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关中国饭店集团发展的综述 

文/文 平 

   饭店行业在我国各个行业中是开放最早、也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浅开放力度最大、与国
际接轨步伐最快的一个行业。无论在引进外资，还是引进外国的管理经验方面，均为如此。 
国际饭店集团的介入使中国饭店行业能紧紧跟上国际发展步伐，然而，作为本土的饭店管理者是否
看到了一些隐藏的问题和隐患：第一，国有饭店和外资饭店在管理上和效益上的差距非常明显，而
且这种差距越来越大；第二，国际饭店集团成熟的饭店联号以及他们在管理上、成本降低上、销售
网络上、整体推广上明显要好过国内的单体饭店，甚至一些国内饭店集团。对国内饭店集团发展的
研究应该说是刻不容缓了。 
   笔者搜索到从1995年至今48篇关于中国饭店集团的论文。中国饭店业发展了近30年，有关饭
店集团的文章却不到50篇，可见人们对这个领域的研究才开始起步。1998年的文章占6.2%，1999年
的文章占15.2%，2000年的文章占7.9%，2001年的文章占7.9%，2002年的文章占24.8%，2003的文章
占13.1%，2004的文章占13.1%，2005年的文章占6.2%。可以看出，饭店集团化的趋势渐渐受到人们
的关注。 
   笔者在阅读了这48篇论文后，将它们进行了归纳分类。现在人们对饭店集团的研究主要分这
几个方面：1、从管理理论的角度，其中有42篇； 2、从经济的角度，其中有3篇；3、对国外饭店
集团的单独论述的，其中有3篇。 
   一、管理层面 
   从这个层面进行阐述的论文主要是对饭店集团的管理模式、发展战略、运作方式、条件分析
进行剖析。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戴斌、牛志文等人比较活跃。一般主要论述内容可以作如下的步骤归
纳： 
   第一步：首先提出中国目前的旅游业发展兴盛，但是虽然是旅游大国，却不是旅游强国。中
国饭店业在1998年以前发展的喜人势头过后，从90年代后期开始，全国的饭店遭遇了出租率不断下
降的局面。  
   第二步：进一步的，作者指出集团化的优势。总结下来有这么几条：1、营销优势；2、财务
优势；3、管理优势；4、技术优势。 
   第三步：作者会接着提出集团化的方法，一句话概括就是资本运行。资本运行简单的说就是
包括了兼并、收购、管理合同、特许经营等等。产权不变的诸如联合、承包、租赁、委托代理、特
许权转让等，产权要变的诸如兼并、收购、资产重组、破产、拍卖、股份制改造等等。  
第四步：指出我国企业面临集团化的机遇，主要是两个，一是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是世界
上最大的旅游客源国，另一个机遇是中国加入WTO，这将有利于中国学习到外国饭店大集团的经
验，也有利于中国饭店集团走出国门。 
   但是机遇与挑战是并存的。中国饭店要走好集团化的道路，先要注意以下的一些方面：1、
政府企业要产权明晰。由于一些地方的饭店是政府牵线，或者是以企业为资金后盾建立起来的，其
本质就是作为政府或者企业“招待所”。所以，人们对饭店的经营效益漠不关心，对饭店的发展战
略不做规划。 2、政府择优扶持。中国饭店市场上的饭店规模参差不齐。虽然也有进入世界饭店集
团300强的锦江集团和凯莱集团，但是规模和世界前10名的饭店集团比较起来，差距是非常大的。
我国酒店数量虽然不少，饭店管理公司也多，就是缺少能与世界级的大集团所抗衡的“集团航
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做好企业之间的“红娘”，鼓励资本运作，使有实力的集团更加的
强大，能在世界上扛起中国饭店集团的大旗；3、企业也要积极的寻找发展路子，走集团化的道
路，改变传统和保守的观点，利用集团化的优势把企业搞活、作强。 
在这个层面中，还有把讨论的问题分得更细的文章。 
   （一）对经济型酒店的集团化提出了建议 
   侯国林、李金生、卞显红（2005）年发表了《论我国经济型饭店集团化的模式及对策》。这
篇文章重点强调了要把集团化的目标转移到经济性酒店上来。以前，人们谈到集团化，尤其是中国
饭店的集团化，好像多是中高档酒店之间的结合。但是，如果一直按照这种思路走下去，集团化可
能会陷入困境。 
   首先，中国饭店集团如果一直守住中高档饭店的领域而不拓宽其他门路的话，由于中国饭店
集团在财力、人资方面逊色于外国饭店，长此以往，持久战之后中国饭店集团必然会元气大伤；第
二，外国饭店集团渐渐地开始进军中国的低档饭店领域，这样，中国饭店集团在这个领域能够分得
的市场相对减小了；第三，我国的经济型酒店市场是一块很有市场潜力的领域。因为毕竟我国收入
不高的人群占大多数，学生出游也会选择经济实惠的饭店。中国饭店应该充分发挥本土优势，抢先
开拓和占领经济型酒店市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饭店集团。这几年中国几个大的饭店集团推出的
“锦江之星”、“新亚之星”、“如家连锁”等等经济型饭店已经成为为中国经济型饭店集团化的
“先行者”，中国的经济型饭店的发展必将越来越规范和越来越具规模。 
   （二）关注饭店集团化中的文化差异 



 

   王明景（2004）、徐虹（2001）、黄时泽（2005）分别写了三篇关于文化差异的文章。指出
由于目前中国较有实力的饭店集团都在一定程度上向国外先进技术学习或者都聘用国外优秀管理人
员，或者加入了国外饭店集团，于是难免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不经过好好的利
用，就会变成文化冲突。管理人员应该注重中西文化的融合。还有注意对文化差异利用，变差异为
动力，使之成为增强企业凝聚力的又一途径。 
   （三） 重视品牌研究 
   有5篇有关品牌研究的文章。其中邹益民、戴维奇（2002，2003）是比较活跃的作者。他们
对品牌的认识都有所深入，不仅仅停留在CI建设的浅层面，而是把品牌的建设重点放到了品牌的组
合上面。作者指出，凡是成功的饭店无不具有较完善的品牌组合。品牌组合主要有这几种形式：公
司品牌，即产品品牌就是公司品牌；如香格里拉饭店、四季饭店；亚品牌，即主品牌加亚品牌如希
尔顿花园客栈、凯悦大饭店、凯悦公园饭店、凯悦摄政饭店等等；受托品牌，即受托品牌加授权品
牌，如庭院。马里奥特、福盆、喜来登；独立品牌结构，即不相关的产品品牌，如路边客栈、号角
饭店。可以说集团拥有合理的品牌组合，是集团能成功的分割不同细分市场，并获得可观市场占有
率的一大保证。 
   （四）用实例进行论证 
   有3篇文章用了具体的饭店集团作为例子，分别是锦江国际集团、金陵饭店集团、云南旅游
饭店集团。一方面证实了饭店集团化对饭店业发展带来了有效的帮助，另一方面对我国的本土饭店
业怎样建设具有特色和符合我国国情的饭店集团的问题提出了探讨。 
   二、经济层面 
   一共有3篇论文从经济角度对饭店集团化的发展进行阐述。其中有两篇都是涉及饭店一体化
中横向和纵向发展的文章。他们都用到了古典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框架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
本理论对纵向和横向一体化进行了分析，这些模型对集团在进行一体化选择时可以提供一定的帮
助。还有1篇文章题目《“银店”集团是饭店发展的最高形式》（余洁，2001），通俗的说，就是
指饭店集团高级阶段是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饭店是资金密集型企业，资金是饭店赖以
生存以发展的基础，随着银行、信用事业的发展，金融机构介入饭店集团，使其迅速扩张资本。在
这种观点之下，饭店不仅仅只是身处旅游业的企业才能涉足的，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大财团已经迈
开了向这个方向前进的步子，这些大财团分布烟草、钢铁、石油等等部门。他们对饭店集团进行资
本运行，作为饭店集团的财力后盾。这种发展形式必定会成为中国饭店集团发展壮大的一名功臣。 
   三 国外集团 
   有3篇论文是对外国饭店集团进行单独阐述的，有2篇是涉及饭店排名的，仅仅有1篇是2005
年的，黄贵霞（2005）写的《国际饭店集团取得成功的启示》。总结了国外饭店集团获得成功的几
个关键因素：1、国际饭店集团在理念上真正把旅游业和饭店业作为体验经济来对待；2、全球性的
人力资源；3、强大的营销网络；4、层次分明的品牌建设管理。这些对我国的饭店进行集团化建设
是有一定意义上的帮助的。 
   四 小结 
   秦宇（2004）年写的《论我国饭店集团发展过程中的几个误区》的文章，不赞成很多学者过
分强调集团企业之间应该是以资本作为关联的看法，从而忽视了营销关联、管理关联等等。而在饭
店集团里，企业的资本关联是很多文章中作者不断强调的重点，是真正能够使企业“即集又团”的
手段。因为管理、营销等关联并没有切中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的要害，当遇到特殊情况时，也许
以这种关联组合起来的集团会不欢而散。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饭店在集团化的过程中，应该
注重什么资本运行方法，在学者之间还是存在争议的，这要求人们不断的研究，最终找到更合理的
运作方法。比较遗憾的是创新性的文章比较少。这些文章虽然切入点都有所不同，但是内容几乎大
同小异，可能这种局面会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市场的成熟进而有所改观。 
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立足于我国的实际国情和企业的具体情况，多发表一些应用性强的文章。饭
店集团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提出来的问题大多数是泛泛而谈，应该多一些抓住某一点来深入研究
的文章，比如喜达屋集团由两部分即投资公司和管理公司组成，一个负责市场扩张和融资，另一个
负责对饭店的管理，而我们好多的饭店集团只有一个单一的体系，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会在集团化的
运营中有“绊脚”现象，如果对喜达屋的这种集团组成研究的文章多一些，必定对我国的饭店集团
的成功的运作会有很大的帮助。再比如，论文几乎都提到了缺乏人才，尤其是紧缺既懂专业知识，
又有工作经验，还掌握资本运作的帅才，但是指导酒店从业者如何培养这种能力的文章少之又少。 
   现在兴起了分时度假饭店，分时度假酒店中，有一个起着很重要作用的角色就是交换公司，
交换公司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连接不同饭店成员的作用，而且交换公司还能自助的开展饭店外的旅
游活动。是否可以把交换公司和各个饭店成员之间组成的这个体系与集团化做一个比较，看是否能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饭店集团化的道路来。 
   我国饭店业发展了20多年了，与国外发展了上百年的饭店业比较，我国饭店集团能够发展到
现在的规模还是比较让人欣慰的，只要我们切实联系我国国情，不断探究适合我国饭店集团的发展
的道路和模式，那么我国的饭店集团还会取得更加喜人的成绩（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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