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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酒店业是一个与各行各业都发生密切联系的综合性产业!酒店业本身就具备了形成集聚的条件与优

势$ 通过对近年来文献梳理!发现城市星级酒店空间集聚研究主要集中星级酒店集聚现象及其形成%影响因素%集

聚效应三个方面的问题&同时从现有的研究文献可以看出'星级酒店空间集聚研究仍不够深入!缺乏系统化的理论

总结&对酒店空间集聚现象直接研究较少&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文章对今后我国星级酒店空间集聚形态发展研究进

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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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业作为旅游业三大支柱产业之一# 近年来发

展迅猛#尤其是城市星级酒店的建设和发展$各大星级

酒店品牌纷纷涌入#大量资金投入星级酒店市场#各类

型星级酒店不断兴建# 形成了我国城市星级酒店地理

空间上的集聚现象#这种现象带来了区域规模经济%品

牌塑造等优势#同时也带来了星级酒店彼此的竞争$从

星级酒店发展前景来看# 酒店集聚是酒店业持续发展

的必然选择#也是衡量地方酒店业发展水平的指标$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类型或不同类型的相关产业在

一定地域范围内的集中%集合$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信

息化#企业%地区%国家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产业集聚

以其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知识外溢等方面的显著优

势#成为了企业%地区%国家提升竞争力%发展地区经济

的重要手段BAC

$而产业集聚与酒店业的产生和发展在某

种程度上存在着天然的耦合#随着酒店业不断发展#研

究内容不断深入# 学者们开始关注产业集聚理论在酒

店业中的应用$

通过对不完全统计得到的相关文献进行研读#发

现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研究# 且涉及到城市星

级酒店空间集聚内容主要包括星级酒店集聚现象及其

形成%影响因素%集聚效应三个方面$

一$星级酒店集聚现象及其形成

集聚与酒店业的产生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

天然的耦合# 国外学者们从 !#世纪 "#年代关注酒店

业中集聚现象$ D+,,%E(<701+%F(601/*5'*

B!C以加拿大首

都多伦多市的旅游酒店空间分布格局为研究对象#探

索性的发现城市商务中心和机场是区域内酒店分布的

主要集聚区$ G*:)+H%G*H+*

B%C以尼加拉瓜瀑布周围的新

建酒店为研究对象#对其区位分布进行了分析#显示酒

店区位的集聚效应是显著的$ I+))'5

BJC认为城市酒店的

分布不是随机的#相反通常存在较高的集聚现象#酒店

集聚效应是影响城市酒店分布的一个重要因素 $

2)6+5(*%K(6/4))4L

BMC选取马德里市 $N%OPANN" 年的 !J#

家酒店#基于地理位置%价格%规模和服务四个变量#构

建了简易的地理模型# 对马德里市酒店空间分布进行

探析$研究发现#酒店的集聚效应只有在酒店服务产品

出现同质化和差异化平衡时才能产生$ Q+*:%R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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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城市酒店为例!结合酒店类型和酒店特

征!运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研究不同时期"不同星级"

不同所有制!论述酒店分布潜在影响因素#发现酒店星

级类型"所有权"开张时段"多元化服务"集聚效应"公

共服务设施"道路便利"旅游景点可进入性是重要影响

因素$

随着我国城市酒店的迅猛发展! 国内研究酒店业

学者们也将产业集聚理论应用到酒店业! 直接或间接

地探讨城市星级酒店区位中集聚现象$陈岩英%('以酒店

联盟空间布局的选择作为研究切入点! 结合经济区域

理论!提出酒店集聚区概念!并对酒店集聚区内的酒店

联盟动因%运作管理机制进行了论述!最后还提出了建

立酒店集聚区的相关措施$ 李贤金"谢红彬%)'将产业集

聚理论与酒店业结合起来! 以福州市酒店业为研究案

例! 探讨了产业集聚理论与旅游酒店选址两者之间的

关系$ 林东%*'

!马潇"罗寿枚%+,'

!张玲%++'

!胡波%+-'

!王艺%+.'分

别探讨了福州"广州"上海"长沙四个城市的星级酒店

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认为城市星级酒店等级结

构空间分布格局不同!并受商业区位"城市交通"城市

地价"城市的旅游功能导向"集聚效应等因素的影响$

赵媛"黄秋昊%+/'

!余瑞林"张红%+0'

!武传表"彭绪娟%+1'采用

234空间分析工具!对南京"武汉"大连市三城市当前

星级酒店空间布局特征"动因和规律进行探析!发现三

城市星级酒店向主干道"商贸发达地区"旅游资源地集

聚$武传表"彭绪娟还认为大连市星级酒店空间分布密

度不均衡!不同地价区呈倒金字塔形分布$ 陈岗"黄震

方%+('从交通单一维度对桂林酒店空间布局进行研究!

发现桂林酒店空间分布表现出新的形态! 桂林主城区

内的三星及以上酒店随着对交通集成度依赖程度逐步

减弱!呈现出远离城市中心的倾向$ 罗浩"杨%+)'重新

审视城市酒店区位选择中的空间关系及其背后的机制

与规律! 认为酒店空间集聚是酒店区位选择研究内容

中的一个重要视角! 同时指出未来研究应在具体研究

领域取和研究方法上取得重要突破$

二!星级酒店集聚影响因素

56789:;7

%+*'详细阐述了西欧中型城市酒店空间集

聚现象!认为交通技术优势"可达性是接待业服务中心

演 化 的 主 要 原 因 $ <=6>7?:"@"::=#$;9#

%-,'

!A:;"6B#"

2B;=?:?C

%-+'

!<:??DE"#"F969G!

%--'三者都探讨酒店产品属

性与地理集聚之间的关系! 并以个案城市酒店为研究

案例进行实证分析$ <=6>7?:"@"::=#$;9#认为酒店之间

产品异质性或产品需求多样化! 易促使酒店企业在地

理上形成集聚! 提高酒店竞争力! 减少彼此之间的竞

争!获取集聚优势$ A:;"6B#"2B;=?:?C以马德里城市 -/,

家酒店为例进行分析研究! 发现定位差异化酒店常出

现集聚!而酒店产品类似的情况下!酒店往往会采取与

竞争对手定位一致性的集聚布局及差异化扩散布局的

措施!以需求平衡点!而此时价格与地理范畴中的相关

因素是考虑的重点$<:??DE"#"F969G!在论述产品异质

性和地理集聚之间的相互作用基础上! 选取美国酒店

为样本数据! 探讨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不同等级规模的

酒店进入模式! 发现酒店集聚与酒店产品类型及规模

分布程度关系较为敏感! 并且不同酒店企业之间产生

集聚效应存在差异$ 而 H>I"##" J:99E

%-.'则从一个新

的视角出发! 研究分析集聚区内引入新酒店产生新集

聚现象问题$认为新酒店在选址时!选择进入现有酒店

集聚区的可能性很大! 文章还以酒店价格为切入点分

析!发现在现有集聚区内!新建酒店的定位价格越高!

酒店获取的竞争效应越大$

李庄容%-/'详细地论述了广州高星级酒店集聚现状"

特征和集聚动力!并从区域竞争"产业内部竞争两个角

度分析了高星级酒店竞争结构$ 邴振华!高峻 %-0'采用

-,,.K-,,(年星级酒店相关数据! 以长三角区域为研

究个案!探讨了区域星级酒店集聚度!指出星级酒店区

域集聚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性高! 但星级酒店区域

集聚度并不高$ 陈岗!张建春%-1'运用 234软件中缓冲区

分析方法!从点"线"面三种要素建立酒店缓冲区!对桂

林主城区不同等级酒店空间集聚现象形成与旅游空间

要素的空间关系进行全方位的探析! 结果发现桂林主

城区高等级&四星级%五星级'酒店选址呈现倾向于核

心景区附近!而远离火车站%次要景区的特征$方叶林%

黄震方等人%-('从酒店效率视角出发!选取大陆 .+个省

级区域 -,,,K-,,*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改进的 LM5模

型和波士顿矩阵法! 对相对效率的空间集聚态势及影

响机理进行分析! 发现大陆星级酒店相对效率及其空

间集聚态势都表现出与经济水平负相关的态势! 各项

效率的影响机理不同$

三!星级酒店空间集聚效应

集聚效应是指酒店因集聚而产生的效用! 是酒店

集聚产生的一个结果! 同时也是影响酒店业形成集聚

的重要因素$从酒店集聚产生效果来看!可以分为正效

应和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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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度衡量了酒店业集聚产生的集聚效应#6.7($(&"

89/(:以资源寻求为切入点!从酒店管理角度出发!探

讨酒店集聚效应$ =".$%&'(从需求的角度出发!探讨酒

店业集聚产生的外部效应! 发现在酒店集聚区内顾客

易找到所需酒店类型! 减少顾客搜寻成本继而增加顾

客需求!这利于集聚区内酒店的市场拓展$同时集聚区

内酒店能够利用顾客对集聚整体的信任! 增强顾客对

该区域酒店产品和服务认可! 从而降低酒店的市场拓

展成本!打造区域品牌$ -./0%1.230.(

);>?从分化和集

聚两个方面! 分析了曼哈顿酒店业 >+5+@>55<的空间

分布演化$酒店业在地理空间上存在着柔性集聚!集聚

能够使单体酒店获取潜在的外部需求信息" 降低集聚

区内酒店交易成本!实现规模效应!还利于发挥资源共

享效应!打造区域品牌$ A(:".0"-./0

);*?以曼哈顿连锁

酒店为例!通过对其集聚现状特征分析!探讨了酒店集

聚产生的内部效应! 认为连锁酒店集聚促使非品牌酒

店的故障率降低$ 89/("B.7($(&

);;?

!C&.(:"D$E

);F?以单个

城市酒店集聚区内不同类型酒店为研究对象! 探讨不

同类型酒店获取的正外部集聚效应差异$ 89/(:"

6.7($(&探讨了乡村地区不同等级规模酒店的集聚!发

现在激烈竞争中!连锁公司和大型公司贡献他们的&正

外部效应'!单体酒店和规模较小的酒店受益于连锁公

司和大型公司产生的外部效应$C&.(:%D$E分析了北京

酒店业中不同类型星级酒店集聚产生的效应! 在此基

础上! 权衡北京酒店实际地理位置之间的竞争和集聚

效应发现只有高星级合资酒店有助于提高顾客需求!

而其他所有星级酒店则获取集聚优势$

罗秋菊%李晓莉 );G?以广交会(中国出口商品交易

会)为例!探讨广交会与城市酒店业效益及其配置的关

系! 研究发现在会展展馆附近和通达交易会的交通干

线附近易形成星级酒店的空间聚集带! 尤其是高档酒

店因形成集聚而获得了酒店业主要利润# 傅慧);H?认为

酒店企业地理空间上的柔性集聚! 既能降低交易成

本!实现规模效应!又有利于集聚区内酒店企业相互

学习!发挥资源共享效应!促进集聚区酒店内企业创

新!提高区域竞争力# 孙静!黄建阳);I?探讨哈尔滨星级

酒店空间分布以及空间供求现状!发现现有星级酒店

因过于集聚而产生了负面效应!文章还对城市星级酒

店未来发展提出建议!政府部门应适度在未来发展趋

势较好的道外区增加数量少%密度小%发展空间大的

星级酒店#

集聚能够产生积极的集聚效应!提供竞争力!但同

时也有可能会加剧竞争!造成该地区酒店企业的重组%

改组%也可能会退出该市场!形成集聚不效应的现象#

-./0%J3K$.&

);+?以曼哈顿 >+5<@>55< 的酒店数据为基

础!探讨了酒店业集聚产生的负面效应#发现资源需求

相似的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位于人口稠密地区%

组织规模大% 地理位置集中和价格分布的酒店经历了

显著性的较高的失败率#8.($(.%L(K

);5?探讨了酒店集聚

的正负面外部效应! 并提供了基于战略集聚的正面和

负面的外部效应证据# 认为正面集聚效应所产生的优

势!主要是由低端酒店企业差异化溢出效应所造成的#

而集聚的负面外部效应主要是因为同一地点追求低成

本战略方向的企业集群引起的#

四!研究述评与展望

城市星级酒店区位选择对酒店投资和经营具有重

要的意义!空间集聚作为城市星级区位选择组成部分!

是城市旅游研究以及城市酒店业研究的重要内容# 通

过对国内外近 ><年来城市星级酒店空间集聚的相关

文献进行分析!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评述#

M>N直接研究较少# 近年来!国内星级酒店空间分

布研究逐渐增多!取得一定成果# 而酒店空间集聚产

生的集聚效应作为空间分布特征重要的影响因素或

区域旅游业集聚的重要内容的出现较为频繁!学者们

对酒店空间集聚直接研究较少#

O*P研究不够深入!缺乏系统化理论总结# 国外学

者对城市酒店空间集聚研究主要集中于酒店空间集

聚现象以及效应分析! 国内酒店空间研究起步较晚!

相关文献主要侧重于酒店空间集聚现象%特征描述#

M;P微观的个案研究较多!研究方法单一# 无论是

国外相关研究!还是国内相关研究!相关文献多以个

案研究为主!采用实证分析为手段进行研究!国内研

究案例多选取广州等酒店业较为发达地区!不够有代

表性#

MFP定性研究为主!定量分析迫切需要# 国内城市

酒店空间集聚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 少数文献运用

=AQ技术进行制图进行特征! 而定量研究主要是区域

旅游业集聚或集聚度测量研究过程中!简单分析酒店

业集聚问题#

总体看来! 城市星级酒店空间集聚研究在研究方

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都呈现出逐步深入趋势!尤其

是在近年来酒店业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许多学者从

I>



微观区位视角对城市酒店业空间布局!特征等方面进

行分析研究"对城市星级酒店业投资经营和选址具有

现实指导意义# 但是"不论是从城市星级酒店空间布

局的现实价值还是理论指导意义"今后城市星级酒店

空间集聚研究依然值得继续深入$ 第一" 研究视角

上"可采用多学科的综合视角对城市星级酒店空间集

聚进行全面分析"研究星级酒店间交互影响"分析空

间集聚对城市不同星级酒店的影响"探讨城市星级酒

店集聚区内酒店之间关系博弈等%第二"在研究方法

上"随着城市星级酒店空间集聚现象明显"定量分析

将是城市星级酒店研究的重要趋势"通过定量分析城

市星级酒店集聚区内酒店投资经营"城市星级酒店集

聚区位选择等%第三"在研究的深度上"总结分析城市

星级酒店空间集聚形成过程中存在问题"利用相关分

析工具"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考察集聚对相

邻星级酒店业绩的彼此影响等# 总之"应当将城市星

级酒店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探讨与我国城市星级

酒店发展相适应的研究范式"丰富和完善城市星级酒

店空间区位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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