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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化与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新质生产力借助创新驱动与信息技术融合，对住宿业产生了深远影

响。本文深入探讨了新质生产力赋能住宿业的机制，包括数字化运营提升效率与服务质量、创新营销增

强市场竞争力以及绿色技术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并通过SWOT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如降低成

本、加强数据安全、引进人才、创新竞争和建立决策机制等，以期为住宿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也为行业实践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推动住宿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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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digit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new quality productiv-
ity, driven by innovation and integrated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accommodation industry.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new quality produc-
tivity empowers the accommodation industry, including enhancing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ser-
vice quality through digital operations, strengthening market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innovative 
marketing, and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green technologies. 
Furthermore, by employing a SWOT analysis, the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c recom-
mendations, such as cost reduction, data security enhancement, talent introduction, competitive in-
nov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These are aimed at providing the-
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accommodation industry, as well as offering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industry practitioners 
and policymakers, thereby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accommodation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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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下，数字化与科技高速发展，新质生产力借助创新驱动与信息技术融合，深度重塑住宿业格局，

推动其转型升级，在智能化预订、个性化体验、运营管理及环保设施等方面影响显著。但学术界对其研

究尚未全面，多停留在行业整体层面，未区分不同细分市场(如高端酒店、经济型酒店、特色民宿等)在客

户需求、经营模式和服务特色上应用新质生产力的差异，导致对其作用机制理解不足。同时，中小型住

宿企业引入新技术面临的困境也未受充分关注。与大型企业相比其资金少、技术研发与应用能力弱、人

才匮乏，在新技术引入上困难重重，现有研究对此探讨较少。进一步从可持续发展看，新质生产力对住

宿业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多维度综合影响缺乏系统深入评估，限制了发展策略制定。鉴于此，本研究

运用科学方法剖析新质生产力在住宿业细分市场的应用差异，构建多维度框架评估其对可持续发展的综

合影响，为住宿业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期望能丰富学术探讨、填补空白，还

将为从业者提供决策参考，助其把握数字化转型方向，推动高质量发展，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依据，

指引住宿业在新质生产力赋能下实现可持续稳健发展，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共进，助力我国住宿

业繁荣。 

2. 新质生产力赋能住宿业的机制 

新质生产力通过数字化运营、创新营销和绿色技术应用三大机制，为住宿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

动力和方向。住宿企业应积极拥抱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模式的变革，提升运营效率，增强

市场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1. 数字化运营提升效率与服务质量 

数字化运营是新质生产力在住宿业中的关键体现，它通过引入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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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技术系统，深度优化了住宿业的运营流程[1]。这些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并通过精准的需求

预测与实时库存管理，有效增强了服务质量[2]。例如，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洞察客户偏好，使住宿企业能

够提供个性化服务，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3]。云计算技术确保了预订系统的高效稳定运行，能够快速

处理大量预订请求，并实时更新房态信息，降低人工操作失误率。在客户关系管理领域，大数据分析技术

深入挖掘客户数据，为个性化营销与服务提供了数据支撑。基于客户画像，企业能够为客户量身定制产品

推荐、优惠活动及服务体验，从而提升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在物业管理方面，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

结合，实现了资源的精细化配置与高效利用，降低了运营成本，提高了整体运营效率[4]。 

2.2. 创新营销增强市场竞争力 

通过利用社交媒体、内容营销和在线口碑等新兴营销工具，住宿企业能够更有效地与消费者建立连

接，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5]。社交媒体平台的使用，使得住宿企业能够实时与客户互动，快速

响应客户反馈，增强客户参与感和品牌忠诚度。内容营销则通过创造有价值的内容吸引和留住客户，提

高转化率[6]。在线口碑的管理对于住宿企业的品牌形象至关重要。住宿企业通过积极管理在线评价和用

户反馈，能够及时改进服务质量，提升客户满意度，并通过口碑传播吸引新客户[7]。此外，住宿企业还

可以通过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增强客户的预订意愿[8]。 

2.3. 绿色技术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 

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出，绿色技术在住宿业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绿色建筑

技术、节能设备和智能管理系统等技术的应用，不仅有助于减少能源消耗和降低运营成本，还能够提升

住宿企业的绿色形象，吸引环保意识强的消费者[9]。绿色技术的应用还有助于住宿企业遵守环保法规，

避免潜在的法律风险和罚款。同时，绿色技术的应用也是住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升品牌形象的重要

途径。通过实施绿色技术，住宿企业能够展示其对环境保护的承诺，增强公众信任，从而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脱颖而出[10]。 

3. 新质生产力赋能住宿业发展的 SWOT 分析 

当前，新质生产力的崛起深刻改变了住宿业的发展格局。本研究将运用 SWOT 框架剖析其在住宿业

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对把握行业发展方向、促进持续繁荣意义重大，能为住宿业提供全面且深

入的发展视角，详如下图 1 SWOT 分析图所示。 

3.1. 优势(Strengths) 

3.1.1. 服务效率成本优化 
数字化技术助力住宿业提升服务效率、优化成本结构。智能管理系统实现预订、入住和退房的高效

衔接，大幅缩短客户等待时间，提升体验流畅性[4]。如洲际酒店集团利用大数据精准调控房价与房态，

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显著降低人力成本[1]，这一数字化精细管理模式已成为住宿业竞争的关键优势，既

提高运营效率，又增加经济效益。 

3.1.2. 体验服务质量提升 
新质生产力赋予住宿企业洞察客户偏好的能力，实现高度个性化服务[3]。丽思卡尔顿酒店运用

CRM 系统深度分析客户数据，精准定制房间与餐饮服务，使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大幅跃升。这种个性

化服务模式有效助力企业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塑造独特品牌形象，促进市场份额稳步增长和客户

长期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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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WOT analysis chart 
图 1. SWOT 分析图 

3.1.3. 创新营销能力增强 
在新质生产力推动下，住宿企业营销呈现多元化、精准化特征[5]。万豪国际酒店集团借助社交媒体

平台开展创意营销活动，吸引大量用户关注和参与，显著提升品牌知名度。同时，基于大数据的精准营

销精准定位目标客户，高效投放营销资源，大幅提高营销效果与转化率[6]。创新营销能力的提升使企业

能敏捷应对市场变化，精准满足客户需求，在市场竞争中抢占先机，为持续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1.4. 持续发展优势显著 
绿色技术在住宿业的应用是新质生产力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随着环保意识增强和绿色消费理

念普及，住宿企业引入绿色技术，既能降低能源消耗与环境影响，又能满足消费者对环保住宿的需求[7]。
希尔顿酒店集团积极应用绿色技术，有效削减运营成本，树立良好社会声誉和绿色企业形象，为长期稳定

发展筑牢根基。这一优势契合企业社会责任，增强市场竞争力，为住宿业可持续发展开拓广阔前景。 

3.2. 劣势(Weaknesses) 

3.2.1. 技术应用成本高昂 
尽管新质生产力带来机遇，但技术应用成本对许多住宿企业，尤其是中小规模企业构成难题。技术

设备采购、系统开发及维护需巨额资金，超出中小住宿企业财务能力[8]。高额技术投入成本在企业总成

本中占比较高，致使企业在技术升级决策前犹豫不决，一定程度上阻碍住宿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削弱企

业市场竞争力。 

3.2.2. 数据安全保护困难 
住宿企业数字化运营促使客户信息量剧增，数据在存储、传输和使用过程中面临网络攻击、泄露等

严重安全威胁[9]。客户信息作为企业重要资产，一旦发生数据安全事件，将严重侵犯客户隐私，引发信

任危机，给企业造成沉重经济损失和恶劣声誉影响。在复杂多变的网络环境下，保障数据安全与完整已

成为住宿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直接关系到企业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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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专业人才相对匮乏 
新质生产力驱动住宿业对信息技术、数据分析、数字化营销等复合型专业人才的需求迅猛增长，然

而住宿业传统以服务型人才为主，专业人才储备短缺[11]。这一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使企业在数字化转型

中困难重重，一方面外部招聘难以满足需求，另一方面内部员工技术培训效果不佳，难以快速提升专业

技能以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专业人才短缺严重制约新质生产力潜力释放，阻碍企业创新能力提升

和发展速度加快。 

3.3. 机会(Opportunities) 

3.3.1. 消费市场需求增长 
全球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推动消费者住宿观念转变，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趋势，对住宿服

务质量、个性化体验和环保理念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12]。新质生产力为住宿企业提供满足新兴需求的有

力手段，企业借助数字化技术和大数据分析深入了解客户个性化需求，提供定制化住宿服务和独特体验，

从而在竞争中抢占优势，赢得更多客户资源和市场份额，推动企业快速发展。 

3.3.2. 产业融合趋势明显 
科技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物联网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在住宿业的广泛应用，为服务模式创新和客户

体验提升提供强大技术支撑。同时，住宿业与文化、艺术、体育、健康等产业的融合趋势日益显著，催生

多元住宿产品和服务形态[13]。例如住宿与文化机构合作推出文化主题住宿，与健康产业结合打造养生度

假服务等。产业融合丰富住宿业产品内涵，拓展市场边界，创造更多商业机会和利润增长点，助力行业

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3.3.3. 行业自律规范发展 
政府对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和旅游业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出台一系列鼓励住宿企业采用新技术、

实现绿色发展的优惠政策，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14]。同时，行业协会和组织积极发挥作用，制定严

格行业标准和规范，加强行业自律，引导企业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在良好政策环境和行业氛围下，

住宿企业能够规范有序发展，充分利用新质生产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共同推动住宿业整体升级和健康发

展。 

3.3.4. 全球旅游市场复苏 
全球经济逐步回暖与国际旅游市场逐渐开放，为住宿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难得机遇[15]。新质生产

力为住宿企业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提供技术保障，借助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营销手段，企业能够更便捷

高效地将产品和服务推向全球市场，吸引国际游客关注和预订。同时，企业能依据新质生产力更好地了

解国际市场需求和消费趋势，及时调整产品与服务策略，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实现国际化发

展战略，为住宿业全球化发展注入新活力。 

3.4. 威胁(Threats) 

3.4.1. 市场竞争挑战加剧 
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促使住宿业市场竞争格局深刻变化。率先引入先进技术、实现服务创新的企业

在竞争中迅速崛起，占据优势地位，导致市场份额向这些企业集中[16]。同时，新兴住宿企业凭借创新商

业模式和技术优势，如在线民宿平台、共享住宿模式等，对传统住宿企业构成强大挑战。传统住宿企业

若不能及时跟上新质生产力发展步伐进行技术升级和服务创新，将面临市场份额被挤压、客户流失严重

的困境，甚至可能被市场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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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技术更新风险增加 
新质生产力相关技术迭代加速，住宿企业需持续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技术更新与升级以维持市场竞争

力[17]。但技术更新过程充满不确定性，企业在进行技术投资决策时，难以准确预测新技术发展趋势、市

场接受程度以及更新后的实际经济效益。一旦技术更新决策失误，企业可能无法实现预期技术升级效果，

还可能面临资金浪费、技术落后等风险，进一步削弱市场竞争力，甚至陷入经营困境。 

3.4.3. 影响行为因素复杂 
消费者行为和需求受经济形势波动、社会文化变迁、时尚潮流更迭等多种复杂因素综合影响，呈现

快速变化且难以精准预测的特点[18]。例如经济不景气时消费者倾向选择经济型住宿，社会文化多元化发

展使消费者对住宿文化内涵需求改变。此外，宏观经济波动、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

也对住宿业经营产生巨大冲击[19]。这些不可控因素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和难度，要求企业具备更强的市场

应变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以应对突发情况对经营的影响。 

4. 新质生产力赋能住宿业的对策建议 

为有效应对新质生产力赋能住宿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推动住宿业持续、健康、高质量发

展，以下从降低技术应用成本、加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解决人才短缺问题、应对市场竞争与同质化

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4.1. 采取多元策略降低成本 

为减轻技术应用带来的资金压力，住宿企业需采取多元化策略。企业应进行全面的成本效益评估，

核算技术应用的全生命周期费用，并考量潜在收益，制定合理的技术应用规划。例如，希尔顿酒店集团

通过详细调研和成本效益评估，实现了技术投入与产出的最优平衡。住宿企业亦应探索共享经济模式，

建立合作联盟，实现资源共享与协同发展，通过联合采购和维护智能设备、信息系统等昂贵技术资源，

分摊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例如，凯悦酒店集团与其他酒店企业共同成立酒店技术合作联盟，共同

出资建设和维护统一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实现了客户信息的共享与协同管理，降低了系统采购

和维护成本，同时提高了客户服务质量。香格里拉酒店集团与科技公司合作开发酒店智能预订平台，实

现了互利共赢，提升了预订效率和客户满意度，同时降低了单独开发平台所需的高额资金投入。 

4.2. 加强数据安全保护隐私 

在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至关重要。企业必须构建全方位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

技术层面上，应部署高性能的网络安全设备，运用数据加密技术，建立数据备份和恢复机制。四季酒店

集团采用的下一代防火墙技术，能够深度检测和过滤网络流量，有效识别和阻止各类恶意攻击。万豪国

际酒店集团采用的混合云备份解决方案，将数据备份到本地服务器和云端存储中，确保在发生数据丢失

或损坏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准确地恢复数据，保障业务的连续性。管理层面上，企业应制定数据安全

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加强员工的数据安全意识培训，提高员工对数据安全重要性的认识。雅高酒店集

团定期组织员工参加数据安全培训课程，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方式，让员工深刻认识到数据安全

事故的严重性以及自身在数据安全防护中的重要责任。 

4.3. 运用多方管道引进人才 

面对人才短缺问题，企业需从人才培养、引进和激励等多个维度出发。加强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

定制化开设相关专业课程，通过订单式培养、实习基地建设等方式，为企业输送专业对口、实践能力强

https://doi.org/10.12677/sd.2025.151019


林芊妍，苏裕盛 

 

 

DOI: 10.12677/sd.2025.151019 162 可持续发展 
 

的毕业生。例如，如家酒店集团与多所高校合作，设立了“如家酒店管理学院”，根据业务需求和技术应

用方向，制定了专门的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为企业储备了

大量后备人才。同时，企业应加大对外部高端人才的引进力度，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和良好的职

业发展空间，吸引信息技术、数据分析、数字化营销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加入住宿行业。华住酒店集团通

过提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薪酬待遇和独立的研发项目，成功吸引了一批优秀的技术人才，为企业的数

字化转型和创新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持。 

4.4. 驱动创新形成差异竞争 

在市场竞争加剧和产品服务同质化的背景下，住宿企业必须采取创新驱动和差异化竞争策略。深入

挖掘自身特色和优势，精准定位目标客户群体，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悦榕庄酒店集团以其独特的选址

和对当地文化的深度融合而闻名，在建筑设计上充分体现当地建筑风格，采用当地传统建筑材料和工艺，

营造出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在服务内容上，提供丰富多样的当地文化体验活动，同时，企业应持续关

注市场需求变化和行业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和优化产品服务，不断推出新颖独特的服务项目和体验活动，

满足客户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 

4.5. 建立决策机制体系管理 

为降低技术更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企业应建立科学的技术更新决策机制和风险管理体系。

在技术更新决策前，企业应充分开展市场调研和技术评估，深入了解新技术的发展趋势、市场应用情况

以及潜在的风险和收益。在技术更新过程中，加强项目管理和风险监控，及时发现和解决可能出现的问

题。建立技术更新项目进度跟踪机制，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评估和调整，确保项目按照预定计划顺

利推进。 

4.6. 增强应变能力防范风险 

鉴于消费者行为和需求受多种复杂因素影响以及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住宿企业需增强市场应变能

力和风险防范意识，构建灵活的经营策略和应急管理机制。加强市场监测和分析，建立消费者行为数据

监测体系，实时跟踪市场动态和消费者需求变化。制定完善的应急管理预案，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卫生

事件等不可抗力因素对住宿业经营的冲击。预案应包括危机预警机制、应急响应流程、资源调配方案、

客户沟通策略等内容，确保企业在面临突发情况时能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5. 总结 

本文针对新质生产力对住宿业持续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深入探讨了其作用机制，并通过

SWOT 分析法揭示了住宿业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所面临的优势、劣势、机会与威胁。研究结果表明，新

质生产力在提升住宿业运营效率、服务质量、市场竞争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

技术成本、数据安全、人才缺口及市场竞争等挑战也不容忽视。为应对这些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

议。首先，通过成本效益评估和共享经济模式降低技术应用成本，减轻企业负担。其次，强化数据安全

技术防护体系和合规管理体系，确保客户信息安全。再次，通过多元化人才培养和激励机制，解决人才

短缺问题。此外，实施差异化竞争战略和创新驱动的协同发展模式，以提升市场竞争力。 
本研究不仅为住宿业新质生产力的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而且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决策

参考，有助于构建有利于住宿业发展的宏观环境。随着技术的演进和市场的变化，住宿业需持续关注新

质生产力的最新动态，积极适应并引领变革，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新质生

产力在住宿业其他领域的应用，以及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优化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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