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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经济圈与酒店供给结构：基于广州酒店业的实证研究 

 

曾国军 1,李军 1,彭青 1 

( 1.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本文对广交会期间一小时经济圈对广州酒店业供给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论如下：广州酒店业一小时

经济圈的范围几乎涵盖了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车程距离会对酒店一小时经济圈范围产生显著的影响，广

交会酒店供给一小时经济圈内的平均车程为 66 分钟；是否提供接送等额外服务也会影响酒店服务提供商的

一小时经济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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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广州酒店业经历了三次高速发展的“里程碑式”的发展阶段。第一次

为改革开放后的 1982－1985 年，以白天鹅、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为代表的真正意义上的

现代化高档酒店群的建立；第二次为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的 1992－1997 年，新增酒店及其它

住宿设施 500 多座，星级酒店从几十家增加至 100 多家，房间数由 3 万多间增至 10 万多间；

第三个时期是广州申亚成功后，民间投资高星级酒店热情高涨，国际品牌酒店加紧进入，本

埠高星级酒店相继启动改建或扩建工程。广州酒店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黄金期”。2007

年 7 月，广州全市已有酒店及住宿设施 2200 多家，其中星级饭店 214 家，包括五星级酒店

8 家、四星级酒店 30 家、三星级 96 家，二星级 75 家、一星级 5 家。 

2004 年 7 月 1 日广州申亚成功以后，面临加快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的良好机遇。广州承

办 2010 年亚运会，除了兴建体育场馆、完善交通网络、加快通讯设施现代化以外，还必须

建设相当规模的酒店。按照申亚的承诺，广州在 2010 年亚运期间需提供 300 家左右的星级

酒店。然而，截至 2007 年 7 月，广州只有星级饭店 214 家。距离 2010 年不到 3 年时间，广

州要达到承诺的 300 家星级饭店投入正常营运，接待 40 万观摩亚运会中外来宾，确实有一

定的难度，旅游住宿业面临巨大的挑战。 

二、广州酒店业发展存在四个问题 

  一方面，广州酒店业发展面临机遇，另一方面，广州星级酒店的经营并不理想。本部分

先对广州酒店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二手数据分析。 

第一，广州星级酒店的出租率不高。2006 年，广州市旅馆业共有客房 102529 间，其中，

209 家星级酒店拥有的各类客房达 34704 间。2006 年五星级酒店客房出租率（70.39%）最高，

其次是四星级酒店（69.09%），都超过了全市星级酒店的平均出租率（表 1）。可见广州旅游

业接待的住客以高档商务客人为主。在这样的市场引导下，在穗投资的旅馆业经营者，必然

大多会选择四星级以上的高档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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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广州市星级酒店核定客房出租率 

年份 2002 2004 2006 

星级酒店 出租率  63.76% 62.60% 62.14% 

五星级 出租率 70.39% 58.74% 68.63% 

四星级 出租率 69.09% 63.42% 65.57% 

三星级 出租率 61.97% 62.24% 59.52% 

资料来源：根据《广州旅游简报》相关资料整理。 

第二，广州酒店业星级酒店规模相对较小。近期开业或即将开业的多家高档次酒店，三

分之二以上的酒店客房数在 400 间以下，客房数在 500 间以上的大型酒店只有两家。表 2

显示了广州星级酒店单间规模及员工组合变动趋势:酒店的客房数量逐年缩小，而每间客房

使用的员工则逐年增加。结合将于近几年陆续建成多家五星级标准的高档酒店所公布的规模

数据(以 400 间客房左右为主流)，以及原有五星级酒店客房改造的趋势与特点，广州五星级

酒店的平均规模还将进一步缩小。另一方面，随着广州现代化服务功能加快完善和发展，为

各类商旅客人提供的服务追求更高的效率和附加值，广州旅游住宿业特别是四星级以上的酒

店，每间客房使用的员工也将保持缓慢增长的趋势。 

表 2  广州星级酒店客房及员工组合变动对比 

2006 年 2004 年 2002 年 

项目 

平均每间

酒店拥有

的客房

（间） 

平均每间

客房使用

员工（人）

平均每间

酒店拥有

的客房

（间） 

平均每间

客房使用

员工（人）

平均每间

酒店拥有

的客房

（间） 

平均每间

客房使用

员工（人）

星级旅馆 161 1.44 163 1.43 167 / 

五星级 671 2.02 1050 1.51 834 / 

四星级 285 1.77 369 1.44 310 / 

三星级 150 1.31 150 1.48 159 / 

资料来源：《广州旅游简报》2007 年第 5期。 

第三，广州酒店业市场集中度不高。2006 年广州市主要宾馆(酒店)营业收入排前 10 名

的是中国大酒店、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东方宾馆、广东亚洲国际大酒店、广州长隆酒店、

广东新白云宾馆、凤凰城酒店、广州大厦、广东国际大酒店。这 10 家酒店营业收入总额为

250237.5 万元，比上年增长 0.72%，占全市宾馆(酒店)营业收入总额的 11.97%(2005 年为

12.79%)，显示广州旅游住宿业市场集中度不高。2006 年广州 10 强酒店中，营业额超过 4

亿元的有 3 家，超过 2 亿元的有 1 家，超过 1 亿元的有 6 家(2005 年分别是 3 家、1 家和 6

家)。集中度不高的现象表明，广州酒店业的支柱型企业较少。 

第四，广州酒店业区位分布不均衡。2209 家酒店，分布在广州各个行政区域中。其中，

越秀区、白云区、天河区和花都区所占的百分比超过了 10%,而越秀区是酒店最集中的区域。

另外，番禺、荔湾和增城等地区的住宿设施也较多，所占全广州住宿设施的百分比均超过了

8%。从化、黄埔、南沙和萝岗等区域相对较少。经过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广州地区酒店形

成了中心密集、周边稀少的特点。越秀（含原东山）、荔湾、白云、海珠等老城区的酒店总

数占全市酒店总量的 65%，其中包含了广州大部分星级酒店和大型酒店。随着广州“东进”

和“南拓”战略的深入实施，广州的居住人口从 1990-2005 年不断由中心城区向外围扩散，

空间格局由 1990 年的单中心逐渐转化为 2005 年的多核心形态。酒店业区位分布的相对集中

与城市发展的多中心化趋势存在不协调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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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广州承诺在亚运期间提供 300 家星级酒店设施，另一方面，过多建设新的星级

酒店能否在亚运后保持良好的经营状态，在满足亚运需求的同时如何避免酒店经营的“亚运

后”现象？这些都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借鉴北京的经验，奥运期间将石家庄、天津等周边

城市酒店纳入接待。广州在亚运会期间也可以将佛山、南海、顺德、东莞等周边城市高星级

酒店纳入亚运会接待范畴，这样可以缓解广州亚运需求与亚运后过剩之间的矛盾。这也就归

结为本文的“一小时经济圈”问题。 

三、文献述评 

有关一小时经济圈的研究，西方文献中并不多见。从理论根基上看，一小时经济圈的研

究来源于区域合作。区域合作就是根据区域资源、产品、市场等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在自愿

互利的原则上,为了达到区域共同发展而进行合作和协调的有效机制。杜能的农业区位论、

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和勒施的市场区位论是关于区域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研究的三大经典理

论，基本形成了空间与经济发展研究的早期框架。从传统区域经济地理学角度看，区域由经

济中心、地域结构、部门结构构成（Kanbur，1999）。经济要素集聚与扩散的宏观地域表现

是产业在地域上的集聚与扩散。产业在地域上集聚规模与集聚状态表现为产业的空间结构

(Chen & Fleisher，1996；Puga，1999)，它是要素与部门结构在空间上的投影（Bao, Chang, Sachs 
& Woo，2002）。霍顿研究了“长距离通勤模式(Long Distance Commuting)”在澳大利亚的

发展历程，并分析了其对社会和区域发展的影响。这些研究可为研究“一小时经济圈”问题

提供理论基础。 

国内对“一小时经济圈”的理论研究也不多。本文对中国学术期刊网所载 1980 年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所载的全部文献进行检索。在中国学术期刊网 23846165 篇文章中，全文中包

含“一小时经济圈”一词的文章有 294 篇，摘要中包含“一小时经济圈”一词的文章有 14

篇，篇名中包含“一小时经济圈”一词的文章有 15 篇，没有关键词中包含“一小时经济圈”

的文章。这些数据表明，尽管“一小时经济圈”一词在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但这一概念仍

然没有进入国内研究者的视野。 

表 3：中国学术期刊网对“一小时经济圈”的检索结果 

检索范围 一小时经济圈 
全文 294 
摘要 14 
关键词 0 
篇名 15 

资料来源：本文在中国学术期刊网上的查阅结果。 

尽管如此，国内的研究者对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却有比较丰富的阐述。陈烈、沈静（1999）

曾对区域合作的意义和形式进行了研究，认为区域合作可用来协调各区域的利益关系,达到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刘进（2005）以珠三角为例，对都市群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认

为大珠三角都市群采取一圈多层的协调发展模式。这些都是有关区域合作与协调的研究。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区域经济合作与空间结构变化的研究具有多视角的特征。饶会林

(1985)是中国最早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系统分析的学者。顾朝林(2002)以核心城市、内部边

缘城市、外部边缘城市区域、农村的空间序列开展了大都市伸展区的空间结构变化研究。郭

鸿懋试图以城市空间结构变化为主题构建“城市空间经济学”，程连生、张小林等研究了农

村聚落空间结构的变化，许学强等则重视城乡协调的空间秩序的重构研究(罗静，2005)。总

之，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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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在中外文文献中以“一小时经济圈”为主题的研究十分少见。而

且已有的有关产业区域合作中一小时经济圈问题的研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对

单一产业区域合作的问题研究不多，尤其缺乏针对酒店服务业的研究；第二，已有的文献主

要基于理论的阐述和概念的说明，也有少量的案例研究，但是没有发现有关“一小时经济圈”

问题的结构化（半结构化）问卷调查；第三，已有的案例研究主要关注城市规划的一般问题，

没有突出一小时经济圈内企业竞争主体的相互影响及其竞争行为。 

为了考查广州酒店业的一小时经济圈，本文对广交会期间广州周边城市的酒店进行了半

结构化的问卷调查，并试图以之分析广州酒店业一小时经济圈的范围（距离）和影响因素。 

四、实证研究 

为了分析一小时经济圈对广州酒店供给结构的影响，本文于 2007 年 6 月 11 至 16 日对

广州周边地区进行了电话调查，以分析 101 届广交会对酒店经营的影响。 

电话调查的问题包括：酒店离琶洲会展中心的车程（分钟）、酒店会否接待参加广交会

的各类客人、酒店标准间年平均房价、酒店标准间广交会期间平均房价、酒店在广交会期间

是否提供由酒店至展馆间的接送服务等问题。 

调查地区包括广州
1
周边城市和地区：东莞、佛山、深圳、中山和珠海，以及广州所属

增城、花都、从化。在这 5 个城市和 3 个广州市郊地区中，共调查了 124 家酒店（表 4）。 

在 124 家受访酒店中，有 98 家酒店在广交会期间对广州酒店供给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

响，其中中山、东莞对广州交易会期间的供给量增量影响最大。深圳和珠海尽管离交易会场

馆相对较远，但其带来的酒店供应量增量影响依然十分明显。 

表 4 “一小时经济圈”酒店受广交会的影响 

地点 未回答 广交会无影响 广交会有影响 受访酒店 受影响酒店所占比重（%）

从化 0 2 2 4 50.0 
东莞 0 1 24 25 96.0 
佛山 4 11 31 46 69.4 
花都 0 0 7 7 100.0 
深圳 0 4 18 22 81.8 
增城 0 0 6 6 100.0 
中山 0 0 5 5 100.0 
珠海 0 4 5 9 55.6 
合计 4 22 98 124 79.0 

资料来源：本项目的调查结果。 

表 5  酒店距离交易会场馆车程与其所受影响的关系 

广交影响 车程平均值（分钟） 酒店数量 标准差 
未回答 40.00 4 33.665 
无 87.95 22 33.618 
有 66.08 98 25.759 
合计 69.12 124 29.022 

资料来源：本项目的调查结果。 

在 124 家受访酒店中，有 4 家未回答，98 家受到广交会的影响，另外 22 家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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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比较受到广交会影响和不受广交会影响的酒店至交易会场馆的车程，可以发现：受交易

会影响的酒店平均车程为 66.08 分钟，而不受交易会影响的酒店的平均车程为 87.95（表 5）。 

尽管受广交会影响的酒店和不受广交会影响的酒店在距离交易会场馆的车程均值上只相

差21.87分钟，但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F=8.001（Sig.=0.001），因此可以认为，车程

距离会对酒店会否入住交易会客人产生显著的影响（表6）。一小时经济圈的影响十分明显。 

从地理区位分布上看，在交易会期间以琶洲展馆为中心的一小时经济圈分布包括了东

莞、佛山、深圳、中山、珠海、广州近郊（增城、花都、从化）等珠三角诸多地区，而且主

要分布在广州的增城和花都、中山城区和专业镇、佛山的南海、东莞的莞城和麻涌镇、深圳

市区。一小时经济圈要么与交易会场馆十分接近，要么属于珠三角经济比较发达或存在专业

镇的地区。 

表 6 酒店距离交易会场馆车程与其所受影响的关系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车程分钟 * 广交影响 残差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差 F 显著水平Sig. 

组间方差 12100.884 2 6050.442 8.001*** 0.001 

组内方差 91496.301 121 756.168   

总方差 103597.185 123    

注释：*** 表示该相关系数在0.01的水平上显著（双尾检验）。 

资料来源：根据问卷回收资料进行的统计。 

在 124 家受访酒店中，有 74 家酒店表示会接送旅客，有 32 家表示不接送旅客，另外

18 家酒店没有回答。在 74 家包接送的酒店中，有 72 家酒店回答受到交易会的影响，另外 2

家未明确回答。在 32 家未提供接送服务的酒店中，也有 20 家酒店受到交易会的影响，但明

确表示不受交易会影响的酒店数达到了 12 家，占 32 家未提供接送服务酒店的 37.5%（表 7）。 

表 7  酒店“是否接送”与其所受影响的关系 

是否接送 
是否受到交易会的影响 

未回答 不接送 接送 
小计 

未回答  2 0 2 4 
不受交易会影响 10 12 0 22 
受到交易会影响 6 20 72 98 

合计 18 32 74 124 
资料来源：本项目的调查结果。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珠三角的三部分地区的酒店受到了广交会的带动作用，但酒店距离

交易会场馆的距离和酒店的接送服务对酒店是否受到广交会的影响产生实质性的作用。 

表 8 车程距离与酒店所受广交会影响、房价增幅的协方差分析 

指标 F Sig. 

截距 127.953*** .000 

广交会与非广交会期间酒店标准间房价之比 2.807* .097 

广交影响 11.260*** .001 

***表示在0.01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0.1水平上显著。 

为了进一步讨论车程与酒店所受广交会影响之关系，本文采用协方差分析的方法，利用

是否受广交会影响、广交会期间房价与平时房价之比（广交会期间酒店标准间房价/非广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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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期间酒店标准间房价）对酒店距离广交会的车程进行解释，结果如表 8。尽管 R
2
相对较小

0.142，但修正后模型的 F＝7.882（Sig.=0.001），结果十分显著。 

  从表 8 与表 6 的比较可以看出，尽管广交会的相对房价会显著影响酒店与广交会地点车

距，即会影响酒店建造时的选址，但是剔除房价影响之后广交会场馆与酒店距离是否受到广

交会影响的关系仍然十分显著。其 F 统计量从 8.001 变为 7.882，因此广交会的因素影响酒

店选址的作用具有很稳健的特征。酒店的选址对酒店在运营过程中会否受到广交会的影响很

大，也就是说，尽管房价调整对于酒店接受广交会旅客产生影响，但更为重要因素仍然是选

址因素。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结论如下：第一，广州酒店业一小时经济圈的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整个珠

江三角洲地区。第二，车程距离会对酒店一小时经济圈范围产生显著的影响。一小时经济圈

内（不含本地）的平均车程为 66 分钟，一小时经济圈外的平均车程为 88 分钟，二者具有统

计上的显著差异。第三，受到交易会影响的酒店要么与琶洲展馆地理距离十分接近，要么酒

店接近经济发达或存在专业镇的地区。第四，是否提供额外的服务也会影响一小时经济圈内

酒店服务提供商的服务范围。也就是说，除了车程之外，酒店的服务项目也会对一小时经济

圈的服务产生显著影响。 

本文以广州酒店业为例，分析了交易会期间酒店距离场馆的车程距离、接送服务等因素

对一小时经济圈的影响，发现了一小时经济圈的有效范围。这可为亚运会酒店设施的城市外

布局提供理论依据。另外，采用定量的方法分析一小时经济圈的范围，也具有开创性。然而，

鉴于较少发现有关一小时经济圈的实证研究，以及问卷调查的操作难度，本文在样本选择、

数据收集等方面还有待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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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one-hour economic circle on supply structure of hotel industry 

during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Commodity Fair in Guangzhou.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one-hour economic circle in Guangzhou includes almost the whole Pearl River Delta; Ride distance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one hour economic circle, with an average ride distance of 66 minutes in 

Guangzhou; and it is also an influencing factor of one hour economic circle that providing extra services 

like shuttle service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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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城、花都和从化虽然属于广州市，但由于属于新区，离市中心较远，仍然将之算作一小时经济圈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