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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酒店整合是振兴中国酒店管理业的契机 

［ 更新时间: 2010-3-18      点击数: 202 ］ 

    央企酒店业重组已经引起大家的注目，我在2004年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也许可以从网上查到2005年1月我发表在《中外酒

店》杂志上的文章，当时我也是把央企酒店整合和中国酒店业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的。 

  一、酒店管理企业必须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管理品牌 

  央企酒店整合的参与者中有酒店管理企业和酒店投资企业，酒店投资企业其实是商业房地产投资企业，酒店管理企业必须有

独立知识产权的管理品牌。 

  2008年底，全国共有酒店及旅游住宿单位超过30万个，从业人员超过500万人。其中，星级酒店14099家，连锁品牌经济型酒

店3757家，国家国资委系统酒店2500家，政务宾馆3000多家。 

  全国星级酒店共拥有固定资产原值4353.25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3%。中央企业的酒店资产的规模在千亿元以上。 

  2007年底，中国酒店市场上共有国内外酒店管理公司316家，托管酒店4167家（其中经济型酒店567家），连锁化经营酒店360

0家占星级酒店14327家的25%。 

2008年，全国星级酒店全年营业收入总额为1762.01亿元，比上年增加114.98亿元，增长7.0 %；上缴营业税118.33亿元，与上年

基本持平。 

  二、中国酒店业每年外流百亿元管理费 

  2008年底，有41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67个酒店品牌进入中国除青海省以外的所有省市，管理了516家酒店。 

  20多年来，外资投资星级酒店只占中国整个酒店市场投资额的4%。 

  中国的特殊情况是跨国酒店管理公司基本上是纯粹管理，不涉及投资，风险完全在国内业主；而以日本为例，跨国酒店管理

公司往往被要求租赁经营，风险完全在跨国管理公司。 

  国际酒店品牌集团在20世纪里执行在同一城市只提供1家管理品牌，不会接受同样品牌的第2家投资方的邀请；现在不少国际

集团在同一城市有3到4个品牌，同样品牌在同一个城市可以有3到4家，管理酒店的数量达到10家以上。 

  中国酒店业每年外流百亿元管理费，对照来看，我国酒店业利润总额1990年4亿元、1997年8.14亿元；1998年至2004年连续亏

损，1998、1999、2000年三年亏损额分别为45.56亿、53.64亿和26.43亿元；2005年利润总额10亿元左右、2006年33亿元。 

  本土酒店管理集团自己的优质酒店长期由跨国酒店集团管理助长了各行各业的新建酒店纷纷请跨国酒店集团管理之风盛起，

同时反过来又削弱了本土酒店管理集团。酒店业没有什么高科技，而中国的科技、管理的发展突飞猛进，最尖端的领域也可以独

立自主地发展。国有资产委托了国有控股的酒店管理公司管理，但是国有控股的酒店管理公司却又委托跨国管理公司管理，这样

增加管理费用的委托如果是必要的话，建议把国有控股酒店管理公司外聘管理的酒店资产收回，由国资委专业机构直接统一委托



跨国管理公司管理。 

  三、中国经济型酒店给高端酒店上课 

  最近半个世纪，东方酒店业的两大成功是香格里拉从1971年起步发展到一个全球性高端品牌和中国经济型酒店的初步形成。 

  香格里拉的成功证明了东方人可以创造优秀的酒店品牌，华人可以在全球酒店业发展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本土经济型酒店品牌十来年就完全站起来了，跨国经济型酒店品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不到5%。 

  中国高端酒店的主流已经变为房地产开发业加跨国公司品牌，本土品牌日益边缘化，如北京57家五星级酒店中一半以上都是

跨国公司品牌管理的。  

四、目前中国酒店管理业的主要问题 

  利用央企酒店整合的契机，反思一下中国酒店管理界的现状，争取通过央企酒店整合来振兴中国酒店管理业，是我们的最大

愿望。目前中国酒店业界的主要问题包括： 

  1、管理体制政出多门 

  多个行政主管部门，包括国资委、国家旅游局、商务部。 

  2、酒店标准不一 

  国家旅游局进行2009版国家标准《旅游酒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修订，商务部在组织起草国家标准《住宿业态分类》征求意

见稿。  

  3、星级标准遭遇两重天 

  在二、三线地方片面追逐高星级；一线城市的精品酒店、设计酒店、经济型连锁酒店等在涉外许可和客房定价两个动力失却

后有被漠视的倾向。 

  4、房价限高不保低 

  各地有酒店客房房价最高限价但是没有最低保护价。 

  5、中档酒店处境落寞 

  很多三星级酒店为主体的中档单体酒店经营水平低于经济型连锁酒店，各配套产品和服务无法形成规模效应而成为酒店运营

的成本负担，缺乏与最新酒店的专业设计和发展趋势的沟通。 

  作者简介： 

  赵焕焱先生是华美首席知识管理专家，中国酒店行业著名信息搜索及分析专家，高级经济师。赵焕焱先生长期致力于酒店行

业信息搜索、处理和分析工作，赵焕焱博客被誉为目前中国酒店行业第一博客。赵先生曾在某大型饭店集团总部工作17年，目前

担任的名誉职务包括中瑞邦尼BONNIER公司高级顾问、美国格理集团专家团客座成员、《中国改革时空网》顾问、《厦门饭店咨询

网》高级名誉顾问等，同时赵先生还担任《中外饭店》、《酒店职业经理人》、《经营参考》、《酒店文摘》和《日月星光网络

传媒》等杂志编委，《中国饭店业》、《中国旅游饭店》、《酒店职业经理人》、《中外酒店》和《中外饭店》等杂志专栏撰稿

人。 

（文：环球旅讯特约评论员 赵焕焱   编辑：潘智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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