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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HI 模型的中国星级饭店业经营效率评估
!

梁永康，郑向敏

（华侨大学 旅游学院，福建 泉州 JE"#"$ ）

摘要：星级饭店经营效率的评估是一个涉及多投入与多产出的问题。H?I 模型则是解决类似多投入与多产出效率

问题的方法，在多个领域都有应用。文章运用 ?HI 模型，对中国星级饭店业在 $)))—"##G 年这 $# 年期间经营效率

进行了评估分析。选取星级饭店数、床位数、固定资产等 J 项投入指标与营业收入、住宿人天数两项产出指标，运用

HK<$( J 专业软件对各输入输出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得到每个决策单元（?K6）综合效率的数量指标，据此将各 ?K6
定级排序，确定有效的 ?K6，并指出其他 ?K6 非有效的原因和程序。研究结果显示：$）这 $# 年间中国星级饭店业

综合效率呈现波动状态；"）整体来讲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J）存在严重的投入冗余与产出不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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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星级饭店企

业数量不断增加，截止 "##) 年末，全国共有星级饭

店 $N "JM 家，拥 有 客 房 $EM( JC 万 间，拥 有 床 位

J#E( NM 万张。这些现象从表面上看是在扩大中国

旅游住宿接待的规模，增加旅游产业的竞争力，但却

没有考虑到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现有的星级饭

店投入是否应该扩大规模来获取更好的经营效益，

它的投入产出比例是否合理，这些都是发展中国星

级饭店企业要高度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因此，对星

级饭店业经营效率进行评估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

星级饭店经营效率是指星级饭店在经营管理过

程中投入与产出（ 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比关系。

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提高饭店业的投入产出

效率，从而提升饭店的竞争力是实现饭店业可持续

发展的根本途径。而对星级饭店企业经营效率的评

估则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作，因为它的投入与产出

往往涉及多个方面，对它的评价需要从不同的侧面，

用多个指标加以描述，而且指标的量纲往往不统一。

因此，为了更好地分析星级饭店这种多投入、多产出

的情形，本文选用数据包络分析（?&:& 8’78-*O58’:
&’&-;939，?HI）对它的经营效率进行评估分析。

$ 相关研究综述

近年来，众多学者利用 ?HI 评价法对中国饭店

企业发展中经营效率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

但主要集中于横向比较研究，如选定特定地区，选取

固定某年横截面的数据，分不同类型、性质的企业进

行分析。董卫［$］等对某大型星级酒店 "##C 年 $D
E 月份 的 经 营 效 率 进 行 了 分 析；黄 丽 英［"］等 以

"##E 年北京、上海、江苏等八大地区的四、五星级酒

店为例，计算它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及分析了规模报酬的变化，并对结果进行定性分析

得出相关启示；彭建军［J］等以 "### 年北京、上海、广

东星级酒店为例，计算分析它的相对效率，并通过对

结果进行定性分析得出相应启示；彭磊义［N］以问卷

形式对 "##M 年浙江省不同管理模式下的饭店企业

进行调查，根据问卷数据，计算它的相对效率，最后

对计算结果进行定性分析；陈凤丽［C］选取 "##"—

"##E 年的数据，对按注册类型划分的不同企业类型

进行 ?HI 分析，并针对国有饭店提高经营效率提出

对策；李正欢［E］选取 "##M 年数据，从经济类型、规

模、星级情况 J 个角度，计算出中国饭店业整体效率

以及不同类型饭店的整体效率，并对结果进行了相

应分析。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主要是对中国星级饭店

企业经营效率进行纵向比较研究。以 $)))—"##G
年期间发展为切入点，具体分析不同年份的星级饭

店企业基于投入产出的经营效益情况，进行相应的

比较，从而为中国星级饭店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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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借鉴意义的科学依据，同时也为星级饭店的

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 研究方法

!" # $%& 评价法简介

$%& 评 价 法 是 由 著 名 运 筹 学 家 ’()*+,- 和

’../,* 等学者于 #012 年提出的，是在“相对效率评

价”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评价具有相同类型

投入与产出的若干决策单元（$,34-4.+ 5)64+7 8+49，
$:;）相对效率的有效方法［1］。它主要是根据被评

价系统的投入产出指标，建立相应的评价模型。通

过对输入输出数据的综合分析，$%& 可以得到每个

$:; 综合效率的数量指标，据此将各 $:; 定级排

序，确定有效的 $:;，并指出其他 $:; 非有效的原

因和程度。

在现有 $%& 各种模型中，应用比较普遍的有

<’’ 模型，该模型是 <)+6,*、’()*+,- 和 ’../,* 于

#02= 年在 ’!> 模型基础上提出的更为严谨的修正

模型。它把 ’!> 模型中固定规模报酬的假设改为

可变规模报酬，从而将 ’!> 模型中的综合效率分解

为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即综合效率 ? 规模效率

@ 纯技术效率。这样，<’’ 模型就把造成技术无效

率的两个原因，即未处于最佳规模和生产技术上的

低效率分离开来，在排除规模因素制约的情况下，得

到的纯技术效率比 ’!> 模型下的综合效率更为准

确地反映了所考察对象的经营管理水平［2］，因此本

研究选取 $%& 中的 <’’ 模型。具体如下。

假定有 ! 个独立的评价单元 $:;，每个 $:;
都有 " 种投入 #$ 和 % 种产出 &’。将 #$ 和 &’ 作为投

入产出代入到常规 $%& 模型中，即可得到 ! 个评价

单元 $:; 的效率值［0］，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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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评价单元的有效值，" ( 为相对于 $:; (A 重

新构造的一个有效 $:; 组合中第 ( 个评价单元

$:; ( 的组合比例，+ B
$ ，+ C

’ 为松弛变量。

!" ! 参数含义

基于（#）式求出各参数值之后，相应的经济含

义如下。

综合效率 %’>D：将 <’’ 模型中去掉""( ? #

这个约束条件，就将模型修正为 ’!> 模型，可用来

测算综合效率。在一定规模影响下，如果 ! ? #，% C
? % B ? A，则从技术角度看 $:; (A 所对应的生产活

动，资源获得了充分利用，投入要素达到最佳组合，

取得了最大的产出效果，称它为技术有效，否则称

$:; (A为技术无效。

纯技术效率 %E>D：为避免企业规模影响，<’’
模型可以测量企业的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由于综合效率 ? 规模效率 @ 纯技术

效率，因此根据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可计算出企业

的规模效率，以明确决策单元规模是否有效。

规模报酬：将 <’’ 模型中的约束条件""( ? #
改为""($#，可以求解一个规模报酬非增（%FG>D）

的效率值。通过比较几个的效率值来判断被评价的

决策单元处于规模递增还是规模递减，具体如下。

#）如果 %FG>D%%E>D，则决策单元处于规模报

酬递增阶段。它的规模无效是因决策单元规模过小

产生的，可通过扩大规模来提高效率。

!）如果 %FG>D ? %E>D%%’>D，则决策单元处

于规模报酬递减。它的规模无效是因决策单元规模

过大产生的，需通过减小规模来提高效率。

H）如果 %FG>D ? %E>D ? %’>D，则决策单元处

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

H 实证分析与讨论

H" # 决策单元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拟对中国星级饭店企业在 #000—!AA2 年

这 #A 年期间的经营效率进行评估分析，因此，文中

$%& 模型（<’’）中的决策单元（$:;）是 #000—

!AA2 年，即每一年作为一个评价单元。另外，本文

采用的相关数据均来自于各自年份的《 中国旅游统

计年鉴（副本）》，这样保证了数据的可靠性与权威

性。

H" ! 评价指标的构建与甄选

为了满足模型要求，同时要能够确切地反映中

国星级饭店在这 #A 年发展中的经营效率，从相关文

献研究和数据可得性两个方面出发，本文拟采用如

下指标分别作为分析中国星级饭店发展的投入产出

指标。其中，投入指标（ G）包括：饭店数 -#、床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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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从业人员数 !#、人均固定资产原

值 !$。产出指标（"）包括：营业收入 #%、住宿人天

数 #!、客房出租率 #"、每间客房年收入 ##、每间客

房年接待人数 #$。

在所拟选的指标体系中，如果所有年份在某一

个指标上几乎一致，数据变化差异小，则可以认为该

指标鉴别能力低，不能准确反映不同年份星级饭店

发展的有效性；反之，则表明该指标具有较高的鉴别

能力。因此，本文选用变异系数（&’())*+*(,- ’) ./0*1
/,+(）对指标进行甄选：第 $ 个指标的变异系数 %& ’&
2 该指标的标准差 ( 该指标的平均值。变异系数越

大，表明该指标的鉴别能力越强，反之越弱。对初选

的 %3 个指标计算其变异系数，其中 !#、!$、#"、##、

#$ 变异系数相对过小（均小于 3& !）可删除，由此得

到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各指标的

具体数据如表 % 所示。

表 %4 中国星级饭店企业 %3 年间各投入产出指标数据

序号 年份
投入指标（ )）

饭店数 !% ( 座 床位数 !! ( 张 固定资产 !" ( 万元

产出指标（"）

营业收入 #% ( 万元 住宿人天数 #! (（万人·5）

% %666 " 7$8 % 3!# 788 %$ 876 !#89 "% $ $%7 88:9 #6 %6 6$!9 :!

! !333 8 3!6 % %## :6% %: %:3 :6!9 6: 8 3": 38#9 :# !% 7#89 "7

" !33% : "$7 % $"" 3$" !% "!! 6#:9 8$ : $$: 8$$9 #! !" :3#9 #:

# !33! 7 773 % :!6 #83 !8 6"6 !%%9 !$ 6 %## !7:9 "# !6 36$9 :#

$ !33" 6 :$% % 77: :#3 !7 7"7 "%89 83 6 :!# 8:$9 $% !8 "789 77

8 !33# %3 777 ! "88 8"7 "3 :"8 7%$9 :! %% :68 7"%9 :# "" $""9 8%

: !33$ %% 7!7 ! $:% 88# "$ %"8 3#69 33 %! $6: 88%9 %6 #! :#79 ##

7 !338 %! :$% ! :7$ #7% "8 #:# %$69 7" %" 888 7889 $6 #: !%39 66

6 !33: %" $7" ! 686 #"# ": 738 !!"9 36 %# #7$ 7$79 :6 #6 7$89 #!

%3 !337 %# 366 ! 6"# :$7 "8 %$8 $889 #! %# 8"# 8$:9 8% #7 :379 :"

4 4 资料来源：《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副本）》（!333—!336 年），其中 !"、#% 数据以 !333 年为基期进行了处理。

"9 " 中国星级饭店企业 %3 年间经营效率评价

利用表 % 中中国星级饭店企业这 %3 年间的投

入与产出指标数据，运用专业软件 ;<=%9 "（;))*1

+*(,+> ?(/@A0(?(,- @>@-(?）对 B;C 模型进行运算，

计算出 %666—!337 年中国星级饭店企业经营效率

的评估结果，如表 !、表 " 所示。

表 !4 中国星级饭店企业 %3 年间经营效率的有效性评估结果

序号 年份 综合效率 D E 纯技术效率 D E ;FGH= 效率 D E 规模效率 D E 规模报酬 排序

% %666 %339 33 %339 33 %339 33 779 !6 不变 %

! !333 679 :3 679 7$ 679 7$ 769 8% 递减 "

" !33% 6#9 7! 6$9 3# 6#9 7! 6!9 6! 递增 %3

# !33! 679 %7 %339 33 %339 33 6$9 %$ 递减 $

$ !33" 6$9 :% 679 "$ 679 "$ 689 3% 递减 7

8 !33# 679 %6 679 $% 679 $% 679 36 递减 #

: !33$ 6#9 7" 689 73 689 73 679 8$ 递减 6

7 !338 689 #% 6:9 7% 6:9 7% 669 #% 递减 :

6 !33: 689 :6 6:9 73 6:9 73 669 6" 递减 8

%3 !337 %339 33 %339 33 %339 33 %339 33 不变 %

4 4 从综合效率方面来看，中国星级饭店企业在

%666—!337 年这 %3 年期间的综合效率呈现波动状

态（图 %）。这表明，中国星级饭店企业的整体效率

表现为技术无效，在整个经营活动中，所投入的资源

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得不到最大的产出效果。除了

%666 年和 !337 年这两年达到了最优状态，其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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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效率值都在 !"# 之间浮动，尤其是 $%%& 年跌

到了最低值 !’( )$#，“$%%& 年中国星级饭店客房至

少有 *% 万间长期闲置，空房率在 *%# 以上。按每

间客房投资 &% 万元计，就有近 *%% 亿元的资产闲

置”［&%］。

从规模报酬方面来看，整体上，中国星级饭店企

业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表 $）。饭店规模的增加

并没有取得规模效益，相反应该适当地减少数量来

达到合理的经济效益。随着中国旅游业的快速发

展，各地对旅游住宿接待的要求越来越高，于是在这

&% 年期间，饭店投资呈迅猛增长态势。大量的投资

使饭店的硬件越来越豪华、客房的面积越来越大、高

新科技产品的应用越来越多。一些地区更是出现了

高星级饭店聚集的现象，一些不太发达的地区也树

立地方形象、提升接待档次、增加房地产价值等目的

大力发展星级饭店，导致供给的局部、短时过剩，也

加剧了饭店的价格竞争，使得饭店业经营收益下降，

继而影响饭店的投资回报率。

表 *+ 各指标松弛变量运算结果

序号 年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 &+ 中国星级饭店企业 &% 年间的综合效率分析值

+ + 从各指标的松弛变量（ 即投入冗余和产出不

足）运算结果方面来看（表 *），中国星级饭店企业经

营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星级饭店数量过

多，床位数投入过多，星级构成比例不合理。星级饭

店数量 从 &!!! 年 的 * ),- 座 扩 大 到 $%%) 年 的

&’ %!! 座，&% 年间增加了 $( ,- 倍，局部地区对星级

饭店高涨的投资热情直接导致供大于求的局面。从

构成来看，三星级及以下饭店占据较大比例，四星、

五星级饭店比例较小。$）全国星级饭店业的客房

出租率不高，资源没有充分利用而带来的低效率。

客房出租率每年几乎都是在均值 -%# 左右浮动，其

中中高档星级饭店的出租率相对于低档星级饭店的

出租率略高。*）各地出现高档星级饭店投资热潮，

导致饭店价格下降，影响收益。一些地区、尤其是不

发达地区积极鼓励发展高星级饭店。随着高星级饭

店供给量快速增加，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出现了房价

和餐饮价格下移的趋势，使得高星级饭店“ 平 民

化”，导致高档饭店收益下降。这 &% 年期间“ 高星

级饭店的年增长速度超过 &%#，而‘投入产出比率’

仅维持在 %( *, 左右”［&&］。’）饭店业竞争加剧，整体

效益下滑。&% 年间星级饭店业规模不断扩大，固定

资产投入越来越多，更出现了高星级饭店数量快速

增长，低星级饭店数量增长速度下降的现象，高档星

级饭店价格下降不断加大中低档饭店的生存压力，

竞争日益加剧。

’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使用 ./0 模型，对中国星级饭店企业

过去 &% 年间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评估的结果和中

国星级饭店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相吻合。未来要实

现中国星级饭店企业的健康发展，首要的任务就是

要合理完善各类星级饭店企业的比例结构，引导理

性投资，提高投入产出比率。这就要求旅游管理部

门要加强行业服务，不断完善星级饭店的监管机制，

促进饭店业更加理性、更加科学的发展。各地要根

据本地旅游市场需求和饭店业发展的现状，制定有

利于引导不同星级饭店、不同类型饭店均衡发展的

政策，避免盲目追求高星级、高档次品牌的引进和发

展。特别是一些中西部地区和二、三线城市，更要注

意这种盲目攀高的现象。要把提升服务质量、提高

顾客满意度、增加星级饭店经营效益作为星级饭店

经营发展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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