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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2015年至2019年我国酒店行业中的连锁酒店数量、酒店业客房数量、连锁酒店客房数量占全国

酒店数量的比重为数据基础，分别建立单变量灰色预测模型、多项式趋势曲线模型和指数曲线模型。计

算结果表明三种预测模型都能够得到比较精确的数值结果。基于此，本文进一步给出了2020年至2023
年中国的连锁酒店数量、酒店业客房数量、连锁酒店客房数量占全国酒店数量的比重，计算结果可为我

国酒店行业决策者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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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number of chain hotels, the number of hotel rooms and the proportion of 
chain hotel rooms in the number of hotels in China from the year of 2015 to 2019, this paper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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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ishes a single variable grey prediction model, a polynomial trend model and an exponential 
curve model. The computation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ree prediction models can get accurate 
numerical results. Based on this result, this paper further gives the number of chain hotels, the 
number of hotel rooms, and the proportion of chain hotel rooms in the number of hotels in China 
from 2020 to 2023.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cision makers of Chi-
na’s hotel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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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受益于宏观经济企稳、供需关系改善、居民消费升级，我国旅游业发展迅速，而旅游业作为酒店行

业的上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我国酒店行业的发展状况，因此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酒

店行业的蓬勃成长，连锁酒店规模由 2015 年 3.08 家增长至 2019 年的 5.56 家，年复合增速达 16%。客房

数量方面，则从 2015 年的约 280 万间，增长至约 490 万间左右，年复合增速达 15%。但从发展增速来看，

近年来随着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崛起，消费升级导致顾客需求发生极大的变化，酒店提供的服务能否满

足新型消费者个性化、多元化、移动化、体验化、社群化的需求，对酒店行业形成了极大的挑战。在这

种情况下，对我国未来几年的连锁酒店数量、酒店业客房数量、连锁酒店客房数量占全国酒店数量的比

重等指标的预测就显得格外重要。相关决策者可从计算数据提前进行规划、布局以满足消费群体的需要。 
在本文的研究中，主要采用三种统计预测模型：灰色预测模型、多项式趋势模型和指数曲线模型。

灰色预测模型是邓聚龙教授于 1982 年提出的，其中单变量灰色预测模型(简记为 GM(1,1)模型) [1]是灰色

预测模型的基础，其主要内容有白化方程和对应的差分离散方程。GM(1,1)中的 GM 表示 grey model，第

一个 1 表示白化方程是一阶微分方程，第二个 1 表示模型中只有一个变量。自该模型提出以来，其广泛

的应用在经济、生活、生产的各个方面，并产生了很好的效益[2]-[8]。多项式趋势曲线是描述时间序列趋

势性的一类非常重要的模型，被广泛应用在农业工业、环境能源等领域。在统计学教材[1] [2]或者时间序

列分析教材[3]中提到，当研究现象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稳定的增长或下降的线性变化，则可用

线性趋势模型来对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当研究现象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某种非线性变化趋势，

则需要拟合适当的趋势曲线。特别地，如果现象的趋势变化中只有一个拐点，则可以拟合二阶多项式趋

势曲线；如果现象的趋势变化中有两个拐点，则可以拟合三阶多项式趋势曲线；如果现象的趋势变化中

有多个拐点，则需要拟合多项式趋势曲线。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可见文献[9] [10] [11] [12] [13]。另外，

在对数据预测分析中，指数曲线也是很重要且常见的一类预测模型。当现象的长期趋势每期大体按照相

同的增长速度递增或者递减变化时，可以用指数曲线进行拟合，相关文献可见[14]-[19]。 
在本文中，我们将利用灰色预测模型、多项式趋势曲线模型和指数曲线模型对我国酒店行业中的连

锁酒店数量、酒店业客房数量、连锁酒店客房数量占全国酒店数量的比重进行研究分析，并给出 2020 年

至 2023 年中国的连锁酒店数量、酒店业客房数量、连锁酒店客房数量占全国酒店数量的比重的数值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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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结构具体安排如下：第 2 节给出单变量灰色预测模型、多项式趋势曲线模型和指数曲线模型。第

3 节以 2015 年至 2019 年我国酒店行业中的连锁酒店数量、酒店业客房数量、连锁酒店客房数量占全国

酒店数量的比重为数据基础建立相应的预测模型，并给出未来几年的数值计算结果。第 4 节给出了本文

的结论。 

2. 三类统计预测模型 

在本节中，我们将给出单变量灰色预测模型、多项式趋势曲线模型和指数曲线模型的具体建模步骤。 

2.1. 单变量灰色预测模型 

设原始数据为 ( ) ( ) ( ) ( ) ( ) ( ) ( )( )0 0 0 01 , 2 , ,X x x x n= � ，其中数据 ( ) ( )0 0x k ≥ ， 1k ≥ ，则称 

( ) ( ) ( ) ( ) ( ) ( ) ( )( )1 1 1 11 , 2 , ,X x x x n= � 为序列 ( )0X 的一次累加生成序列，其中有关系表达式 ( ) ( ) ( ) ( )1 0

1

k

i
x k x k

=

= ∑ ，

1,2, ,k n= � ，称 
( ) ( ) ( ) ( )
1

1d
d

x t
ax t b

t
+ = ，                                 (1) 

为灰色 GM(1,1)模型的白化方程。进一步，称 
( ) ( ) ( ) ( )0 1x k az k b+ = ，                                 (2) 

为灰色 GM(1,1)模型的离散差分形式，其中 ( ) ( ) ( ) ( ) ( ) ( )1 1 10.5 1 0.5z k x k x k= − + 。 
由灰色 GM(1,1)模型的白化方程，可以得到模型的时间响应函数和还原值的表达式为 

( ) ( ) ( ) ( )1 0 1ˆ (1) e , 1,2,a kb bx k x k
a a

− − = − + = …  
，                       (3) 

( ) ( ) ( )( ) ( )0 1(0)1ˆ 1 e , 1,2,
a

a kex k b x k
a

− −−
= − = …。                      (4) 

由灰色 GM(1,1)模型的离散差分形式，可以推导模型参数的矩阵表达式为 

( ) 1a
B B B Y

b
−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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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多项式趋势曲线模型 

由文献[20]的 13 章可知，多项式趋势曲线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 ) ( )0 1

1 1 0
k k

k kx t a t a t a t a−
−= + + + +� ，                          (6) 

其中 0ka ≠ 。对参数 1 0, , ,k ka a a− � 的具体表达式可采用分段求和的思想给出。具体做法是：把用于建模的

时间序列分成相等的 ( )1k + 个数组，每个组有 m 项，即用于建模的数据量为 ( )1k m+ 。根据趋势值 ( ) ( )0x̂ t
的 ( )1k + 个局部总和分别等于原序列观察值 ( ) ( )0x t 的 ( )1k + 个局部总和来确定参数 1 0, , ,k ka a a− � 。记观察

值的 ( )1k + 个局部总和分别为 1 2 1, , , kS S S +�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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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得到如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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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求解矩阵方程(8)，即可得到参数 1 0, , ,k ka a a− � 的值，然后代入多项式趋势曲线方程即可对数据

进行拟合、预测。 
• 当 1k = 时，求解线性趋势曲线 ( ) ( )0

1 0x t a t a= + 参数的表达式。首先，有 

1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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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方程(9)的求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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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当 2k = 时，求解线性趋势曲线 ( ) ( )0 2
2 1 0x t a t a t a= + + 参数的表达式。首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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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方程(11)的求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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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指数曲线模型 

当现象的长期趋势每期大体按照相同的增长速度递增或递减变化时，可用指数曲线模型进行拟合。

由文献[20] [21] [22]，经典的指数曲线方程为 

( ) ( )0 tx t ab= 。                                  (12) 

为了估计参数 a，b，一般首先将方程(12)两端取对数，得 

( ) ( )0ln ln lnx t a t b= + 。                              (13) 

然后运用最小二乘法和方程(13)，得到如下方程 

( ) ( ) ( )
( ) ( ) ( ) ( )

0

0 2

ln ln ln

ln ln ln

x t n a t b

t x t t a t b

 = +


= +

∑ ∑
∑ ∑ ∑ ，

                       (14) 

估计出参数 ln a 和 ln b ，再取反对数，即可得到参数 a、b 的估计值。 

2.4. 模型精度的评价准则 

在预测模型研究中，有许多评价模型精度的准则，其中百分比误差、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均方根

误差是常用的评价准则，其表达式如下。 
• 百分比误差(APE) 

( )
( ) ( )
( ) ( )

0

0

ˆ
APE 1 100%, 1,2, ,

x k
k k n

x k
= − × = � 。                      (15) 

• 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APE) 

( ) ( )
( ) ( )

0

0
2

ˆ1MAPE 1 100%
1

n

k

x k
n x k=

= − ×
− ∑ ，                        (16) 

• 均方根误差(RMSPE) 

( ) ( )
( ) ( )

20

0
2

ˆ1RMSPE 1 100%
1

n

k

x k
n x k=

 
= − ×  −  

∑ 。                      (17) 

3. 我国酒店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在本节中，我们将采用上述三种趋势预测模型对我国连锁酒店数量、酒店业客房数量、连锁酒店客

房数量占全国酒店数量的比重进行建模分析，原始数据来源于网站公布的数据， 
(https://bg.qianzhan.com/trends/detail/506/210302-8b7c33be.html)，具体见下面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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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Historical data of the number of chain hotels in China, the number of hotel rooms in the hotel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number of chain hotel rooms in the number of hotels in China 
表 1. 我国连锁酒店数量、酒店业客房数量、连锁酒店客房数量占全国酒店数量的比重的历史数据 

年份 连锁酒店数量(万家) 酒店业客房数量(万间) 连锁酒店客房数量占 
全国酒店数量的比重 

2015 3.08 280 16.4 

2016 3.55 320 18 

2017 4.04 350 19.1 

2018 4.83 420 22.2 

2019 5.56 490 24.9 

3.1. 我国连锁酒店数量发展趋势分析 

本小节研究我国连锁酒店数量的发展趋势，首先基于 2015 年至 2019 年的历史数据，分别建立单变

量灰色预测模型、二阶多项式趋势曲线模型和指数曲线模型。经过计算得到单变量灰色模型(记为 GM(1,1)
模型)中模型参数的取值分别为 a = −0.15，b = 2.78，二次多项式趋势曲线模型(记为 PR(2)模型)中参数的

取值为 a2 = 0.06，a1 = 0.27，a0 = 2.75，指数曲线模型中参数的取值为 a = 2.62，b = 1.16。进一步，得到

拟合值和预测值以及相应的误差大小，具体见表 2。 
 

Table 2.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number of chain hotels in China by the three prediction models 
表 2. 三类预测模型对我国连锁酒店数量的计算结果 

年份 数据 GM(1,1) APE(%) PR(2) APE(%) 指数曲线 APE(%) 

2015 3.08 3.08 0.00 3.08 0.04 3.05 0.98 

2016 3.55 3.51 1.00 3.53 0.58 3.54 0.17 

2017 4.04 4.09 1.34 4.09 1.36 4.12 1.94 

2018 4.83 4.77 1.27 4.78 1.09 4.79 0.92 

2019 5.56 5.56 0.09 5.58 0.31 5.56 0.01 

MAPE(%)   0.92  0.83  0.76 

RMSPE(%)   1.05  0.93  1.08 

2020  6.47  6.49  6.46  
2021  7.54  7.53  7.51  
2022  8.78  8.68  8.73  
2023  10.23  9.95  10.14  

3.2. 我国酒店业客房数量发展趋势分析 

本小节研究我国酒店业客房数量的发展趋势，首先基于 2015 年至 2019 年的历史数据，分别建立单

变量灰色预测模型、二阶多项式趋势曲线模型和指数曲线模型。经过计算得到单变量灰色模型中模型参

数的取值分别为 a = −0.15，b = 246.22，二次多项式趋势曲线模型中参数的取值为 a2 = 7.14，a1 = 9.14，
a0 = 266.00，指数曲线模型中参数的取值为 a = 237.35，b = 1.15。进一步，得到拟合值和预测值以及相应

的误差大小，具体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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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number of guest rooms in China’s hotel industry by the three prediction models 
表 3. 三类预测模型对我国酒店业客房数量的计算结果 

年份 数据 GM(1,1) APE(%) PR(2) APE(%) 指数曲线 APE(%) 

2015 280 280.00 0.00 282.29 0.82 273.81 2.21 

2016 320 310.57 2.95 312.86 2.23 315.88 1.29 

2017 350 360.52 3.01 357.71 2.20 364.41 4.12 

2018 420 418.51 0.35 416.86 0.75 420.40 0.10 

2019 490 485.83 0.85 490.29 0.06 484.99 1.02 

MAPE(%)   1.79  1.31  1.63 

RMSPE(%)   2.15  1.61  2.22 

2020  563.97  578.00  559.51  

2021  654.69  680.00  645.47  

2022  759.99  796.29  744.64  

2023  882.23  926.86  859.04  

3.3. 我国连锁酒店客房数量占全国酒店数量的比重发展趋势分析 

本小节研究我国连锁酒店客房数量占全国酒店数量的比重的发展趋势，首先基于 2015 年至 2019 年

的历史数据，分别建立单变量灰色预测模型、二阶多项式趋势曲线模型和指数曲线模型。经过计算得到

单变量灰色模型中模型参数的取值分别为 a = −0.11，b = 14.69，二次多项式趋势曲线模型中参数的取值

为 a2 = 0.30，a1 = 0.32，a0 = 15.86，指数曲线模型中参数的取值为 a = 14.41，b = 1.11。进一步，得到拟

合值和预测值以及相应的误差大小，具体见表 4。 
 

Table 4.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proportion of the number of guest rooms of chain hotels in the total number of hotels in 
China by the three prediction models 
表 4. 三类预测模型对我国连锁酒店客房数量占全国酒店数量的比重的计算结果 

年份 数据 GM(1,1) APE(%) PR(2) APE(%) 指数曲线 APE(%) 

2015 16.4 16.40 0.00 16.48 0.49 16.05 2.16 

2016 18 17.56 2.46 17.70 1.67 17.86 0.76 

2017 19.1 19.69 3.07 19.52 2.20 19.89 4.12 

2018 22.2 22.07 0.57 21.94 1.17 22.14 0.27 

2019 24.9 24.75 0.60 24.96 0.24 24.65 1.01 

MAPE(%)   1.67  1.32  1.54 

RMSPE(%)   2.01  1.50  2.16 

2020  27.75  28.58  27.44  

2021  31.12  32.80  30.55  

2022  34.89  37.62  34.01  

2023  39.13  43.04  37.86  

https://doi.org/10.12677/sa.2021.103056


柳孟娟，左凯 
 

 

DOI: 10.12677/sa.2021.103056 554 统计学与应用 
 

从上面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到，三类统计预测模型对酒店行业的三个指标的计算结果都很精确，误差

都在 3%以内。因此，基于上述三类统计预测模型的预测是具有一定信服度的。对于我国连锁酒店数量的

发展趋势，从 2020 年的 6.4 万家左右到 2023 年的 10 万家左右。对于我国酒店业客房数量的发展趋势，

从 2020 年的 560 万间左右到 2023 年的 880 万间左右。对于我国连锁酒店客房数量占全国酒店数量的比

重的发展趋势，从 2020 年的 27.7%左右到 2023 年的 40%左右。上述结果表明，我国酒店行业在未来几

年将继续保持增长的发展趋势。 

4. 结束语 

本文采用三种统计预测模型：单变量灰色预测模型、多项式趋势曲线模型和指数曲线模型，以及 2015
年至 2019 年我国酒店行业中的历史数据，分别对我国连锁酒店数量、酒店业客房数量、连锁酒店客房数

量占全国酒店数量的比重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计算结果表明，我国酒店行业在未来几年将继续保持增

长的发展趋势，相关决策者可依据此计算结果提前进行规划、布局以满足消费群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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