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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口滨海大道上，矗立着一座灰色

的雄伟大楼，远远望去，它和一般的五星

级酒店别无二致，只有绕到大厦正面，才

能发现，这座以海口最大的“ 五星级半拉

子”工程著称的建筑，实际上近 8 年来一直

保持着“施工”状态，混凝土框架里的一个

个建筑“黑洞”，成为原本秀丽的滨海城市

一个不和谐音符。这座本该是五星级海

景酒店的大楼，自去年被媒体曝光至今，

仍未建成，至于复建工程何时开始，现在

还是一个谜……

酒店不是金字招牌

不仅在海口，全国还有很多处这样的

“烂尾”高级酒店，上马的时候风风火火，停

工的时候悄无声息。中国旅游研究院饭店

产业研究基地主任谷慧敏认为，这和地方

政府的幕后推动不无关系。在她看来，酒

店业的建设应该和城市发展规模、速度相

适应，但在很多二三线城市，甚至是乡镇一

级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工程，盲目上马高档

五星级酒店。有的乡镇一级政府甚至要求

土地开发商必须在立项时加上一个五星级

酒店，而对这个酒店将来是否有客源毫不

关心。

谷慧敏告诉记者，河北沧州有一个超

五星级酒店，自建成之日起就门可罗雀，结

果被迫将房价改为 300 元/天，破了五星级

酒店的低房价记录。“即便如此，地产商也

是毫发无损，他们可以在地方政府的土地

划拨中挽回损失。高耸的酒店却无形中推

高了房价，最后，老百姓为政府的面子工程

买了单。”谷慧敏说。

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很多国际酒店集

团也开始跑马圈地，在中国的二三线城市

建设高档酒店。

“一些二三线城市人口数量接近海外

大都市，完全有能力成长为地区性的中心

城市。我们朗廷会在这些关键的地方取得

成长。”朗廷酒店集团中国区域副总裁杨

鲁说。

然而，现实情况则是，这些星级饭店在

二三线城市早已供过于求，发展显得过于

超前了。“酒店建设适度超前，是符合酒店

业发展规律的，但也要与城市化发展进程

相辅相成。如果过度超前，会导致酒店服

务质量下降，客源市场不济，经济效益下

滑。”谷慧敏说。

迪拜曾经以只建全球最高、最豪华的

酒店而著称。债务风波全面爆发之前，这

个只有 14 万人口的沙漠小城，一度造就了

酒店业的神话。除了自由港吸引转口贸易

以外，迪拜几乎没有实业，却受到了好莱坞

一线明星的狂热追捧，英国国家足球队几

乎人手一套那里的别墅。

迪拜神话的破灭亦表明，如果你不是

世界经济、金融业的中心，就很难给如此发

展规模的酒店业一个强劲的、可持续的推

动力。

不要把酒店当成唐僧肉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北京、上海、

广州这样的一线大都市，五星级酒店的密

度也早已超过了纽约、伦敦、巴黎。高星级

酒店的市场供给已趋于平衡，并且略高于

市场需求。随着酒店业的人工和能源成本

继续推高，而从业人员薪水得不到提高，酒

店业高端职员和低端劳动力匮乏，高档酒

店业的竞争加剧，如果继续在一线城市大

力开发高星级酒店，势必造成高档酒店服

务质量下降，经营效益不理想。中国旅游

研究院副院长戴斌表示，除了少量的新建

项目外，建议大家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配

置到中端酒店的存量调整上来，并放慢引

进国际高端酒店集团的步伐。

星 程 酒 店 集 团 CEO 邵 兵 告 诉 记 者，

针对多家外企员工的差旅调查显示，每天

300 元至 400 元是外企基层员工最常见的

差旅标准，他们期待房间更宽敞、软硬件

配备更具品质的住宿。而这样的住宿需

求是目前经济型酒店不能满足的。传统

一至三星级单体酒店长期没有经营创新，

缺乏品牌，无规模效应，对消费者核心需

求不关注，也很难满足这部分中端消费群

的需要。

如何满足这些中低端客人的需求，提

高 中 端 酒 店 的 服 务 水 平，并 把 这 些 传 统

中端酒店甚至招待所纳入星级饭店体系

中发展，满足大众化旅行市场需求，才是

未 来 酒 店 业 破 局 的 关 键 。 谷 慧 敏 认 为，

在 这 一 过 程 当 中，地 方 政 府 最 大 的 作 为

是 在 此 类 项 目 的 投 资 开 发 中，不 干 涉 酒

店 业 的 正 常 市 场 机 制，不 给 酒 店 业 增 加

不必要的负担。

“酒店业的水电价格目前均高于市场

价格，造成酒店经营成本过大，这本身就不

符合市场规律。如果一味地把酒店业和高

消费、奢侈品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而忽视了

酒店业对整个服务业的带动作用，给酒店

业增加负担，只会‘鼓励’酒店向‘夜总会’、

‘歌舞厅’等非正常渠道发展。我一直在呼

吁，不要把酒店当成唐僧肉！”谷慧敏说。

慎重开发精品酒店

精品酒店的概念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一 度 引 发 了 一 些 小 众、高 端 消 费 者 的 兴

致。这个舶来品引进的不仅仅是一个概

念，也是一种高雅、独特的生活方式。开业

没 几 年 的 北 京 皇 家 客 栈 就 以“ 守 望 紫 禁

城”、“体会中国文化的行为艺术”等概念，

令一众精英人士以在此相聚为荣。

既然高星级酒店已经饱和，我们是否

就可以开始大规模开发、建设类似的精品

酒店呢？谷慧敏认为，精品酒店是为小众

市场服务的。在竞争激烈的酒店业，根据

各自所在城市、地区的文化特色和地缘优

势，推出一定数量、品质的精品酒店，无可

厚非，但在开发上一定要慎重。精品酒店

的开发模式和特点都与普通酒店不同，既

和所在城市的历史遗存有关，也和特定的

市场需求相联系。

谷慧敏建议，保护性开发城市现有的

文化遗存，并在此基础上建成精品酒店，

既 保 留 了 原 有 文 化 遗 产 的 特 色，又 能 避

免 在 酒 店 建 设 中 的 同 质 化 现 象，还 能 避

免土地浪费。北京的老四合院和上海老

别 墅 洋 房、石 库 门 都 是 建 成 精 品 酒 店 的

绝好模板。

“上海码头改建成的精品酒店既带有

老上海十里洋场的旧日风情，也体现了现

代设计的功力，是很好的样板。北京的 798

厂房也是很好的精品酒店建设基地。但目

前在很多老城开发中，没有把精品酒店的

元素引入进来，是很大的遗憾。”谷慧敏认

为，精品酒店的建设需要政府的统筹规划，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际化的文化、历史城市

都已把历史遗存改造成精品酒店，有很多

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编者按：随着“十一”黄金周出境游的增多，旅游服务贸易进口额大增，服务贸易再现逆差的担忧开始出现。相对

于世界各国极力打开中国旅游市场、吸引中国游客的举措，中国旅游资源对外促销活动一直做得不多，吸引国外游客

的力度也明显不足。在这其中，一直有声音认为，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设施不足是国内旅游附加值不高的原因。

据此，国内酒店业加快了发展步伐，一边是经济连锁型酒店蓬勃发展，一边则是星级酒店的风生水起。另外，许

多旅游景区也放下“架子”，不仅大搞景区推介活动，还加大了对现有旅游资源再开发的力度，想方设法增设楼堂馆

所，尽可能地扩大景区的接待能力。殊不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过度开发只能给旅游经济带来短期的经济效益，其

结果终将是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中秋假期的旅游余温还未消退，国庆长假的旅

游热潮接踵而至。近年来，旅游业借势各种节庆假

期迅猛发展，无论是自然景观抑或是人文景观，都

在此期间得到了大力的开发。然而，在人们出游的

乐趣增多之时，旅游资源过度开发导致的一系列问

题却日益突出。

在联合国评选出的全球濒危旅游景点中，一度

被世人称为世界上最美旅游胜地的西藏榜上有

名。业内人士认为，西藏上榜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其

旅游资源被过度开发。的确，国内大多数景点景区

都以不断开发、不断兴建道路及酒店来吸引游客。

不难发现，目前，国内很多景点景区已经和最初开

发时相去甚远。

国内景区现状堪忧

在中国的旅游景区里，自然景区占了很大的比

例，但是，自然景区生态环境往往较为脆弱，在成为

旅游景点之后，被破坏的程度也大大加深了，诸如

云南、四川、西藏等地所受破坏就十分严重。据不

完全统计，每年到滇池游玩的游客数以万计，每年

给滇池留下的垃圾就是数十万吨。如今，滇池的水

质治理已成为棘手问题。

“相比国内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国外很多地

方都对景区的接待设定了标准，以保护景区的生

态。例如，不丹就非常重视保护环境和生态资源。”

中青旅市场部负责人李先生说。记者了解到，位于

中国和印度之间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的内陆国

不丹，每年只允许 6000 名外国游客入境旅游，而

且，他们的行程还必须经过不丹政府的仔细审核。

深度挖掘取代过度开发

“在旅游开发的名义下，中国的风景名胜区正

在遭受严重破坏。”在业内人士的眼中，由于地方政

府的错位开发，一些优美的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

正在被破坏。江西财经大学旅游管理学院副教授

邹秀清表示，在众多导致景点状况恶化的原因中，

除了全球变暖等不可逆的自然因素之外，过度开

发、游客不文明行为等是较为重要的因素。

记者在采访调查中发现，尽管国家有关部门在

环境保护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但中国旅游

业尚没有专门的旅游环境保护法。邹秀清表示，任

何景区的开发其实都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将此代价降到最低。

其实，从近几年中国旅游市场的发展趋势不难

看出，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尽可能快地发展当地经

济，想方设法进行招商引资，却没有对当地的旅游

进行很好的规划，更没有考虑怎样保护旅游资源。

所以，无序开发风景名胜区的行为随处可见，不少

地方政府、旅游开发商和旅游经营管理部门竭力加

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热衷于在保护区内大兴土

木，筑路修桥，架设缆车索道，兴建娱乐设施，甚至

引入房地产开发等等，成为旅游资源被逐渐破坏的

罪魁祸首。

在开发旅游资源时，旅游景点和商业氛围的关

系是不容忽视的。邹秀清说，“旅游景点不能没有

商业，在现代社会，毕竟商业可以聚集人气，但是不

能过多过滥。”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旅游业更应该重视旅游发

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不能只顾着开发旅游资源而

忘记保持其生命力。在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同

时，如何防止对景点造成破坏，使旅游业与资源保

护齐头并进？邹秀清认为，要合理开发、科学规划，

让旅游资源开发做到深度而不过度。“更多挖掘旅

游景区的文化元素可以增加对游客的吸引力。”邹

秀清说。

当前，随着生态健康意识不断普及，生态旅游

正在走向市场，人们也开始热衷于生态游。这种

由旅游者直接参与环境保护的乡村旅游、绿色旅

游等生态旅游形式，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旅游与

环保不能共存的问题，同时，这也是世界旅游发展

的新趋势。

迪拜神话破灭后迪拜神话破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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