房源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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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当地社区的影响有限$ 而

且大城市陌生人的社会属性降低了短租客与社区

居民发生摩擦的可能$ 本文的研究结论仅能用于

理解上海I5+W,W发展初期给社区居民带来的影响#

随着I5+W,W房源规模的不断扩大#对社区的影响必

然会加大#未来可以进行追踪研究$

五%结语

##在对上海I5+W,W基本分布特征了解的基础上#

通过田野调查深入了解 I5+W,W 给社区带来的影响#

发现社区居民对I5+W,W的总体了解程度不高#社区

居民对I5+W,W带来的社区影响持相对理智的态度#

而且都认识到I5+W,W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社区居民最为关心的是安全和环境问题$ 此外#

I5+W,W 对社区造成的影响受房源所在社区类型-旅

游者个人素质-租房目的等因素的影响$ 政府和

I5+W,W应该共同建立管理框架来避免 I5+W,W 可能

给社区带来的潜在风险和问题#例如犯罪问题-旅

游者对社区居民的干扰等$ 另外#政府应理性地看

待I5+W,W的管理问题#而非采取极端的措施扼制

I5+W,W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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