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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阳琛 石英婧 上海报道

3 月 26 日 8 点 22 分，随着东航

MU721航班从上海虹桥机场顺利启

程飞往香港，上海虹桥机场国际、港

澳台航线时隔三年再次“重启”。

就在同一天，民航业正式切换

为夏秋航季。据民航局披露，今年

夏秋航季，共有 169 家国内外航空

公司计划每周安排 客 货 运 航 班

117222班，国际客运航班计划量较

2022 年夏秋航季有明显增长。对

比2019年同期，今年新航季的国际

航线航班量已经回到2019年75%，

其中国际客运航班回归至当时的

六成。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各

大上市航司积极布局夏秋航季，加

大运力供应、复航国际航班成为关

键词。例如，春秋航空将新增、恢复

20余条国内、国际地区航线，并加密

部分航班，国际地区航班量环比增

长近50%；吉祥航空预计至4月中旬

每周将执行近2300个国内、国际与

地区航班，提供近50万个座位，整体

运力水平将超过2019年同期。

“预计到‘五一’假期，航空出行

需求集中释放，机场免税场景恢复。”

长江证券方面认为，2021年下半年以

来，C端出行需求受到压制，部分需

求后延会在当下加剧向上弹性，机票

价格也有进一步上涨的弹性空间。

民航业“迎春”：上海虹桥机场重启国际航线

出境航班按下“重启键”

“上一次在上海虹桥机场乘坐

出境航班还是在三年前，一听说 3

月26日虹桥机场重启国际、港澳台

航线，我就立刻订了4月3日飞往香

港的上航FM3021航班。”上海李女

士兴奋地向记者说道。

李女士表示，从浦西市中心到

上海浦东机场乘坐地铁动辄就需要

一个半小时，而到上海虹桥机场最

快只需30分钟，因此很多家住浦西

的上海居民都盼望着虹桥机场能恢

复国际航班。同时，上海虹桥机场

能够无缝换乘高铁，也是苏州等上

海周边城市的首选。

3 月 29 日，记者在上海虹桥机

场现场看到，一大早T1航站楼就已

人头攒动，排队值机、托运的旅客络

绎不绝。免税店、餐饮店等商业服

务已经火热“回归”。据悉，开业的

商业店铺共计 140 余家，基本恢复

到2019年同期水平。

“重启日”也正值 2023 年民航

夏秋新航季首日。记者了解到，新

航季上海虹桥机场计划每周执行

国际、港澳台航班 314 架次，相较

于 2019 年同期增加 22 架次，分别

由 11 家航空公司承运，包括国航、

东航、日本航空、全日空航空、大韩

航空、韩亚航空、国泰航空、香港航

空、澳门航空、中华航空、长荣航空

等，进驻上海虹桥机场 1 号航站楼

运营。

作为上海最大的主基地航司，

东航在上海虹桥机场恢复执行虹桥

至韩国金浦、虹桥至香港、虹桥至澳

门、虹桥至台湾松山等多条国际及

港澳台地区航线。东航提供的数据

显示，目前，从上海虹桥机场始发的

国际及港澳台达到每周56班，航班

量将恢复至2019年的75.7%。

一名不愿具名的民航业内人士

指出，上海虹桥机场国际、港澳台

航线的“重启”，释放出民航业复苏

的信号，国际航班量未来将会逐渐

回升。

上海虹桥机场重新实现零到一

的突破，上海浦东机场则稳步提升

国际、港澳台航班量。

上海机场集团披露数据显示，

新航季中，上海两大机场预计每日

执行航班2225架次，航班量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约八成。其中，国

际、港澳台航班量恢复至2019年同

期的62.4%。共有92家航空公司执

飞通达42个国家的79个航点，预计

将恢复美国波士顿，德国慕尼黑，意

大利米兰，印尼雅加达、巴厘岛，韩

国济州等11个国际航点。

在换季初期，上海浦东机场每

日的国际、港澳台客运航班将超过

200 架次，较换季前增长三分之

一。洲际航线将超过 30 条，洲际

通航点数量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六成。

国际航班量加速复苏

上海两大机场如火如荼，正是

全国民航业加速复苏的一个缩影。

相关数据显示，国际航线航班

方面，国内外航空公司计划每周安

排国际客货运航班14702班，其中客

运每周10580班，货运（含客改货）每

周4122班，对应2019年夏秋季恢复

比例分别为75%、60%、200%。

港澳台航线航班方面，36家航

司计划每周安排客货运航班 3463

班，同比增长 30.83%，对应 2019 年

夏秋恢复比例 87%。其中，香港航

线恢复比例 89%，澳门航线恢复比

例120%，两岸航线恢复比例67%。

“目前航班总体已达2019年同

期，换季后，国际地区航班的增量明

显。”春秋航空相关负责人表示，疫

情前，春秋航空的国际地区航班占

比达到总量的 30%~40%。受疫情

影响，春秋航空迅速将国际地区时

刻申请至国内运行。今年，早在航

班换季前，春秋航空已做好准备，将

疫情期间这批用于国内的国际时刻

申请恢复至国际运行。

据春秋航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夏秋航季，将新增、恢复上海至日本

大阪、上海至韩国济州、成都至泰国廊

曼等，同时加密上海、南宁、宁波、揭阳

至曼谷，上海至东京成田、新加坡、首

尔以及南宁至吉隆坡航班。“换季后，

国际地区航班量环比增长近50%，将

达到2019年同期水平的40%。”

国航则将新开北京至西安至阿

斯塔纳航线，增班35条国际及地区

航线。3月26日起，将陆续恢复北

京至罗马、北京至大阪、北京至胡志

明、上海至米兰、上海至大阪等航

线，计划恢复台北松山、仰光、首尔

金浦、伦敦盖特威克等航点。此外，

吉隆坡、釜山、慕尼黑、奥克兰、巴塞

罗那等航点也将在季中陆续恢复。

此外，记者从吉祥航空了解到，

自3月26日起，也陆续恢复上海飞往

大阪、东京等日本重点目的地的每日

航班；上海浦东至大阪关西航线将恢

复至每日2班、南京至大阪关西航线

恢复至每日1班；上海浦东至东京航

线也将自4月9日起覆盖东京羽田、

成田两大机场。同时，吉祥航空也在

南京市场继续增加南京—曼谷（廊

曼）、南京—济州等国际航班。

上述民航业内人士认为，国际航

班量的快速恢复，主要源于国际旅游

需求逐渐增加，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国

际贸易和商务活动的复苏，以及政府

对于民航业的支持和鼓励等。

预计“五一”将迎来客流高峰

近日，民航局及各航司公布

了今年 2 月航空数据。从需求

来 看 ，旅 客 运 输 量 同 比 增 长

38.0%，恢复至2019年80.3%；旅

客周转量同比增长 43.9%，恢复

至2019年72.8%。1~2月累计旅

客运输量同比增长 36.5%，恢复

至2019年77.4%；旅客周转量同

比增长 42.3%，恢复至 2019 年

69.8%；客座率回升至77.6%。

从 5 家上市公司的供给来

看，国航、东航、南航、春秋航空

和吉祥航空 2 月合计客运运力

投入同比提升 28.36%，恢复至

2019年同期78.53%；客座率整体

回升至70%以上水平。

尤其是在国内航线方面，各

航司运力大多恢复至疫情前水

平。从1~2月累计数据来看，供

给端，国航、东航、南航、春秋航

空、吉祥航空国内运力投入分别

恢 复 至 2019 年 同 期 108.1% 、

102.1% 、106.1% 、138.7% 、

113.6%；需求端，分别恢复至

2019 年 同 期 94.3% 、87.7% 、

96.4%、130.0%、106.1%。

随着航季切换，国内热门商

旅目的地航线航班量进一步增

加。以东航为例，新航季在北京

首都国际机场的京沪线每天往

返46班保持不变，涵盖整点、半

点时刻。同时。新增北京大兴

至长沙、北京大兴至西双版纳、

北京大兴至海口、北京大兴至博

鳌等航线。

吉祥航空方面表示，吉祥航

空将继续发力国内市场航班新

增与恢复，包括太原至长春、温

州至郑州、南京至西双版纳、温

州至成都（天府）等广受旅客欢

迎的商旅航线。后续还将视市

场需求，灵活调整航班运营计

划，持续增加航班运营数量与覆

盖范围。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

研究院教授魏翔认为，通过此次

夏秋航季的航班计划调整，北上

广深以及新一线城市例如西安、

成都、苏州等核心干线密度有所

提升，说明商务往来需求提升。

同时，重点旅游城市航线航班密

度也有所提升，民航业有望进一

步为跨省游的恢复提供动力。

群益证券研报分析称，航季

交替期间，清明、“五一”等假期

将接替刺激航空需求的恢复，运

力的持续投入为需求恢复提供

稳定保障。票价市场化改革也

为航司打开了票价上行空间，量

价回升带来的利润弹性较大。

上海虹桥机场国际、港澳台航线的“重启”，释放出民航业复苏的信号。

3月26日，上海虹桥机场国际、港澳台航线时隔三年再次“重启”，释放出我国民航业的

复苏信号。 本报资料室/图

多航司国内运力恢复至2019年水平

上海两大机场如火如荼，正是全国民航业加速复苏的一个缩影。

在国内航线方面，各航司运力大多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顺丰2022年营收2675亿元 多元布局助推盈利改善

3月28日晚间，顺丰发布2022

年 度 报 告 ，2022 年 实 现 营 收

2674.90亿元，同比增加29.11%；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74

亿元，同比增加44.62%；扣非后净

利 润 53.37 亿 元 ，同 比 增 加

190.97%；实现每股收益 1.27 元/

股，同比增加36.56%。

顺丰凭借直营模式稳定的网

络服务和资源调度能力，全力保障

企业的物流运输及居民物资寄递

需求；同时，公司持续提升服务质

量与产品竞争力，主动优化产品结

构，减少低毛利产品业务量，客户

分层精准管理，提供多元化和差异

化的综合物流服务，推动速运物流

业务整体票均收入较上年同期提

升，实现健康的收入增长。

顺丰控股自2016年布局同城

业务，此后迎来爆发式增长，2022

年 不 含 税 营 收 64.4 亿 元 ，增 长

28.6%。同城急送目前形成了服务

B端的同城定制产品、标准产品和

C端的帮我送、帮我买等较全面的

产品体系，目前已经实现1亿+注

册用户，50万+注册店铺。

华泰证券指出，公司时效快

递产品在行业内具备相当优势，

展望 2023 年，随国内需求复苏叠

加消费升级，华泰证券认为高服

务品质的时效快递的需求空间有

望进一步释放。经济快递方面，

自 2021 年公司主动调优产品结

构，低毛利产品全面退市后，公司

经济件盈利改善，有望继续推升

快递业务盈利水平。

顺丰整体增速稳健增长

物流是经济的晴雨表，2022年

国内物流行业面临需求有限和成

本上升等多重问题，对物流供应链

的需求与供给均造成扰动，但我国

快递行业仍实现快速增长，业务量

增长2.1%达到1105.8亿件，连续9

年位居世界第一，而且业务收入同

比提升2.3%达到1.06万亿元（数据

源于2023年全国邮政管理工作会

议工作报告）。

在这样行业背景下，面对诸

多外部挑战，顺丰始终坚持可持

续健康发展的经营基调，采取了一

系列精益经营及管理举措，收入

端调优结构提升质量，成本端精

细管控降本增效，使得 2022 年度

业绩仍实现较好增长，稳步达成

健康经营目标。

虽然2022年快递物流行业发

展面对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一手

精益化管理，一手业务创新，通过

提质增效聚力融通，顺丰实现业务

量111.4亿票，同比增加5.5%。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从上年同期

153.58 亿元增至本报告期 327.03

亿元，同比增长112.94%，达成健康

的现金流。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达到7.34%，上升0.53个百分点。

收入方面，2022年公司总营业收

入达成2675亿元，同比增长29.1%，

其中速运物流业务收入1742亿元，

同比增长5.9%。

利润方面，顺丰控股 2022 年

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61.7亿元，同比增长44.6%；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3.4亿元，同

比增长191%。

资本结构方面，截至报告期

末，顺丰总资产规模2168亿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3

亿元。日常经营现金流与财务结

构整体保持稳健，经营活动现金流

量净额从上年同期 154 亿元增至

本 报 告 期 32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2.9%，达成健康的现金流。

顺丰2022年度固定资产等投

资合计为151亿元，较上年同期减

少 21.6%，占总营业收入 5.6%，较

上年同期下降3.7个百分点，体现

了顺丰聚焦物流核心业务、精益化

资源规划、加强资源投产效率管理

的经营策略。

未来，顺丰围绕打造差异化

核心竞争力和营运模式变革精准

投入资源，持续推进多网融通提

升资源使用效益，资本开支占收

入比将继续维持在健康的水平以

内可期。

多份券商研报也指出，作为直

营制综合物流领先企业，顺丰的发

展未来增长可期。

华福证券指出，中短期看，顺

丰将受益于时效件业务的件量修

复带来的利润弹性。长期看，鄂

州机场及其配套物流设施投产后

将助力公司成本端进一步优化，

同时或也将为公司带来可观的件

量增长。

国海证券指出，2022年顺丰资

产 开 支 193.44 亿 元 ，同 比 减 少

33.06%，投入规模收缩。向后展

望，需求回暖的方向不改，产能爬

坡下顺丰成本效率有望持续优化，

并且鄂州机场的投产对公司产品

结构调优、增长曲线开启、网络结

构优化等均有催化作用，公司基本

面有望加速修复，长期推荐直营制

综合物流领先企业顺丰控股。

中邮证券也指出，快递行业进

入增量竞争，时效件预期增量空间

较大。2022年公司时效快递业务实

现收入1057亿元，同比增长6.8%。

消费类时效件受益于高端线上消

费，如高端网购渗透率提高将提

振消费类时效件需求。工业类时

效件受益于顺周期供应链升级优

化需求，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

顺应国家快递行业“进村、进厂、

出海”长期发展规划，叠加华中地

区鄂州花湖机场投运效能辐射全

国，增开航线加速海外布局，预期

增量可期。

多元化布局提质增效

回顾顺丰的 2022 年，差异化

服务理念贯穿全年，在快递业务保

持稳健增长，并且预期增量可期的

同时，新业务表现出了蓬勃的成长

力，逐步独当一面。在顺丰业务构

成的占比来看，新业务占比开始持

续提升，在2022年达到48.8%。

顺丰控股自2016年布局同城

业务，此后也迎来爆发式增长，

2022年不含税营收64.4亿元，增长

28.6%。同城急送目前形成了服务

B端的同城定制产品、标准产品和

C端的帮我送、帮我买等较全面的

产品体系，目前已经实现1亿+注

册用户，50万+注册店铺。

顺丰同城还在持续探索新消

费服务场景，保持业务稳定增长，

服务覆盖蛋糕鲜花、商超生鲜等领

域，更与各大平台共建生态，寻找

直播电商与即时配送服务契合

点。2022年末，顺丰同城的付费商

家规模达到 33 万家，增长 28%；

2022 年度活跃消费者规模达到

1560万人，同比增长47.5%。

在顺丰新业务板块中，大件

快运在 2022 年也表现可圈可点。

通过调优产品结构，升级推出航

空大件与顺丰卡航，提升单价，加

强大件与小件、直营网络与加盟

网络的中转、干线、末端融通，实

现降本增效。快运业务实现不含

税营业收入 279.2 亿元，同比增长

2.3%，净利润达到2767万元，扭亏

为盈。

备受关注的亚洲第一个货运

枢纽——鄂州花湖机场也在2022

年正式启用，机场于2022年3月完

成试飞，7 月正式投入运营，预计

在2023年内计划陆续开通40余条

国内货运航线。顺丰的枢纽转运

中心整体将于2023年三季度陆续

投入运营。同时，顺丰正在逐步规

划调整空网布局，利用鄂州枢纽打

造轴辐式航空网络，将有望进一步

提升高时效服务的覆盖城市，并通

过增加大型飞机以降低航空单位

成本。

鄂州花湖机场首条国际货运

航线将于近日开通，招商证券表

示，看好其全面启用后的较大成长

空间，分析师认为，鄂州机场运营

成熟后，货运时刻及航班将有望大

幅增长，次晨达服务将覆盖 200+

城市，轴辐式+宽体机的运输模式

有望节省航空运输单机成本，鄂州

机场投建后增量市场可期。

伴随顺丰多元板块布局逐步

清晰，以及天网、地网及信息网“三

网”趋于健全，顺丰表示未来将发

力“网络标准型产品、数字化行业

供应链服务、全球端到端供应链服

务”三大赛道。

顺丰表示，未来将通过聚焦成

本降低和运营效率提升，挖掘新市

场、稳固竞争壁垒，打造网络标准

型产品，布局快递市场新需求，挖

掘新市场，加固竞争护城河；其二，

通过数字化变革和全球资源布局，

培育“数字化行业供应链”+“全球

端到端供应链服务”，打造公司未

来第二增长曲线；再次，聚焦核心

资源卡位，布局鄂州枢纽等枢纽资

源，形成公司长期发展资源底盘和

护城河，构建连通全球的“轴辐射”

航空网络。

有行业人士表示，在硬实力上，

顺丰拥有全货机与航空枢纽共同构

筑的航空网络；完善的陆运资源以

及全国仓储资源布局等地网体系，

则构建了差异化的运输网络；而顺

丰科技的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

等智慧信息网，帮助顺丰完成综合

性物流服务网络的科技底盘，持续

巩固和扩大行业领先优势。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