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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亮的名片】 星级酒店中部第一

“长沙酒店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中部第一。”
湖南商学院休闲产业研究所所长、 湖南旅游饭店星评
委郑宪春在对“长沙酒店现象”进行解读时，第一句话
就为长沙酒店业的“江湖地位”定了调。作为曾经长期
在湖南省旅游局行业管理处负责实际业务工作， 参与
了湖南第一家星级酒店、 第一家五星级酒店评定工作
的郑宪春，给“长沙酒店业现象”进行定义显然有着相
当的权威。

对于郑宪春的观点， 另一位门生遍布长沙各大酒
店的业内专家， 湖南商学院旅游管理学院院长钟志平
也表示认同。他认为，单从数量上看，长沙五星级酒店
就是中部的一支“虎狼之师”。根据最新的全国五星级
酒店名录，长沙有13家五星级酒店，这个数字与武汉旗
鼓相当。与长沙城市规模接近的南昌，也不过仅仅7家
五星级酒店。另一个中部大都会郑州更是只有5家五星
级酒店，远远落后于长沙。

自1989年底湖南首批星级酒店评定以来，长沙的
酒店业就从过去仅仅提供简单的吃饭住宿的招待所，
不断向提供全方位服务的现代化酒店升级。经过多年
发展，从最早仅有三星级酒店，到目前已经有13家五
星级酒店，华天、通程、神农、佳程、喜来登、芙蓉国温德
姆……这一个个长沙市民耳熟能详的名字， 已经成了
长沙对外展示形象的绝佳名片。

【最高的入住率】 位居全国第一

如果说长沙高星级酒店的多，还只是雄踞中部，那
么，这些酒店的入住率之高，则足以傲视全国。长沙市
旅游局局长谭勇曾对媒体表示， 今年一季度长沙酒店
平均入住率达79.22%，居全国第一，长沙多数四星级酒
店最近的入住率甚至达到90％。

据业内人士介绍， 长沙运达喜来登酒店的平均入
住率在80%以上， 长沙芙蓉国温德姆至尊豪廷酒店则
为78%。“业内认为，在一个城市，如果高端五星酒店的
平均入住率在70%以上， 便可认为这个城市的高端五
星酒店需求状况并未饱和。”湖南运达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杨玻说。

事实上，不仅是住宿，长沙酒店的餐饮恐怕也是全
国的排头兵。

钟志平表示， 长沙人喜欢在五星级酒店摆婚宴，
“由于酒店供不应求，不少婚礼连日子也不挑，只要酒
店有空当，就马上定婚宴。”现在这股消费潮流还继续
向节庆团聚演进，“春节过去是在家里团聚， 但现在长
沙人开始在酒店吃团年饭，其他节庆也出现这种情况。

在这方面，其他中部省会都比不上长沙。”

【最强势的本土话语权】 坚守阵地并“冲出去”

长沙酒店业还有一个得到业界普遍认同的特点，
就是面临国外高端品牌酒店咄咄逼人之势， 本土酒店
依然活力四射。

湖南省旅游局副局长刘之明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湖南酒店业的发展以本土酒店为主。曾很长一段
时间内都是。

即便外资酒店大举进入长沙， 但湖南的本土酒店
不仅守住了阵地，还敢于冲出去。以湖南最早的上市酒
店华天酒店为例，近年不仅在省内遍地开花，还进军巴
黎，成为大陆首家在发达国家开设高星级酒店的企业。

同时在经营上， 本土酒店依然凭借其特色而闪耀
星城。钟志平表示，在政务接待方面，华天酒店始终具
有外资酒店不可比拟的优势， 而通程酒店其设计之初
就特别注意商务接待，“它的商务中心最完备， 很多外
国商务客人来长沙都喜欢住通程。”

对于长沙本土酒店的强势， 香港特首曾荫权在长
沙的感受可能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曾荫权某次来长沙
参加活动，入住和活动主要在通程、华天、华雅三家本
土酒店。曾荫权返回香港后，在多个重要场合都提到长
沙酒店的服务水平。他说，“在世界各地住过100多家酒
店，只有到了长沙的酒店，才有回家的感觉。长沙的酒
店是超六星级的。”在离开长沙之际，曾荫权向所有在
场的酒店服务人员三鞠躬， 对酒店精心提供的个性化
服务表示谢意。

此外，在城市发展越来越千篇一律之时，特有的餐
饮口味和习惯，就成为区分不同地域的一个重要分野。
“很多国际品牌酒店到了湖南就要研究湘菜。” 刘之明
介绍，不论哪里来的酒店，进入湖南后，餐饮都免不了
被同化的趋势， 如喜来登用酱椒烧制的五花肉甚至成
为酒店的一道招牌。从这点而言，湖南的酒店餐饮文化
也体现出强势的包容特性。这，就是本土的力量。

【最亲密的业态联姻】 建一家酒店盘活一块地

路过喜来登、芙蓉国温德姆等新建大酒店的人，可
能会注意到，与以往的酒店不同，这些酒店都“捆绑”了
银行、商城等不少高端企业。如与喜来登“联体”的浦发
银行、美美百货，与芙蓉国温德姆“联体”的华融湘江银
行、中国石油。

对于这种现象，钟志平认为，这是整个酒店业态发
展的一个新趋势，“即从过去单一的酒店业态， 向新型
MALL转变。”他指出，酒店的服务形式与物业管理极
为类似，这与写字楼的要求不谋而合，因而许多大公司
与酒店联为一体，“产生了许多酒店式写字楼， 现在喜
来登等酒店的写字楼都是满的。”

钟志平认为，这种新业态的出现，一方面满足了许
多大公司在日常物业管理与服务及形象等方面的需
要，“高星级酒店为其提供服务可以满足这种需求。”另
一方面， 使得高星级酒店具有极强的商业凝聚力，“多
种业态的整合， 使得一个高星级酒店成为一个区域
CBD，建一个高星级酒店就能搞活一块地。”

【最潮流的行业生态】 大象与蚁群共舞

中国人提倡中庸，认为过犹不及。然而从国际消费
潮流的演变而言，两极分化的生态正在成为趋势。无论
是商场，还是酒店，那些活得滋润的，要么是大象般的
巨无霸，要么就是形成蚁群般的微型连锁。国内其他省
份，或许还有中型的单体酒店一席之地，而在长沙，无
论湘江宾馆的倒闭还是南方明珠的易主， 都清晰地提
示我们，行业生态上紧扣着时代的脉搏。

钟志平指出，这种大象与蚁群共舞，其实就是目前
酒店业发展中所出现的哑铃型结构，“两头大， 中间
小。”目前长沙的酒店中，有18％是高星级酒店，有50％
是经济型酒店， 这两类酒店几乎占了整个长沙酒店业
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未来长沙酒店业两头将发展得
越来越大。”

瞩目中国酒店的“长沙现象”

“

扫描

作为一个内陆城市，长
沙算不上城中龙凤，因此，能
被人称得上长沙现象的，不
多。

周敦颐曾经记录过一
种： 吾道南来， 原是濂溪一
脉； 大江东去， 无非湘水余
波。毛泽东也曾描述过一种：
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
透，百舸争流。而我们在这里
写下的，又是另外一种。

“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
起楼高百尺”，唐朝诗人韦应
物在吟咏长安酒肆之时，发
出如许感慨。 而这种起楼高
百尺的盛况如今也已在长沙
再现。 尽管城市规模在中部
省会城市中并不突出， 但长
沙的五星级酒店却是中部的
一支“虎狼之师”，数量居然
与城市面积大一倍的武汉并
列中部第一， 比城市规模相
当的南昌几乎多出一半。

在这些五星级酒店中，
长沙本土的高星级酒店占了
颇为不小的比例， 并且在与
国外著名品牌酒店的竞争中
丝毫不落下风。 为何长沙的
酒店业会如此兴盛， 以致成
为酒店行业的“长沙酒店现
象”？

■记者 李庆钢

高端品牌酒店大举进入长沙。 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