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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疫情冲击及之后
市场的迅速复苏，如今酒店业
已迈入发展新阶段。

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优化
后，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发生了
明显变化，旅行方式亦随之改
变。未来酒店业或将呈现何
种发展趋势？酒店业的增长
空间体现在何处？

酒店业处于
供给侧改革进行时

2023 年堪称复苏的一
年。据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
数据，2023年前三季度，国内
旅游总人次为36.74亿，比上
一年同期增加15.80亿，同比
增长75.5%；居民国内出游总
花费达3.69万亿元，比上一年
同期增加1.97万亿元，同比增
长114.4%。

在国内消费场景恢复、出
行市场需求激增的背景之下，
住宿业也迎来复苏。作为旅
游行业中的重要一环，酒店业
在整个旅游行业的复苏中表
现得较为抢眼，数据恢复甚至
赶超2019年。国家统计局数
据显示，住宿和餐饮业2023年
前三季度增加值已超过2019
年同期水平，2023年前三季度
同比增幅位于各行业之首。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强调，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
续扩大，培育壮大新型消费，
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
费、健康消费，积极培育智能
家居、文娱旅游、体育赛事、
国货“潮品”等新的消费增
长点。

结合当下国内外宏观经济
形势，华住集团创始人季琦在

日前举办的华住伙伴大会上
分析了疫情后消费者旅游方
式发生的变化。他说：“整个
旅行方式发生了根本改变，
即从或需变成刚需、从奢侈
品到日用品、从低频到高频、
从单一到多层次、从计划到
随性。”

根据上述变化，季琦进而
分析了国内酒店业的发展趋
势。“当下酒店业正经历着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且在不断
深入。”他表示，当下中国酒店
业并非处于“躺平”状态，也不
是激情推动状态，而是处于供
给侧改革过程中，比如开发商
模式、政府开发区模式、地标
模式均已结束。因而积极调
整经济型、中档、精选以及高
端酒店的结构和产品，将是酒
店业面临的现实课题。

我国酒店业消费市场也
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同时，社
交媒体催生了更多小众旅游
目的地。在业内看来，在目的
地酒店火爆的背景下，着力打
造富有特色的生活方式类产
品已成为酒店行业的共识。

农文旅产业振兴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袁帅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从C端（即
Consumer，消费者端）角度指
出，出于旅行限制和对健康的
考虑，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卫
生和安全标准更高的酒店或
民宿。同时，消费者也越来越
注重线上预订和无接触服务，
如自助入住和退房等。这意
味着消费者对酒店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比如更优质的服
务质量、更广泛的卫生标准
和科技应用，以适应其新需
求。因此，助力酒店行业高质
量发展，需要加强研发和创

新，为消费者不断提供更多元
化、更高质量的旅游住宿产品
和服务。

酒店业或迎投资黄金期
下沉市场是品牌争夺重点

在季琦看来，当下酒店业
正迈入“韧性时代”，又一个酒
店投资的黄金期已经出现。

“酒店业在面对各种挑战
时展现出了韧性和适应能
力。”袁帅认为，由于全球经济
复苏和旅游业回暖，酒店业的
投资环境也逐渐改善。在这
个时期，酒店业可能会出现新
的发展机遇，吸引更多的投资
者和从业者进入市场。这符
合当前酒店业的发展趋势。

而财经评论员张雪峰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对于业内能够灵活调整
战略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
需求的企业，酒店投资的黄金
期可能更容易出现。

“疫情防控期间行业的整
体数据表明，以经济型和中档
酒店组成的有限服务酒店的
抗风险能力明显高于全服务
酒店。同时，品牌和连锁的优
势愈发凸显。近年来中国酒
店连锁化率也在逐步提升，我
国三四线城市的酒店业有着
更大的增长空间。”季琦称，通
过近年来对172个地级和县级
市的实地考察，其将“韧性时
代”的酒店投资逻辑概括为

“四低”“四戒”，即低线市场、
低成本、低投入和低杠杆，以
及戒浮躁、戒“高大上”、戒好
大喜功、戒高调。

数据显示，仅2023年中秋
国庆假期，三四线城市游客数
量较2019年增长近七成。持

续扩大的休闲旅游和商务差
旅消费，推动三四线城市酒店
市场增长，这为酒店投资行业
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此热潮下，低线城市旅
游服务能力的提升受到关
注。据了解，在地域上，华住
覆盖了中国96%的地级市和
42%的县级市。据其2023年
三季度财报，华住在营酒店中
40%位于低线城市，待开业酒
店中55%分布在低线城市，占
比进一步提高。在低线城市，
华住的在营酒店数量同比提
升6%至接近3600家，待开业
酒店数量同比上升20%至超
过1600家。

实际上，瞄准下沉市场的
国内酒店集团并不限于华
住。中国城市报记者梳理发
现，2023年11月，尚美数智宣
布旗下酒店数量在山东全省
破 1000 家；首旅如家早在
2022年就把下沉市场提到战
略位置；此外，东呈、锦江等酒
店集团也在发力布局中小城
市的市场。

在业内看来，下沉市场为
酒店连锁品牌提供了更多增
长空间，将成为未来酒店市场
竞争的关键。北京社科院研
究员王鹏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说：“下沉市场具
有巨大的消费潜力，而连锁
化则有助于提升品牌影响力
和运营效率，以便于其能够更
好地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
需求。”

“未来酒店业的发展趋势
是市场向最有影响力的品牌
集中，加盟业主改换门庭更
加频繁，头部企业的占有率
明显上升，品牌升级在提升
品牌影响力方面起到重要作

用。”华美酒店顾问机构首席
知识官、高级经济师赵焕焱在
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
分析，下沉市场是品牌争夺
的重点，连锁化是规模效益
的源泉。

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是关键

近年来，高质量发展成为
各行各业的关键词之一，酒店
数字化将成新常态。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释放旅游消费
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措施》，进一步释放旅
游消费潜力，推动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文化和旅游部研究制
定的《国内旅游提升计划
（2023—2025年）》明确提出，
到2025年，国内旅游市场规模
保持合理增长、品质进一步提
升。这既为旅游业发展定基
调，也无疑为酒店业发展指明
了方向。

“华住理解的高质量发展
是科技创新、精益发展和卓越
服务。”华住首席执行官金辉
在华住伙伴大会上介绍，华住
通过运用“超级店长、重塑前
台、操作系统、管理大师”等创
新的数字化管理，已经重构业
务流程。在此基础上，其还将
打造“华住超脑”，通过AI在酒
店场景里的运用，重构用户体
验和运营模式。

在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
会长李峰看来，华住通过引入
先进科技，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方式和节能减排的经营理念，
不仅在行业中推动了绿色转
型，更在广泛领域体现了可持
续发展的价值观。

据金辉透露，未来，华住
将携手华为、字节跳动、讯飞
等知名软件供应商，打造华住
数字化战略，向全面智能化和
AI化方向转型，重构酒店管理
流程和运营细节，也会有更多
产品面向用户。

此外，其他酒店集团也曾
陆续公开表示，将朝着高质
量、数字化转型。比如尚美
数智方面提到，公司以智慧
化酒店建设为核心，聚焦“酒
店品牌+新旅宿科技平台”的
深度融合，加快推动人工智能
技术、绿色技术在行业的应用
和数智化转型升级；首旅集团
表示，结合其市场主流技术趋
势与信息化现状，首旅集团构
建了集团云化数据中心，旨在
提高集团信息化统筹集约管
理和信息化基础能力，帮助企
业降低投资和维护成本，提升
信息化薄弱企业的基础设施
水平。

北京：冰场人气旺

近日，北京天气晴朗，

各大室外冰场人气火爆，充

满欢声笑语。图为游客在

北京什刹海冰场游玩，尽享

冰上乐趣。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加速复苏后加速复苏后，，酒店业如何延续增长势头酒店业如何延续增长势头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