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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平 鸽

2024年国内民航“冰火两重天”之五大畅想

近年来，我国高铁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仅“八纵八横”主通道就已投产 3.6 万公里。

随着高铁网络的持续完善、速度的持续提升

以及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高铁在越来越多

的航线上成为更具性价比的选择。根据前

期测算，从旅客整体出行时间角度看，高铁

在1100公里以内的距离上比民航更为快捷，

这也意味着民航若不进一步优化出行流程，

快捷优势将在高铁的持续提速中逐步消失，

而且快捷优势丧失导致的商务客源流失将

是不可逆的（商务客源一旦发现高铁出行更

快捷，用价格是很难再把他们吸引回来的，

除非重新获得快捷优势）。

所以高铁对于民航的替代日趋提升是

不争的事实。现在是 1200 公里左右的京沪

快线受到冲击，若高铁进一步提速，未来京

津冀、长三角、成渝及大湾区四大交通枢纽

“极”之间的高品质商务航线都可能受到冲

击。需要整个民航系统统筹协力，基于客户

视角，从出行全流程的角度精简手续、畅通

堵点、提升准点，尽可能保住出行快捷基本

盘，降低高铁的冲击。

但另一方面，2023年的高铁恢复显著高

于民航，也并不意味着高铁增加的客源就是

民航流失的客源，还是前面的理由，基于经济

的缓慢恢复，2023年出行主要是中短程以及

出游市场恢复较好，这本就是高铁占主导的

客源，而商务市场恢复仍不及预期（不及预

期不是因为机票贵，如果民航的定价重要到

能够影响到经济恢复，那国资委立马会降低

对航空公司的盈利要求）。可以预计，待到

经济形势进一步向好、预期转好以后民航依

然有望迎来与2023年高铁一致的快速恢复。

1 月 4 日，民航局

长宋志勇在 2024 年

民航工作会上透露，

2023 年，全行业大幅

减 亏 1872 亿 元 。

2022 年年初，宋志勇

曾在 2023 年民航工

作会上透露，2022 年

全 行 业 亏 损 达 2160

亿 元 。 2023 年 减 亏

1872 亿元，意味着中

国民航在 2023 年还

是亏了近 300 亿元。

很多机构对 2024 年

市 场 情 况 进 行 了 预

测，新的一年民航市

场有望得到更快的恢

复，但也可能在有些

领域继续上演“冰火

两重天”。

由于民航业并不

是完全的市场经济，

航空公司的成立（退

出）、飞机的引进、航

线的开拓（国际线、支

线）、资源的分配以及

机票的价格（收费种

类）都会受到政策的

影响或限制。同时，

国内民航市场虽然竞

争激烈，也并不是充

分竞争的市场。一方

面，各大航空公司提

供的并不是标准化的

产品，价格不同服务

也不同；另一方面，还

有很多区域的航线需

要依靠引导、补贴和

资源的倾斜来发展，

所以国家层面“看得

见的手”的适当干预

就成为必然，民航市

场也很难用线性的推

演来预测。本文更多

地从国家要求和政策

形势角度对发展趋势

进行畅想。

市 场 是 好 还 是

坏、运力是多还是少、

地 方 政 府 干 预 不 干

预、机票价格该涨还

是降、民航与高铁是

“竞”还是“合”？暂且

抛出五个对立问题和

浅 薄 思 考 供 行 业 参

考 ，2024 年 到 底 是

“冰”还是“火”还有待

实践给出答案。

01 需求端：民航市场会变好还是变差？

近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系统部署 2024
年经济工作，要求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先立后破，更加强调“进”和“立”，可以说经

济回升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而把“着力扩

大国内需求”列为九大重点任务的第二位也

意味着民航市场将会有比 2023 年更为广阔

的发展空间。

但同时也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社会

预期偏弱的困难和挑战，体现在民航市场上

会有商务客源难以完全恢复或旅客仍将选

择降低出行频次、就近出行或延迟出行等情

况。在体验经济日趋流行的背景下，消费者

的情绪价值在消费决策中所占的比重也越

来越高，“可以买贵的，但不能买贵了”成为

越来越多消费者的信条，而民航恰恰是容易

产生情绪价值的领域，航班的取消、延误以

及餐食的质量都容易让旅客产生负价值，而

在服务没有明显提升背景下的高价格，甚至

让民航业内人士愤而表示“贵就坐高铁”。

所以民航企业未来不仅要能提供安全

可靠的位移服务，也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提升

旅客的情绪价值（成本这么高，不能光想着

降价，而要多赚“位移”以外的钱），针对服务

痛点提升航班准点率、提升服务品质、提升

衔接的顺畅性，让旅客觉得民航出行服务是

值得买的“贵的”，而不是“买贵了”。从这个

角度来看，民航市场好不好并不是客观的，也

取决于旅客航空出行是否顺心，以及监管方

能否加快落实“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求，适

度放开对创新产品及附加服务定价的限制。

0202 供给端：运力是多了还是少了？供给端：运力是多了还是少了？

根据航班管家数据，2023 年全年国际航

班量（班次）恢复尚不足 2019 年的 50%，疫情

三年国内 60 多家航空公司没有一家倒闭退

出市场，整体机队规模比疫情前增加了 10%
左右，企业没有退出、机队的增加和大量宽

体机转飞国内航线，导致宽体飞机运力过剩

和大修成本的提升。

而另一方面，国际上很多供应链企业倒

闭或大量裁员，短期内难以恢复，导致飞机

制造供应链紧张，产能不足，难以满足进一

步发展的航空公司对窄体机队的需求，导致

航空公司不得不延迟退租、退出老旧飞机，

这进一步导致新购买飞机价格、租赁费用和

维修成本的提高。所以2024年，随着国际航

线的进一步艰难恢复（航班管家预测 2024 年

全年国际航班班次有望恢复至 2019 年的

70%-80%），飞机总体估计还是多了，而部分

公司可能是少了，但可以确定的是飞机贵了。

0303 政策端：地方政府补贴还会不会有？

曾经二线城市对洲际航线有着高额补

贴，以及某城投豪掷 60 多亿购买某航空公

司等投资民航行为，让地方政府“不差钱”

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而疫情期间，地方政

府 持 续 对 其 控 股 或 参 股 的 航 空 公 司“ 续

血”，也让从业者高呼地方政府“不差民航

这点钱”。

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24 年九项重点

工作“持续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中，统筹化解地方债务风险是仅次于房地

产的第二个领域，可以说尽管疫情已经结

束，但“地主”家里还是“余粮”不多，而不

少中小航空公司 2023 年也依然没能走出

亏损的泥潭。

2024 年，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和“形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努力化

解债务危机的地方政府是否还会继续保持

拥有自己航空公司的执念，是否继续愿意用

高额补贴支撑洲际线的开通，我国中小航空

公司是否会迎来一波兼并重组？国际航线

的恢复是继续延续 2023年的相对集中，还是

回到疫情前的多点开花？这些都是摆在眼

下的问题。

04 策略端：机票价格应该涨还是降？

考虑到各大航大部分是国资国企背景，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以前都是专家

呼吁不要打价格战，或者各大航悄悄协商适

度控制价格战的范围，说票价高的也主要是

从服务人民出行的角度呼吁价格不能太“脱

离群众”，但还是第一次听到从航空公司增

加收益的角度说机票价格太高的。

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机票价格只随需求

的变化而变化，任何航空公司的价格策略都

无法改变这一规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

白菜价机票的价格战还是天价机票，都是由

市场来决定的，任何对于价格协调或者限制

高价格的行为都是不合理的干预。

部分专家表示票价太高导致客源流失

至高铁和低成本公司，理由是高铁的旅客运

输量增长高于民航，低成本公司相对 2019 年

的收入增幅高于全服务公司。实际上，提升

票价固然会导致部分客源流失，但并不一定

带来总收入的降低，也不能因为低成本公司

收入和高铁承运人数增幅更大，就得出全服

务公司降低票价就能得到更高收入的结

论。也可能是低成本公司的利用率更高、辅

助收入更高、适合低成本公司和高铁的短途

航线客源恢复更快导致的。最终的判断依

然要看每一个航班的收入是否达到最大化，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这方面航线员或许

比看最终数据的专家更有发言权。

无论是全服务还是低成本公司，理性的

话都应该追求整体收入的最大化，而不应该

在市场好的时候降价抢客源。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明确提出“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很显然，

对于大部分的国有航空公司来说，降低票价

不但会有某记者提到的国有资产损失的嫌

疑，也难以达到国资委提高“一利五率”的要

求，更与国家层面着力扩大有效需求、促进

服务消费升级的战略不符。

因而，全服务航空公司在市场需求没有

大起大落的情况下，应该跟低成本公司比服

务、跟高铁比快捷，而非自废武功，跟他们比

价格，因为现阶段发展存在的问题不是机票

价格太高了，而是与价格相匹配的服务品质

没跟上来。接下来面对航油价格、飞机运营

费用等刚性成本大幅上升的不利局面，航空

公司不防继续坚持高价策略并从提高服务

品质、降低出行时间等角度更好地支撑价

格，万不能再走回服务“摆烂”、降成本打价

格战的老路。

05 替代端：高铁与民航此消彼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