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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饭店经理人奠定管理创新的坚实基础 

——序《赢在起点：谈高星级酒店的筹建与开业筹备》 

饭店研究  加入时间：2007-4-2     点击：132 

  众所周知，饭店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前者是从饭店管理的基本原理和运行体系

角度说的，后者则是饭店经理人员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地借助自己的才情与经验，创造性地把

科学原理和管理体系融入到饭店运作实践中去。由于艺术是充满激情和个性的，所以将业界的焦

点置于服务人员和管理者的身上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强调饭店的品质，强调管理的

创新，强调经理人和他的团队的才华在全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与作用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然

而，如果我们把探究的目光从艺术表演的舞台转向后台时，将会发现另一个以工程和技术为导向

的基础体系无所不在地为经理人的创新行为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进一步地，我们还会发现，这一

基础和支撑很多时候对于饭店经理人员来说又是一个既定的，或者说外生的因素，并在客观上决

定了饭店品质的基准尺度和管理创新的极限边界。 

  反观现实，无论是饭店管理的运作实践还是学术研究，我们似乎都将一个市场上既定的饭店

作为参照物，思考对外部市场的拓展、对入店客人的服务、对内部资源的督导与控制，等等。至

于饭店是如何成为旅游住宿市场上“这一个”产业运行主体？它又将向哪个方向发展？以及如何

发展？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很少能够走进传统的饭店管理学术与实践的视野。回顾中国当代饭店

业二十余年的发展进程，饭店管理在产业实践层面上的先进性和理论研究层面上的繁荣态势，主

要是以屏蔽掉饭店生命周期的两端，即孕育期和发展期为代价的。长期以来，国内业界对饭店进

入市场以后行为的过度关注，使得饭店的筹建与筹备工作事实上被置入了越来越难以打开的“黑

箱”状态。 

  对于饭店职业经理人而言，由于无法介入管理对象的萌芽和发育阶段，只能被迫接受一个既

定的事实。当他/她以自身的经验和才能试图对饭店加以改进和创新的时候，就会发现许多常规
的努力和天才的构想因为饭店设计、建筑和功能布局的先天不足而扼腕长叹了。随着技术的进步

和客人消费模式的变迁，业主和管理公司又会对饭店经理人员提出包括新建、扩建和装修改造方

面更多更高的要求。如果无法对此做出及时有效的回应，那么饭店经理人员的职业价值无疑将会

在时代的进步中逐渐贬值。 

  对于饭店管理公司而言，集合若干具有从业经验的经理人员，带着一套服务标准和管理流程

就可以拓展商业疆界的时代正在逝去。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要求饭店管理公司从项目论证和方案设

计阶段就介入进来，并能够提供相应的专业顾问，与专业化的设计公司和供应商一起为即将进入

市场的饭店打下成功的运行基础。形势的发展正在引导饭店管理公司把自己的服务领域向产业链

的前端延伸。 

  对于饭店研究和学术成长而言，目前集居于大学校园和研究机构，以工商管理为主的学者群

体还无法应对产业实践提出的现实呼唤。在现有的学术体制下，人才培养中的知识建构和理论研

究中的领域拓展都对这一“黑箱”显得力不从心。现实的压力也是突破的机遇，在可以预见的将

来，中国饭店管理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可能会增加若干项目筹建和饭店筹备领域专门的知识模

块，还可能随着研究人员的增加和理论范式的稳定而逐步形成一个专门的理论分支。 

  对于整个饭店产业而言，由于项目筹建与饭店筹备领域学术研究的落后，一方面形成了产业

实践领域的先天不足，另一方面也使得饭店管理的理论建构难以深化，人才培养与现实需求之间

也日趋结构性失衡。尽管也有不少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了这一困境，但是由于具有丰富实践经历



的专业人士和管理者无暇或者无力进行系统的理论建构，而从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或者因为不屑于

此等工程操作层面的“奇技淫巧”，或者因为缺乏实践背景而只能纸上谈兵，结果只能是眼见这

一越来越大的 “黑箱”却无法打开。长此以往，高速增长的中国饭店产业很可能就会因为微观

运行主体的初始发育的不良而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中国饭店产业发展和学术成长的学者，在对上述问题思索和担忧的同时，

却因为将有限的学术资源配置到了有关饭店体制改革、集团化发展和业态创新领域，也因为实践

领域的学术积淀的缺失而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月底的一天，当李宏斌先生敲开我的办公室，

捧出厚厚一叠的论著打印稿请我作序的时候，仅仅是《赢在起点：谈高星级酒店的筹建与开业筹

备》的标题就让我眼前一亮。在交谈过程中，我进一步了解了作为南航旅游的高管人员，作者曾

经亲自负责筹建和筹备了三家高星级饭店。为了本书的写作，他曾经先后走访了数百家饭店及其

管理人员，历经十月，终成此书。我深知对于一名工作在饭店管理第一线的饭店经理人而言，时

间当是最为稀缺的资源，而对于中国饭店产业的实践者和研究者而言，有关筹建和筹备方面的知

识与工具也是供给不足的。由是观之，本书的面世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因此，

尽管是初次见面，尽管自己在未来的一个月里的日程已经是按小时计了，我还是立即答应了作者

为本书作序。 

  在接下来的一周时间里，这本书一直占据了我紧张的行政日程和学术旅行的每一个间隙，并

迫使我努力思考它出版以后的功能与作用。在挤出两个完整夜晚的时间浏览了本书以后，学术直

觉告诉自己：长久以来困惑中国饭店业界和学术界的筹建与筹备工作的“黑箱”已经被宏斌先生

打开了一扇完整的门窗。 

  不积圭步，无以至千里。古人还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时代的发展和环境的变迁要

求那些致力于创新的饭店人必须了解更多的领域，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

提升自己的管理技能。愿更多的中国饭店人有时间读一读这本书，从设计、筹建和筹备工作开

始，从源头开始，把饭店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管理创新行为建立在更加理性的基石之上。 

  

（李宏斌著，《赢在起点：谈高星级酒店的筹建与开业筹备》，中国民航出版社， 
2007年6月第一版。） 

  

上一条：论低星级饭店的产业分化与资源整合 

下一条：市场的理性价值与制度的创新意义 

·环境标志为饭店“创绿”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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