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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航空数据公司 Cirium 在《航空洞察报告》中指

出，2019 年底爆发的疫情及其影响抵消了全球航空客运

量过去 21 年的增长。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统计，

直至 2021 年 4 月全球航空公司的订座量才显现回升迹象，

日前疫情仍未被完全控制，疫情防控工作逐渐常态化。1

一、疫情对民航市场的影响

大型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迅速波及全球航空产

业，但揪其细微，又发现疫情对客货运不同运输市场、

不同国度、不同经济区域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以下将

从客货周转量、各机场起架次、旅客吞吐量等维度分析

研究。

（一）疫情对客运及货运市场的不同影响分析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局数据（如图 1），中国民航旅

客周转量 2019 年达到历史高峰，疫情爆发后的 2020 年

下 降 至 5 年 前 水 平， 而 2020 年 的 货 邮 周 转 量 是 2015-

2019 五年间平均水平，与客运影响趋势完全不同，货运

几乎并不受疫情影响。2021 年上半年（受论文创作时间

影响未出全年数据）货运航班总量同比增幅高达 16%，

不降反增，分析原因如下：1、客机运力大面积削减停

飞，腹舱运力下降，从而导致货运航班需求增加；2、

大量抗疫物资运输的需求；3、疫情期间减少外出导致

网购增加，网购物品运输需求增加。总之，疫情反推了

货运航班量整体快速攀升。国际货运方面也呈现相同发

展趋势，通航国家由 2019 年的 23 个增至目前 39 个。疫

情防控常态化促进了航空货运枢纽网络布局的完善，将

对我国航空货运能力的提升及货运服务发展产生不可忽

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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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5-2020年旅客周转量及货邮周转量对比图

（二）疫情对国内及国际航线的不同影响分析

根据民航局数据，2020 年我国机场飞机起降共 904.9

万架次，同比上年下降 22.4%。国内航线完成 873.4 万架

次，同比下降 18.1%（含内地至港澳湾地区航线完成 4.8

万架次，同比下降 75.5%）；国际航线完成 31.5 万架次，

下降 68.4%。可见，随着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国内航

线受疫情影响程度明显低于国际航线，这为中国经济复

苏提供了有力支撑。进一步按照航班量逐月分析发现：

航班运力的恢复与增长在国内、国际执飞航线中呈现明

显分化趋势：2020 年国内执飞航班量变化趋势呈“深

V”形（如图 2（a）），而国际航班量则呈现“L 形”走势

（如图 2（b））①。国内执飞航班在疫情爆发的第一个春

运期间达到客源低谷，随着疫情的控制，航班量逐月稳

疫情防控常态化对航空市场的影响及对策

张　钰

山东航空公司　山东济南　250014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扩散，使民航业及其上下游产业均遭受严重冲击，本文根据民航局相关统计数据，从

疫情对民航客货运市场、国际国内航班、各经济区域的不同影响出发进行研究，并梳理国内外航空公司针对防疫期

间客源淡季采取的具体举措，包括“空中丝绸之路”国际联盟、“客改货”新模式的探索、美航让渡股权、国航系列

新产品等，由此进一步总结提炼出四项应对策略。希望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对民航发展，及行业制定应对策略提供

可行参考。



99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2期

步恢复，而国际航班持续低迷。

图2　2019-2021上半年国内及国际执飞客运航班量趋势

*引自朱晓星《新冠疫情对民航业的影响分析及应

对建议》

（三）对各大经济区域的不同影响分析

据民航局数据，2020 年全年京津冀机场群旅客吞

吐量 7435.9 万人次，较上年下降 49.3%。长三角机场群

旅客吞吐量 16116.2 万人次，较上年下降 39.3%。粤港

澳大湾区机场群旅客吞吐量 9148.1 万人次，较上年下降

35.6%。成渝机场群旅客吞吐量 8383.0 万人次，较上年

下降 24.4%。成渝经济区受影响最小，其他几大经济区

均受到严重打击，考虑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受内外型

经济结构影响，成渝经济区内循环经济为主，国际航班

量占比仅为 4.4%，受国外疫情影响较小。二是受目的地

出行性质不同的影响，北上广深等地均为商务目的出行，

随着疫情对经济形势的影响，不少中小企业破产倒闭，

或贸易量减少，导致商务出行受影响程度明显大于旅客

自行旅游探亲出行。

二、全球各航司应对疫情现行具体发展举措

尽管受影响程度不同，但各国航空企业为共克时艰

做出巨大贡献，以下梳理了中国、欧洲、美国、日韩等

主要航司的现行发展举措，为第三章提炼疫情应对策略

提供可行思路。

（一）“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联盟

中欧“空中丝绸之路”国际合作峰会主题为“聚合

空中丝路临空大产业、共建航空经济合作新平台”，会

上，国内外临空经济关联机构共同讨论后疫情时代航空

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世界航空共同助力“港产城”

融合发展，郑州到卢森堡的通航可以说是中欧共同抗疫

的生命之线。未来不论国内外航司，都将面对新的防疫

常态和经济产业常态，将航空运力布局在一带一路上，

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客改货”新模式的探索

新冠的全球化扩散，导致国际客运市场发展几乎停

滞，航空货运需求大幅增长。为尽快走出市场低迷期、

最大限度降低客运飞机停飞成本，国内外航空公司争相

在疫情期间探索“客改货”形式。据不完全统计，包括

美国航空、达美航空、汉莎航空、大韩航空等在内的国

外航司已纷纷试行“客改货”模式。我国出台“引导闲

置客机执行货运航班政策”后，也逐渐试行“客改货”

航班运输。

（三）国航系针对疫情客源淡季推出系列产品

国航针对客源淡季提供“一价双座”“一人多座”产

品，200 元起即可加购额外座位享受宽敞旅行，应“季”

而“升”399 元起购国内航线升舱，充分利用航班剩余空

间来实现最大盈利。另推出“红色旅游优惠专区”、敬老

权益卡、青春飞悦三重礼、冬奥冰雪权益劵等产品，为

不同出行目的、不同年龄段的旅客提供高质量服务。

山东航空作为国航系成员，紧随市场需求变化，立

足“魔力”家族产品，先后推出“山航魔毯 1.0-3.0”系

列随心飞产品，以预售机票权益为着力点，持续提升拉

新留存能力，助力增强淡季市场活力。超值低价 3299 元

全国无限飞，不限航班（每周 4300+ 航班任意选）、不限

飞行次数、超长有效期，全力助推国内旅游市场复苏，

持续彰显“齐鲁之翼”的厚道本色。并在疫情初始阶段

开始，创新“滚动报取航班”的举措，针对不确定是否

有边际贡献的航班，起飞前 3 日开始进滚动表，航线员

每日可依据各航班销售数据灵活决策是否取消航班，极

大程度降低了亏损风险，可在国内外航空公司大力推行。

（四）美国多家航司让渡股权寻求财政支持

2020 年 4 月 14 日，美国财政部与包括西南航空公

司、美国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在内的 10 家航空运营

商达成一致协商，联邦政府为其提供总计高达 250 亿美

元的有条件援助，渡过行业危机。据悉，美航司将以让

渡企业部分股权的形式作为担保，获得此项贷款。

三、疫情防控常态化应对策略建议

“危险来临时，往往孕育着机会。”稻盛和夫经营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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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沈阳报告会上，曾进行了《把萧条看作再发展的飞跃

台》主题演讲，对深陷疫情困局的各行业都极具启发。

结合航空现状，可采用以下策略应对：

（一）苦练内功：灵活调配运力，增强企业凝聚力

根据第一章研究，建议运力调配方向：1、国际运

力调配至国内市场，特别是内经济循环为主的内陆地区；

2、客运航班调整至纯货运航班；3、东部沿海重点商务

航线调配至中小探亲旅游城市。

凝聚人心，方能所向披靡。防控期间业务衰减，航

空公司如何实现弯道超车？需加强培训、优化业务流程、

宣贯企业文化，提高公司凝聚力及员工职业素养，防止

人才流失，为迎接市场恢复养精蓄锐。

（二）开源节流：降低成本，增加现金流

滚动取消负边际航班，使运营成本最低化，暂停提

供不适应疫情防控的服务及产品（空中餐食、贵宾候机、

接送机服务等）。优化产业结构，开发适应时局的新产

品，加强跨界合作开发辅营业务收入。

（三）巧借外力：达成合作联盟，寻求政策支持

成立国内外合作联盟、实施代码共享、协调共提运

价，防止恶性竞争导致进一步市场恶化。进一步与高铁

协同错位发展，打造空空中转、空地中转模式，建立健

全联程联运管理机制，打通运营规则。另外可实行部分

股权转让，争取国家层面的金融政策，从银行获得授信、

贷款利率等各方面支持。

（四）升级迭代：利用互联网 + 加快服务产品升级

为应对疫情期间各种突发退票需求，需通过技术升

级，提升服务系统，引进扫描证件查验、人脸识别等新

技术支持，自动化退票处理可提升效率高达 80%。在互

联网新时代，航空营销模式日新月异，而推动其变革的

要因始终来自旅客需求变化，疫情防控特殊时期这种需

求变化将更为凸显。

疫情对航空市场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当下，更有交通

物流受阻、上下游联动不畅、经营成本增加等多种长期

影响。当前全球疫情发展形势和防控效果仍不乐观，国

内航司需进一步增强应对危机的抵抗力，加快商业模式

创新，提供更多贴近市场需求的创新型产品为内需市场

发展赋能，及时研判全球疫情发展态势，积极谋划国际

航空市场发展应对策略，助力全面构建“国内国际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

注释：

①引自朱晓星《新冠疫情对民航业的影响分析及应

对建议》

参考文献：

[1] 2020 年中国民航机场吞吐量排行榜 [EB/OL]http：

//www.xinkongjie.com/air/mhzx/148993.html

[2] 2020 年 中 国 机 场 飞 机 起 降 架 次 排 行 榜 [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9710214522758854

[3] 北京顺义聚空中丝路临空产业，建经济合作新平

台 [EB/OL]http：//stdaily.com/index/kejixinwen/2020-09/08/

content_1015887.shtml

[4] 李明业 .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航空公司应对策略分

析 [J]. 民航管理 .2020.03.

[5] 朱晓星 . 新冠疫情对民航业的影响分析及应对建

议 [J]. 民航管理 .202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