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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酒店今年2月份营
业额仅为去年同期的2.6%”

三亚国光豪生酒店相关负责人朱郁生介绍，
该酒店属于产权式度假酒店，共有1160间客
房。自2月8日以来已不再接待新客源，但原接
待的部分业主及客人仍继续接受酒店服务。“目
前有10多间客房处于运营状态，仅提供住宿功
能和餐饮配送服务。现在复工也没有客源，亏损
会更大，预计4月份才正式营业，但要根据疫情
的具体情况决定。”

朱郁生表示，疫情发生以来，酒店营业收入
几乎呈断崖式下降，“今年2月份营业额仅为去
年同期的2.6%。”朱郁生透露，该酒店正积极投
入客源渠道恢复、员工培训、产品上线等相关准
备工作。“虽然疫情期间酒店亏损情况较为严重，
但我们不仅没有裁员，还给员工发了2月份全
薪，可能3月份会做一些调整，但会保证员工的
基本工资标准。”

朱郁生预测，经过这一次疫情，酒店行业短
期内不会出现“报复性消费”，而是一种“包袱式”
的缓慢增长。“首先员工的假期被疫情长假抵消
了，出行时间受限。其次，企业停工停产导致员
工收入受到直接影响，缺乏消费驱动力。第三，
人员聚集带来的心理恐慌阴影会持续存在。所
以我们在做一些优惠促销，以期刺激消费增长。”

海口香格里拉酒店相关负责人沈霆则表示，
疫情发生以来，酒店一直处于半营业状态，即游
泳池，健身房等配套服务设施基本关闭，客房则
根据客源情况进行开放，目前入住率仅有10%
（共318间房）。餐饮方面则以外卖配送为主，但
营业额仍然低迷，一天仅有十几个订单。“每天都
处于亏损状态，营业额至少下跌90%，但员工的
工资仍正常发放。”

“餐饮企业目前面临最大
的难题是现金流的压力”

“目前整个餐饮行业的现状都比较萧条。虽
然疫情防控持续向好，但仍不能掉以轻心，再加
上受人员聚集恐慌影响，消费者的消费热情并不
高涨，现在营业仍会持续亏损，甚至形势会更加
严重。”海南龙泉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林健向记
者介绍，目前餐饮企业面临最大的难题就是现金
流的压力，员工社保、工资、租金以及外卖运营成
本等都是持续支出。

林健介绍，龙泉集团在海南共有40多家餐
饮门店，除了中餐馆之外，西餐及咖啡等店大部
分已开门营业。受疫情影响，餐饮门店目前主打
外卖服务，但外卖平台动辄18%-20%的佣金费
用，使得原本订单量锐减的餐饮企业利润空间不
断被压缩。

林健向记者透露，这一次疫情将直接促使餐
饮企业进行生产及经营模式改革。例如在原有
产品供应的基础上，产品结构的组合及服务形
式、营销模式等都会发生改变。如考虑外卖平台
的佣金负担，餐饮企业会进一步探索外卖平台的
运营，通过沉淀会员，扩大规模，标准化配套包装
等方式，打造一体化的外卖服务平台。

“餐饮行业短期内肯定会出现小范围的‘报复
性消费’，我们也准备了相应的优惠措施及配套服
务。但我认为从长期来看，大聚会消费趋势会随
着人员结构的变化（独生子女的增长）以及安全防
控意识的提高而逐步下降。早在去年就已经出现
了这样的苗头，这次疫情更是一次催化剂。”

林健表示，未来餐饮行业会更集中地关注单
位、家庭以及小团体消费的打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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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全省过半酒店已复
工，主要采取低成本运营模式

本报讯 虽然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但我省大多数酒店及餐饮企业
未能全面恢复营业，很多服务配套设施
仍属于关闭状态，仅有少数餐饮场所提
供堂食服务，外卖配送及外带服务是目
前营销的主流趋势。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疫情期间运营成
本高，营业额低迷，酒店及餐饮老板的复
工意愿不强。营业即意味着面临更大范
围的风险和亏损，因此一部分企业尚处于
待工生产状态。“现金流压力是摆在酒店
和餐饮企业面前的一大难题，保守估计这
一次疫情将直接导致至少50%的餐饮企
业倒闭，到了6月份还能正常运转的企业
才算是真正存活下来。”海南一家知名连
锁餐饮品牌负责人表示。 记者 曹宝心

预估酒店和餐饮行业将持续半年以上的恢复性增长

1
记者：由于疫情并未完全结束，目前酒店业主要是怎样一个营业模式？这样的营业模式有什么特点？
海南酒店与餐饮协会执行会长陈恒：全省大概有超过50%的酒店复工，主要采取低成本运营模式，例如限制开放房间数，

员工轮岗值班，同时关闭一些服务设施等。
在经营方面则更加注重安全和卫生，例如前段时间基本暂停了餐厅的堂食，而采取配送餐服务。另外一方面，酒店更加

重视线上的营销，现在很多酒店已恢复市场推广工作。有的酒店甚至已通过线上销售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此外，酒店在
消费模式上还推出了非接触式的服务，间接减少了人员投入，同时降低了交叉感染的风险，这是目前酒店服务的一个新亮点。

2
记者：这次疫情是否会给酒店业带来经营模式和内部结构的优化调整，具体是怎样的？
陈恒：酒店管理更加扁平化，人员更加精简化，更加注重效益和效率，其次在金融模式方面更加注重安全管理以及走出去

战略。例如外卖产品的点餐盒饭，点心，饮料，会逐步作为真实的产品形式固定下来，以备市场的不时之需。
内部结构上，酒店企业更加注重一岗多能的日常培训以及员工的培养，以压缩人力编制，提高人均劳效，从而降低人力资

源成本的压力。
这一次疫情同时敲响了酒店行业的一大警钟，依靠单一旅游市场为主的酒店以及长期靠天吃饭酒店是难以应对突发性

公共事件的。未来的酒店行业将更加注重融合发展，例如交通+酒店，商业+酒店，医疗+酒店，体育+酒店等等，以提升酒店市
场的抗风险能力，从而进一步完善产业链的发展。

3
记者：您预测一下，疫情过后，海南酒店及餐饮行业是否会出现“报复性增长”的小高峰？短期内会呈现怎样的一个发展态势？
陈恒：酒店和餐饮行业永远都是朝阳产业，前景是非常广阔的。我估计疫情过后，酒店和餐饮行业将会持续半年以上的

恢复性增长，而不会直接呈现“报复性增长”。其次，来海南的主要交通方式还是航空，相对于省外来说，自驾游或是出行的成
本较高，所以短期内实现“报复性增长”还是比较困难的。此外，这一次疫情可能会把很多企业的带薪假期和中小学的暑假给
消耗掉，所以今年假期收入水平可能不会达到往年的预期。再加上国内的消费市场需要经历一个恢复、培育以及心理调整的
过程，今年的疫情已蔓延到全球，各国出台的防控措施也会对海南旅游市场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总体来说，短期
内酒店行业的发展速度不会太快。

4 记者：您会如何建议各企业做好相关的准备和应对措施？
陈恒：我认为目前的酒店业应该积极自救，首先积极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增加线上业务，调整服务品种。第二要增加原

材料半成品的新零售，调整门店和人员的结构。第三要重视行业人才队伍的稳定，由于酒店停业直接影响到了员工的收入和
职业发展规划，造成了一定的人才流失。企业在在接下来的人才队伍稳定方面要多下功夫，多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