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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饭店业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起步的。经过 25年左右的发展，我国饭店

业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中国由传统的“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转变的过程中，我

们逐渐认识到：在国际旅游产业中具有强大竞争力的旅游企业集群的发育与成长是“旅游强国”

的必然内涵。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开始对中国饭店集团发展的历史进行回顾。 

一、中国饭店集团发展的历程 

中国饭店业的集团化发展进程起步于20世纪 80年代初。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中国饭店集团化

的发展一直处于尴尬的位置。回顾过去25年左右饭店集团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以下阶

段： 

第一阶段，认识阶段，时间是1982～1987年。 

1982年4月28日，北京建国饭店作为中国大陆首家中外合资饭店正式开业，并由香港半岛酒店管

理集团来管理，香港半岛集团因此成为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国际饭店集团。 这成为一般意义

上的中国饭店集团化的开始。此后一个又一个国际著名饭店集团进入中国，这些通过投资管理或

管理合同方式进入的饭店集团，为中国的旅游饭店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管理人才，引进了现代的

管理模式，促使中国的饭店业发生了质的飞跃。 

本阶段另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地方政府主导型饭店集团和大量饭店联合体

的出现。前者比较有代表的是1984年3月以上海锦江饭店为骨干成立的上海锦江（集团）联营公

司，这成为我国第一家国际性的饭店管理公司，以及于1985年3月成立的上海新亚（集团）联营

公司。后者比较有代表的是成立于1987年1月的中国饭店联谊集团，它是我国出现的第一个饭店

联合体。1987年12月成立的华龙旅游饭店集团和友谊旅游饭店集团和1988年5月在北京成立的北

京饭店集团也是其中的代表。 

从某种角度讲，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主导成立的饭店集团才是真正意义上中国饭店集团

化的开始，尽管这些集团的成立带有强烈的计划经济色彩。同时，在这一阶段，业内也开始对饭

店集团的发展进行有意义的探索。这一过程比较有代表的是友谊旅游饭店集团在1988年以入股

的形式集资300万元，成立生产旅游饭店用品厂、床上用品厂等企股份制性质的联合企业。尽管

后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家联合企业于1995年破产。但是我们应当敏锐地认识到业内已经

开始对成立饭店集团达成初步的共识——松散的联合体并不能形成集团优势，并开始进行以资本

为纽带的有益探索。 

第二阶段，探索阶段，时间是1988～1997年。 

拉开这一阶段序幕的是1988年4月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发国家旅游局关于建立饭店管理

公司及有关政策问题请示的通知》（国办发［1988］17 号），确立了饭店管理公司的性质、意

义和职能，意味着政府开始意识到培育中国饭店集团的重要性。两年之后，也就是1990年，上

海锦江（集团）联营公司正式接管北京国际饭店则标志着国家旅游局正式探索一条国内跨地区管

理饭店的新路子。中国饭店集团的发展进入了跨地域发展的新阶段。 

90年代中期以后，以行业性集团为主体向旅游业渗透而成立的饭店集团大量涌现。这其中比较有

代表的是山东鲁能集团于1996年6月2日成立的以经营饭店和旅行社业为主的山东鲁能信谊有限

公司。公司的核心层、管理层和合作层的主要饭店有贵都大酒店、贵友大酒店、海南三亚山海关

大酒店、无锡太湖樱苑度假村（现更名为无锡鲁能大酒店）、泰安东尊山庄、青岛海情新苑等数

十家旅游饭店。随后，成立于1997年的东方酒店管理公司（该公司是中国银行全资附属的非银



行金融机构——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的专业酒店管理公司）也是这一过程的产物。 

随着国际饭店集团的大举进军，中国饭店集团开始意识到仅仅在国内与国际饭店集团竞争是远远

不够的，我们的饭店集团应当积极走出国门。1996年8月，大连丽景大酒店在美国西海岸买下了

美国洛杉矶托伦斯广场饭店的所有权，并交由泰达饭店管理服务公司全权管理。至此，泰达饭店

管理服务公司拥有了自己在境外的第一家全资饭店。从而实现了以大连为依托，向海外拓展的设

想。 

第三阶段，成长阶段，时间1998～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际饭店业发生了巨大变化——兼并和收购浪潮迭起。始于1991年喜达屋

资本公司（Starwood Capital）（喜达屋集团（Starwood Group）的前身）于1998年收购了

威斯汀饭店度假村国际集团（Westin Hotels&Resorts Worldwide）；次年1月份，收购了威

斯塔纳股份有限公司（Vistana），从而在当年的饭店和娱乐休闲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几乎在同

一时期，雅高集团（Accor Group）、洲际集团（Six Continents Group）、精品国际酒店

（Choice Hotels Internatioanl）等世界酒店业巨头也通过兼并和收购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

扩张。这些兼并和收购动辄十几亿美元，甚至高达上百亿美元。与国际饭店集团相比，中国的饭

店集团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竞争力上，都存在巨大差距，特别是一些通过委托管理等非产权方

式扩张的饭店集团由于效益方面的原因是不少受托方20世纪90年代末期退出饭店集团。正是在

这一背景下，为了摆脱困境，探索出路，寻求发展，中国旅游饭店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学术界专

家学者和众多的业内人士自1998年以来频繁地坐在一起,共商发展大计，并就中国饭店集团化的

必要性、发展方向、路径选择等一系列战略问题达成了共识。 2001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在海

口召开的“首届中外酒店论坛”也将把中国饭店业的集团化发展问题列为主要议题之一，中国的

超级饭店集团正在呼之欲出。此后的几年时间里，在政府和市场双导向作用下，中国饭店集团开

始了“二次集团化”。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的首旅集团和上海的锦江国际。1998年

初，本着政企分开的原则，北京市政府将北京市旅游局下属旅游企业和部分政府直属的旅游饭店

从政府中分离出去，组建成立了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999年，国家旅游局把所属的华

龙集团的全部国有资产无偿移交给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4年首旅集团、新燕莎集

团、全聚德集团合并重组并保留原首都旅游集团的名号，成为中国最大的旅游企业集团之一，总

资产达到220多亿，并逐步经过业务整合形成若干个专业公司。2003年6月9日，锦江(集团)有限

公司（之前已经合并了华亭集团）和上海新亚(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重组后，成立了新的锦江

国际集团，注册资本人民币20亿元，直接控股新锦江，并通过新亚集团间接控股锦江酒店。在此

过程中，通过联锁运作、资本多元化发展的经济型酒店成为中国饭店集团化的新亮点。1998年

成立的北京中江之旅、广东东方驿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值得一提的是，组建于2002年6月如家

酒店连锁公司（其前身是建国客站）是由首旅集团控股、两家境外投资基金参股的股份制经济型

饭店公司，次年就被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评为“2002中国饭店业集团20强”，表现出强劲的发

展势头。 

二、中国饭店集团发展的现状 

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饭店集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2003年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统计

公布的中国饭店业集团20强的名单中，中国本土的饭店集团占据8席（见表1）。令人可喜的

是，我国入选的8家饭店管理公司经营规模均已达到国际饭店集团300强的标准，反映出中国饭

店集团化进程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表1：2003年中国饭店集团20强 

排名 名称 国家 

1 锦江国际酒店管理公司 中国 

2 洲际酒店有限公司 英国 

3 万豪国际公司 美国 

4 香格里拉酒店集团 中国香港 

5 建国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 

6 雅高集团 法国 

7 喜达屋酒店及度假村管理有限公司 美国 

8 东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 

9 新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 

10 凯莱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11 如家和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 

12 康年国际酒店公司 中国香港 

13 豪生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美国 

14 中旅饭店总公司 中国 



15 希尔顿国际公司 英国 

16 华天国际酒店管理公司 中国 

17 凯悦饭店/凯悦国际 美国 

18 最佳西方国际集团 美国 

19 开元旅业集团 中国 

20 香港中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统计公布中国饭店业集团20强》，载《中国旅游报》，2003

年2月26日 

另外，从锦江国际酒店管理公司在国际饭店集团的历年排名及其饭店数量和客房数量的增长情况

（注：暂缺2002年相关数据），也可以看到中国饭店集团的发展历程。 

首先，来看一下锦江国际酒店管理公司在国际饭店集团的历年排名：最早相关资料是1989年，

当时排名132位，2000年之前最靠前的排名是1999年的第51位，历史最好名次是2004年，列第

29位，当时拥有饭店数（座）150，客房数（间）32707。 

其次，看一下其饭店数量和客房数量的增长情况。（见图1和图2） 

图1：中国旅游饭店企业数量变迁示意图 

图2：中国旅游饭店可供房间数量变迁示意图 

*资料来源：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中国旅游饭店发展蓝皮书：1979—2000》，北

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的有关历史资料和网上相关报道整理而成。 

但是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单就从规模上与国际饭店集团相比，我们就有很大差距。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国内共有160余家饭店管理公司，管理饭店1060余家，星级饭店集团化程度达9.63%。

目前已有30多个世界著名的饭店管理集团进入中国饭店业市场。截至2004年，全国有星级饭店

10888座（资料来源：《中国旅游年鉴2005》，中国旅游出版社），但由由本土集团管理的饭店

仅为不到10%。而在国际上，美国由集团管理的饭店已达80%，欧洲为 50%。现以国内排名第一

的锦江国际酒店管理公司为例，与国际集团进行比较。2000年和2001年上海锦江集团的饭店数

和房间数仅为美国圣达特公司（Cendant Corp.）的饭店数和房间数的0.77%、0.80%和2.51%、

2.55%。（见表2） 

表2：锦江集团与圣达特公司的比较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中国饭店集团化发展蓝皮书：2003》，北京，旅游出版

社，2003年6月第1版 。  

三、中国饭店集团发展的模式 

从其产生的背景和推动力量来看，中国饭店集团化的发展模式有以下几种： 

1、饭店联合体 

典型的是1987年成立的三家饭店联合体及1989年成立的北京饭店集团。前者包括中国联谊集

团、中国华龙饭店集团和友谊饭店集团。这类集团没有形成紧密的以资产为纽带的联结，仅仅通

过某种生产、销售方面的协议进行联结，不可能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强大的实力，事实证明也是

如此。但是我们应当看这类饭店联合体的产生企业为了增强竞争力而自愿结合的，这正反映了饭

店要求集团化的内在动力，也是饭店对感受到客源竞争的压力而作出的必然反映。但是从这些联

合体的组织方式和运作方式来看，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饭店集团。 

2、区域性饭店集团 

在回顾饭店集团的发展历程的时候，我们发现饭店集团的发展早于旅游集团的发展，但在20世纪

90年中期之后，旅游集团的发展又推动了饭店集团的发展。 

中国的区域性饭店集团分为两种：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政府导向型饭店集团和20世纪90年代中

后期市场和政府双导向型饭店集团。 

第一种，政府导向型饭店集团。如1984年到1985年,上海相继成立的华亭、锦江、新亚、东湖四

家以饭店、服务业为主业的企业集团。但是这一时期成立的饭店集团同后来的通过国有资产划拨

形成的集团有所不同，在这些饭店集团成立的时候，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还没有条件开展资本

运作及跨地区的经营，发展普遍较慢。 

第二种，市场和政府双导向型饭店集团。例如，1998年初组建的北京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首都旅游集团的前身），以及随后于2004年首旅集团、新燕莎集团、全聚德集团合并重组成

新的首都旅游集团，其饭店板块是首旅建国饭店管理公司。2003年6月9日，锦江(集团)有限公

司（之前已经合并了华亭集团）和上海新亚(集团)有限公司国有资产重组后，成立的锦江国际集

团，其饭店板块有锦江国际酒店发展有限公司(对内称“酒店事业部”)、“锦江国际酒店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锦江国际酒店管理公司”、“锦江之星旅馆投资公司”。这类集团属下的饭店

集团是在市场和政府双导向的作用下成立的，表现出强烈的资本扩张的色彩。 



以市场为导向，在政府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强化饭店集团的资本联结纽带，是对第二种饭店集团

特征的总结。在我国饭店集团发展的初级阶段（与国际比较成熟的饭店集团相比），政府的主导

作用对促进我国饭店集团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纵观国际饭店集团的发展历史，我们应当看到以

资本为纽带对于饭店集团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国际饭店业竞争国内化的冲击和国际饭店集团的示

范作用下，政府推动是实现这一过程的现实途径。但是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随着市场化的深入

和集团化的发展，政府应当从具体的市场交易过程中退出。否则，饭店集团可能无法通过产权的

多元化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不能真正作为独立自主的企业集团进行经营管理。 

3、行业系统向旅游业渗透而成立的饭店集团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些行业系统的大型国有企业，如铁路、电力、民航、电信、石油等垄断

企业，出于非市场的原因，纷纷投资兴办饭店。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这些行业系统的

非主业企业面临着自谋出路的市场选择。从现实的情况看，这些行业系统的饭店往往通过组建饭

店集团、管理公司或行业协会来寻求在市场上的话语权。例如，1996年6月2日成立的以经营饭

店和旅行社业为主的山东鲁能信谊有限公司。1997年成立东方酒店管理公司，该公司是中国银

行全资附属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东方信托投资公司的专业酒店管理公司。1997年12月25

日成立的中国铁道旅游饭店协会和1998年11月18日由民航系统76家饭店成立的中国民航协会饭

店委员会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这些行业性企业资金雄厚，进入饭店业的规模大，往往以大集团的形式出现，而且大都以资产为

纽带联结。但是，由于缺乏从事饭店业的经验，部分集团的发展没有很好地适应市场发展的需

要，有些甚至在经营中出现了偏差。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这些饭店集团表现出在“主辅分离”和

“产业重组”的战略框架中的集团化发展的趋势。 

四、中国饭店集团发展的特点 

1、国有饭店集团是中国饭店集团的主导 

由于历史的原因，国有饭店在中国饭店业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截至2004年，国有（包括国有

经济和集体经济的饭店）星级饭店在所有星级饭店的比重为 59.6%（注：由《中国旅游年鉴

2005》相关资料整理而成）。因而国有饭店集团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饭店集团发展

（从表1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中国饭店集团是随着市场化的深入而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而国

有饭店集团（不包括改制后仍国家控股的饭店集团）则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市场需求和行政推动

相结合的特点。在市场化之前，国有饭店的服务对象和内部管理都是非市场化的，随着改革的深

入和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原先定位于政府接待的国有饭店面临向市场转型的境地。在这一

过程中，国际饭店集团的兼并和并购行为无疑给国有饭店集团的发展提供了示范作用。因此，从

这个意义上说国有饭店集团的成立，其结果是市场化的，但在过程中则是政府推动的产物。无论

从早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锦江、新亚、华亭、东湖四大饭店集团，还是近期（20世纪中期

至本世纪初）山东鲁能信谊有限公司、东方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建国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首

都旅游集团的二级集团）、锦江国际酒店管理公司（上海锦江国集团的二级集团），在集团成立

的过程中都有着政府推动的“烙印”。值得一提的是，上海锦江国集团的成立是在原有的锦江集

团和新亚集团的基础上重组而成的，如果早期四家饭店集团（锦江、新亚、华亭、东湖四家集

团）的成立很难体现是市场需求的结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难谈及市场导向），那么2003

年6月9日锦江国际的成立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在国有饭店成立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行政推动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但这一个问题也应当引起

我们的思考：如何评价政府在国有饭店集团中的作用。目前，由于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

轨过程中的体制滞后，我们的单体饭店企业还无法突破既有体制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规模经济（饭

店集团）。在面对国际饭店集团的大举进军，以及客源市场争夺激烈的现状的时候，行政推动成

为一种现实的途径。因而我们应当肯定集团成立初期政府推动所起到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这些

集团逐步走向市场，开始市场化运作的时候，政府的角色就应当发生转变了。 

2、饭店集团的成长初期表现出区域导向性 

与国际饭店集团成熟的集团化管理和市场运作相比，中国饭店集团整体上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无论从1984年前后在上海成立锦江、新亚、华亭、东湖四大饭店集团，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

以及随后成立的北京的首都旅游集团、天津的天津旅游集团、陕西的陕西旅游集团、浙江的开元

集团、上海的锦江国际集团，以及 2005年初成立的广东岭南国际集团，中国饭店集团在成长的

初期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导向。 

当了解国际饭店集团的发展历程的时候，会发现其成立之初也是在局部布局的，这是符合事物发

展规律的。中国饭店从一开始就具有区域导向性，与国际饭店集团发展不同的是，由于具体国情

的不同，我们的饭店集团一直没有健康发展。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1998年之后，地方政府

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部门为适应旅游的发展和集团化发展的需要，纷纷组建旅游集团（当然也包

括饭店集团）。因此，饭店集团成立初始，不可能超出特定地域的范围，具体表现为以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为基本单位。但随着竞争的加剧和饭店集团的发展，跨地区发展必然成为中国饭店集

团成长的必经途径，这也是符合饭店集团发展规律的。 

3、参与国际竞争，国际化冲动强烈 

中国饭店集团的发展离不开国际饭店集团的介入，中国饭店集团的国际化冲动过多的表现为与国

际饭店集团的合作的过程。因此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香港半岛集团于 1982年管理建国饭店成为一

般意义上中国饭店集团发展的开始。从20世纪80年初到90年初期，国际饭店集团纷纷通过投资

管理或管理合同的方式进入中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饭店业发展的不成熟。进入20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自己的饭店管理人才的成长和市场化运作经验的积累总结，中国饭店集

团开始谋求与国际饭店集团的合作和公平竞争。1999年，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和雅高集

团共同签署合作意向书，相互转让部分饭店的股份，并共同投资兴办旅行社。 2001年12月，法

国雅高集团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签订协议，成立一家合资饭店管理公司，雅高麾下的“美居”品

牌进入中国三星级饭店市场。2002年1月 22日雅高与我国最大的饭店集团——上海锦江集团合

作成立针对中国国内酒店市场的销售和分销合资公司，该公司下设3个分别位于上海、广州和北

京的销售及分销中心，将全面负责锦江集团麾下15家酒店的销售，实现顾客分享。 但这标志着

中国饭店集团的国际化冲动已十分强烈。 

另外，这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部分饭店集团开始走出国门，积极参与海外竞争。

1996年8月，大连丽景大酒店在美国西海岸买下了美国洛杉矶托伦斯广场饭店的所有权，并交由

泰达饭店管理服务公司全权管理。至此，泰达饭店管理服务公司拥有了自己在境外的第一家全资

饭店。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出境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到海外布局，参与目的地国家的竞争将成为

中国饭店集团国际化冲动的主流。 

4、经济型酒店异军突起  

谈到中国饭店集团发展的历史不能忽视的是经济型酒店的在中国的发展。从中国第一家经济型饭

店——锦江之星乐园店1997年在上海成立，在短短的8年时间里，经济型酒店连锁集团已经成为

本土饭店集团发展的亮点。值得一提的是组建于2002年6月的如家酒店连锁公司（由首旅集团控

股、两家境外投资基金参股的股份制经济型饭店公司），成立第二年就被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评

为“2002中国饭店业集团20强”。进入2004年，中国国内经济型酒店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外品牌大举进军，二是国内品牌加快布局。前者表现为法国

雅高集团（Accor Group）的“宜必思”（Ibis），美国“速八”（Super 8）以及英国洲际饭

店集团（Six Continents Group）旗下快捷假日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后者则表现为国内一些大

型饭店集团在继续巩固原有品牌的基础上，进行全国布局。上海锦江饭店集团旗下经济型饭店品

牌“锦江之星”自创立以来已发展到64家，计划在未来3～5年内在全国开店200家，最终达到

1000家，还计划以东南亚地区为突破口进行全球布局，以充分发挥品牌的网络优势。而由北京

首都旅游国际饭店集团和携程旅行服务公司合力打造的“如家快捷”品牌，从成立以来共发展到

71家（截至2005年12月）。  

对于经济型酒店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里迅猛发展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市场定位准确。

当前，国内旅游需求日益增长，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商务往来频繁，而国际旅游者中自

助旅游者的比例也不断上升，对经济型饭店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从我国现有饭店结构来看，豪华

的高星级饭店和较低档次的社会旅馆数量大，价格与档次适中者少。二是采用市场化运作方式。

锦江之星于1997年创立第一家锦江乐园店，经营管理形式从自营发展到委托管理、租赁、收购

和特许加盟等。2003年锦江国际集团重组以来，锦江之星从当时的15家发展到100家，连锁店从

长三角拓展到全国，遍布于上海、北京、天津、重庆、江苏等19个省市、37个大中城市。先后

对硬件进行了三次创新，形成14套连锁管理模式的标准文本，建成了质量管理、管理服务操作和

运营支持保障三大系统。公司建立了自己的预订系统、网站、会员俱乐部和大客户系统。  

5、民营企业稳步发展 

近年来民营资本投资旅游，其凭借灵活的机制获得了良好的收益。浙江开元旅游集团起步于

1988年的一家县政府招待所。截至目前，下辖，开元房地产集团公司、开元工业制造（集团）

公司三大产业。拥有20余家公司，其中酒店8家，固定资产 16.8亿元，为浙江省最大的旅游集

团之一。开元国际酒店管理（集团）公司在2003年入选“2002年中国饭店业集团20强”（列第

19位）。其发展战略为“以旅游饭店业为主导产业，实施连锁化经营，同时积极寻找高效的投资

项目，以促进主导产业的发展 ”，致力于饭店连锁化建设。 目前,在广东东莞、浙江温州、福

建泉州活跃着一批投资并经营饭店的民营企业,连锁经营形成一定规模，如广东名冠集团成立的

金凯悦酒店管理公司，和福建金源集团。民营饭店集团之所以发展迅速，除了得益于体制方面的

原因之外，正确的发展战略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五、中国饭店集团发展的面临的障碍 

中国饭店集团的组建和发展，除了市场竞争的要求，还必须有一定的体制条件。中国传统的饭店



多是非市场导向的产物，因而在此基础上组建的饭店集团还不可能真正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

的产权制度、治理制度、运作方式和管理机制。下面就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下中国饭店集团发展的

面临的主要障碍： 

1、产权障碍 

目前，国内饭店集团的出现多是依靠行政推动而成立的。尽管其最终目的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发

展，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组建不规范带来的问题严重制约了饭店集团的发展。这些问题主要有两

个：一是产权不清晰，很难采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二是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系统保护主义严重

阻碍了饭店集团跨地区、跨行业发展。 

如何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寻求解决产权不清晰所带来的问题成为我们饭店集团在这一时期

思考的重点。从现实的情况看中国饭店集团发展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资本置换；二是重组上

市；三是组建合资企业。从本质上看就是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来绕过现有经济体制的束缚。 

2003年 8月15日，锦江国际斥资64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云南锦华集团麾下昆明锦华大酒店75％

的股份，将其更名为昆明锦江大酒店，同时组建锦江国际西南分公司。此外，锦江国际正在筹建

西南、华中、西北、南方等分公司，形成6大地区性管理公司。 从结果上来看首先是解决了产权

单一的问题，其次实现了集团的跨地区发展。 

2000年6月首旅股份正式挂牌发行A股股票，成功完成募集资金的目标，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上市公司。 目前，上海锦江国际酒店集团整体上市方案初步敲定，预计7月登陆香港。这次上市

的是上海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锦江国际)下属的酒店产业，包括国内上市公司G锦江

(600754.SH)。若能成行，锦江酒店集团将成为在港上市的首只纯内地酒店股。 不管到时是否

能如期上市，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国内的饭店集团，特别是国有资产控股的饭店集团正在积极通

过重组上市的途径谋求更大发展。 

此外，从2002年6月成立的如家酒店连锁公司以及成立于2004年4月日航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的背景来，是由多方投资组建的合资公司，从成立初始就不存在产权不清晰的问题。 

2、市场障碍  

中国饭店集团是在国际饭店集团的介入下发展起来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些已经进入中

国，并在国内饭店业市场取得在位优势的饭店集团在一定程度上讲造成了中国饭店集团发展的市

场障碍。从地域上看，国外饭店集团已经完成了在沿海大型城市的布局，并开始向中型城市渗

透；从饭店业市场的等级来看，国外饭店集团已经在高端商务市场牢牢占据领导地位。采取何种

战略与这些成熟的国际饭店集团开展竞争，成为中国饭店集团成立初始就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在今年（2006年）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年会上，首都旅游集团提出要在浩华的协助下做战略定

位，确定首旅的饭店板块首先要做四星级建国品牌，其次可以批量生产三星级酒店。这么做的一

个关键原因是实力上确实无法与历史悠久的国际品牌相比。相对而言，国外品牌对四星级、三星

级市场进入程度不高，民族品牌只要做出些成果就有很大成绩。这是中国饭店集团在面临国际饭

店集团在高星级商务饭店的市场垄断地位做出的正确战略选择。 

另外不得不谈的还有中国的经济型酒店品牌，无论是锦江国际的锦江之星，首都旅游集团的如家

快捷，还是1998年成立的北京中江之旅、广东东方驿站在近几年都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究

其成功的原因，除了我们经常谈到的比如优秀的品牌，市场化的运作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市场定位准确。 

3、技术障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饭店集团出现了重组的趋势，其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持层面是信息

技术的广泛使用。假日集团有Holidex，喜来登有 Reseration，希尔顿有Hilhot，雅高有

Prologic，这些饭店集团广泛采用的计算机预订系统，已能帮助成员酒店销售25%以上的客源。

从这个角度来讲，没有强大的预订网络，中国饭店的集团扩张空间非常有限。就目前来说，我国

饭店集团缺乏足以支撑起发展的预订系统。 

商旅预订成为一种行业是在1999年，携程旅行网和e龙公司已经成为这一行业的龙头企业。目

前，携程旅行网拥有国内外五千余家会员酒店可供预订，是中国领先的酒店预订服务中心，每月

酒店预订量达到五十余万间夜。 如家酒店连锁于2002年6月由首都旅游国际酒店集团和携程旅

行服务公司共同投资组建。这为饭店集团探讨建立预订系统的途径提供了一种模式，值得我们的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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