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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 年第一季度，新冠疫情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爆发，全国多地采取公共场

所禁止聚集、多种公共交通停运、暂停各级酒店开放营业等措施，使得酒店业进

入寒冬；随着全国范围内疫情的控制，第三季度酒店业逐渐回温；而 2020 年第

四季度开始，少数地区零散发生区域性疫情，迫使疫区酒店业恢复脚步放缓。本

文通过划分不同等级（一二三线）、区域、城市类型（商务/旅游）及疫情爆发程

度不同的部分城市等对 2020 年前三季度酒店业运营情况进行分析，对未来酒店

业的发展情况进行展望，并探讨疫情对酒店类证券化项目的影响。 

 

后疫情时期的酒店业运营情况 

根据 Wind 数据显示，2020 年第一季度，全国星级饭店平均入住率同比下滑

26.09 个百分点降至 22.83%；得益于高端酒店倾向维持平均房价的对策，全国星

级饭店平均房价同比小幅下滑 6.95%；尽管各地酒店纷纷找寻疫情时代的新出路，

推出优惠包月自助餐、餐饮外卖等服务，但仍无法躲避营业收入的断崖式下跌，

2020 年第一季度全国星级饭店营业收入勉强达到上年同期的 40%。2020 年第一

季度尾声，新冠疫情应对模式逐渐步入常态，除个别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地区，各

地工作生活基本恢复正常秩序。根据 STR 数据显示，随着多地新冠病例人数的

清零，中国大陆酒店客房需求自 2020 年 3 月起触底回升。2020 年第二季度，各

星级饭店为提升入住率，主动采取下调房价的方式吸引客源，尤其是中高端酒店

房价下调幅度较大，致使当季成为疫情以来平均房价同比降幅最大的时段，较上

年同期整体下降 17.80%1；平均入住率虽环比提升 10.25 个百分点至 33.08%，但

同比仍下降了 23.82 个百分点，酒店业的复苏滞后于疫情的防控进度及整体经济

的回暖。同时，2020 年上半年疫情的外力冲击加剧了酒店业的洗牌和淘汰，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全国星级饭店数量同比减少 28.42%，停业酒店数量与星级档次

呈反比趋势，四五星级饭店数量同比下降更少，高端酒店抵抗突发事件的屏障能

力突显；2020 年第二季度全国星级饭店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56.66%，尚未看到恢

复态势。进入 2020 年第三季度后，全国疫情管控已取得阶段性的稳定成果，商

务出行与旅游出行需求持续稳定上升，全国星级饭店平均入住率与平均房价环比

均向上反弹。2020 年第三季度，全国星级饭店营业收入环比大幅增长 68.94%，

                                                        
1 数据来源：Wind，下同。 



基本达到上年同期的 3/4，考虑到星级饭店数量的同比下降，现有星级饭店营业

收入实际恢复情况优于上述情况。 

1、不同城市组酒店业运营差异 

一二线城市酒店受全球疫情影响更大、政府管控政策更严，恢复相对较慢；

2020 年第三季度商务出行逐渐恢复，经济实力较好或发展迅速的省份酒店业恢

复较好，其中东南沿海部分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城市受海外疫情影响恢复稍慢，

经济增速较缓的地区酒店业恢复较弱。 

从不同等级城市组看，一二三线城市组酒店业在上半年均受疫情影响严重，

三季度均有所好转，但不同等级城市组恢复情况有所不同。其中，一二季度房价

和入住率下跌幅度从小到大为三线城市组、二线城市组和一线城市组，三线城市

组酒店业受损相对较小；而三季度酒店业恢复程度由好到弱同为三线城市组、二

线城市组和一线城市组。整体看，三线城市酒店业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恢复较

快；而一二线城市酒店客源因全球疫情影响海外客源大幅减少并尚未完全恢复，

且一二线城市管控更严，酒店业恢复程度较慢。 

 

  

 

从区域看，临近省份受疫情影响程度大体相同，将全国分为东北、东南、西

南、西北和中部共五个区域选取了五组标的省份，一二季度各区域酒店业均受疫

情影响较大，自三季度起，酒店业虽陆续开始复苏但各区域恢复情况受当地经济

影响有所差异：2020 年发展较快的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酒店业恢复

较好，其中近年来 GDP 增速最快的西北地区酒店业恢复程度好；东南地区因部

分沿海城市对外贸易往来较多、海外疫情未有好转，致使当地酒店业恢复弱于中

部地区和西南地区；东北地区近年来 GDP 增长较慢，当地酒店业恢复程度弱。

整体看，第三季度国内因疫情得到控制商务出行逐渐恢复，使得经济发展较快区

域的酒店经营向好，部分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城市或地区的酒店业恢复情况较弱，

但所受影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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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务城市与旅游城市酒店业运营差异 

商务型城市酒店业在第三季度表现出明显好转，整体较全国平均恢复程度

差别不大；旅游型城市酒店业经营情况分化更加严重，交通便利、旅游业发展成

熟的城市恢复情况好于全国平均恢复水平，反之恢复情况低于全国平均恢复水

平。 

为更细致地区分不同类型地区酒店业的恢复情况，我们将地区大致划分为商

务型城市和旅游型城市，并各自选取 4 个城市作为参照依据。商务型城市选取了

深圳、广州、杭州和郑州，旅游型城市则选取三亚、昆明、黄山和桂林作为研究

对象。根据 Wind 数据显示，深圳、广州、杭州和郑州星级饭店的平均入住率在

2020 年上半年均同比大幅下降，且降幅超过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平均房价方面，

2020 年上半年深圳、杭州酒店业平均房价出现同比下跌，但跌幅有限，均在 10.00%

以内；广州酒店业平均房价第一季度基本保持稳定，但第二季度同比大幅下降

30.00%；郑州在疫情期间表现最好，平均房价不降反升，第二季度平均房价同比

上升超过 20.00%。进入 2020 年第三季度后，以上 4 个商务城市星级饭店平均入

住率均有明显好转，虽然城市之间恢复程度仍有差异，但整体较全国平均恢复程

度差别不大。平均房价方面，深圳、广州和杭州星级饭店平均房价基本恢复上年

同期水平，郑州星级饭店平均房价则同比上升 24.65%。相较于商务型城市，旅

游型城市酒店业经营情况分化更加严重。旅游型城市由于地理位置、基础设施完

善度等差别较大，受到疫情影响后交通恢复程度大不相同。旅游业发展较成熟、

具有顶级热门度的旅游城市如三亚、昆明，其交通可辐射全国范围，机场航班起

降架次在 2020 年第一季度的骤降后稳步回升，与之联动的酒店业在上半年遭受

疫情重创后，也已于第三季度迅速反弹，2020 年第三季度平均入住率较上年同

期恢复情况好于全国平均恢复水平，平均房价同比均上涨超过 20.00%。同样作

为旅游型城市，但通行方式受影响较大的城市如黄山、桂林，酒店业在第三季度

虽也有一定程度的回暖，但恢复情况远不及三亚、昆明。对全国旅游客源而言，

黄山、桂林通行方式所需中转交通工具种类更多、耗时更久，与疫情防控原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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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加之航空业调整各地航班架次后桂林机场航班起降架次各季度同比明显减少，

交通出行的便利度对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的影响程度大幅上升。2020 年第三季

度，黄山、桂林星级饭店平均入住率同比均仍下降 20 个百分点，平均房价同比

均下降超 8.00 个百分点，两项指标都在全国平均恢复水平之下。 

3、重点城市酒店业运营差异 

自 2020 年第三季度起全国性疫情重灾区酒店业已恢复至同等级城市水平；

区域性疫情一般持续 1~2 个月，持续时间较短，较全国性疫情对酒店业冲击更

小；局部疫情对不同经济实力城市影响程度无明显差异。 

考虑到不同城市受疫情影响程度不同，本文选取几个典型区域性疫情的城市

（北京、武汉、青岛、宜昌）并参照同等级的城市组2进行分析。 

武汉、宜昌 

武汉、宜昌均位于湖北省，2019 年 12 月武汉自海鲜市场爆发疫情并迅速蔓

延湖北省，成为疫情重灾区，当地政府于 1 月底至 4 月初实行封城、人员流动管

控，对当地酒店运营的影响很大。从营业总收入看，2020 年前三季度武汉酒店营

业总收入较同期大幅下降约 40%~72%，宜昌下降约 17%~51%，两个城市第二季

度下降明显，第三季度宜昌地区酒店行业恢复好于武汉地区酒店行业；横向比较，

武汉、宜昌第二季度远不及同等级城市，但于第三季度恢复至同等级城市组平均

水准。平均房价方面，武汉、宜昌地区酒店平均房价除第二季度下降 10%左右其

他季度变动较小；入住率方面，武汉入住率变动显著于宜昌，武汉第二季度酒店

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45.05 个百分点，同时期宜昌地区酒店入住率仅下降

26.57 个百分点，三季度武汉酒店入住率较去年同期减少 17.45 个百分点，同时

期宜昌地区酒店入住率已恢复至去年同期。整体看，在全国性疫情严重地区酒店

行业 2020 年上半年受损严重，但三季度恢复至同等级城市水准；同时，经济实

力较弱地区酒店业恢复快于经济实力强地区。经济实力好的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往

来频繁、进出入境客流量更大，而第三季度全球疫情发展仍在加速，各国对出入

境实施管控、地区间经济往来大幅缩减，经济实力较强的地区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速度放缓。 

北京、大连 

2020 年 6 月中旬起北京自新发地为传染源发生多起感染病例，并于当年 8

月初疫情结束，疫情共持续近两个月；2020 年 7 月，大连因生鲜冷链产品突发

局部性疫情，并于 8 月底疫情得以控制，两地突发疫情时间较为接近。疫情期间，

两地政府对进出入实行严格管控，出入境人数大幅减少，对当地酒店经营情况造

成重要影响。从营业总收入看，2020 年前三季度北京酒店营业总收入较同期大

幅下降约 51%~68%，大连下降约 38%~73%，两个城市第二季度下降明显，第三

                                                        
2 分为一线城市组、二线城市组和三线及以下城市组。 



季度虽受区域性疫情影响但酒店业仍整体回暖，区域性疫情影响小于全国性疫

情影响，区域性疫情持续时间短、管控手段更加灵活，对区域内经济影响较小、

更易恢复，对当地酒店业冲击更小。平均房价方面，北京地区平均房价除了第二

季度外较去年同期变动较小，大连第二三季度平均房价下降显著；入住率方面，

北京和大连均较去年同期明显下降，两地入住率下降程度接近。两地分别横向比

较，北京地区和一线城市组相比，平均房价基本持平但受 6~8 月区域性疫情影

响，第三季度酒店总营业收入和入住率明显较低，故第三季度北京酒店业有所恢

复但仍低于一线城市组平均水准，且自新发地疫情后北京突发多轮区域性疫情，

不利于当地酒店业的恢复；大连地区和二线城市组相比，大连地区酒店业三季度

影响最大，三季度经营情况有所好转但低于同类型城市平均水准。同时，局部疫

情对不同经济实力城市影响程度差异较小，但由于一线城市经济对外依赖度高、

疫情管控更严格，一线城市组酒店恢复较慢，故第三季度大连与同城市组酒店各

指标差异高于北京与同城市组酒店各指标差异。 

 

2021 年酒店业运营情况展望 

结合 2020 年前三季度酒店运营情况和近期新冠疫情动态，我们认为疫情对

酒店业未来发展或有如下影响： 

2021 年酒店业整体经营情况好于 2020 年 

2020 年初全国突发疫情，自 2003 年非典疫情后全国未发生特别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各地对本次疫情应对反应较慢、对新冠病毒认识欠缺，且突发时间在春

运期间，各地防控措施不足；但自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各地政府已有充足的认

识和应对手段，突发疫情仅限于局部地区且持续时间维持在 1~2 个月，局部疫情

对当地酒店业影响小于全国性疫情影响，故预测 2021 年酒店业整体受疫情影响

程度小于 2020 年，未来发展趋势向好。同时，自 2020 年第三季度，全国范围内

酒店业回暖，酒店毛现金流较 2019 年同期平均跌幅已在 15%以内，第三季度后

随着国民经济稳定恢复，预测 2021 年酒店毛现金流收入跌幅可恢复至疫情前 15%

以内。 

新冠疫情将持续影响酒店 2021 年第一季度的运营收入，尤需关注冬季热门

旅游城市酒店运营情况 

由于新冠病毒畏热不畏冷，进入冬季后部分地区疫情有所反弹，2021 年 1 月

后已有多个地区再次封城和人员流动管控，就 2020 年防控经验来看，严格管控

一般至少持续 1 个月；而 2021 年春节期间鼓励就地过年、减少人口流动，预计

春节期间酒店业小高峰受冷，原第一季度酒店运营周期的小高峰或将不出现，三

亚、哈尔滨、厦门等冬季旅游热门城市酒店运营情况受疫情影响尤甚。 

局部地区疫情防控依赖当地防控措施，应关注单体酒店所在地日常防控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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