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航空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问答环节纪要 

 

 

一、会前收集提问 

（一）今年的市场情况 

1、端午和暑运公司在航线安排和航班量的安排上是什么计划，国内国际的运力分布大致情

况，目前从票价和客座率表现来看，是否比五一要更好一些？ 

A：对于端午和暑运，预计国际地区航班量占比为 13%，ASK占比为 17%。相较五一国际和地

区航班逐步增加。23 年五一表现比较好，一方面是持续时间长达五天，且是近三年内第一

次开放，因此整体集中出行需求强烈；出行趋势相较 2019 年基本相符，体现出节前优于节

后的特征。23年端午同样与 2019年同期的特征接近，时间节点靠近暑运，导致部分旅客会

分散到暑运出行，其次是受到考试以及高校放假集中在 7月影响，预计本次端午出行集中度

低于五一，但整体优于 6月中上旬。暑运预期良好，目前国内销售进度与 2019年基本持平，

票价超过 2019年同期。 

 

2、国际线最近看到比较明显的弱于预期，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恢复速度和票价数据都有明显

回落，下半年有希望改善吗？国际线目前的问题主要是什么？ 

A：公司自相关政策放开之后，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积极布局，国际航线恢复领先，其中泰国

最高时已经接近 2019年前水平。23年 1月下旬到 3月份，公司获益于出境游放开后爆发的

红利；夏秋航季开始，就是 4月份东南亚的旺季以及泼水节，还有五一假期刺激，整体票价

水平持续维持历史高水平；后续由于一些负面事件舆情等，且 5月份中旬之后东南亚市场进

入传统淡季，近期东南亚票价水平走低，符合历史规律。从东北亚市场来看，受目的地国家

机场保障能力的影响，且目前日韩仍未开放团队游，整体恢复较慢，但趋势整体向上，公司

整体销售情况日益强劲，随着暑期临近，公司对日韩等传统优势市场充满信心。 

 

3、目前大家对于 Q3可能相对乐观些，今年的淡季 Q4公司如何看待？ 

A：对于 Q4，10 月上旬来看，今年国庆有 8 天长假，将刺激出行需求，预计跟 23 年五一趋

势接近。国庆之后随着淡季来临，预计会有环比回落；11-12月份是传统淡季，公司将推进

精细管理，优化运力投放，持续降本增效，同时把握 12 月中下旬东南亚市场好转的机会，

努力减少 Q4淡季影响。 

 

（二）中长期发展规划 

4、在国央企减亏提效的大环境之下，春秋会如何应对来依靠经营效率优势获取的增量份额？ 

A：23年以来，时刻分配整体政策相较以前没有很大的变化，仍然是支持骨干的航司在核心

枢纽进行运力投放，同时鼓励基地航司在枢纽市场的发展。对于公司来说，约 40%的时刻集

中在上海市场，从政策方面受到局方的支持和鼓励，公司在北上广等区域一直在积极争取，

且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填补时刻和时间段空白都在积极争取各种机会。目前看公司在各种时刻

增量上都有很大的机会，并没有面临很大的问题。 

 

5、国内基地过去三年在二线有长足进步，未来三年在二线还有哪些市场机会比较大，有没

有具体的目标？ 

A：过去三年公司在兰州、大连、南昌等区域投入不少运力，且获得一些市场份额，也得到

很多启发，未来三年公司在一线以及二线城市仍有很多机会。考虑公司目前在东北，西南以

及华东区域的很多二线城市以及省会城市都还没有投放过夜飞机，意味着公司还有非常多的



潜在机会和选择。从策略上来看，公司在运力投放上首先是聚焦，做厚现有的基地市场，提

升市场份额以及成本优势，在此基础上公司再考虑布局开辟新的基地。 

 

6、十五五规划行业和公司目前进展如何？ 

A：目前，监管对十四五的机队计划中期做了一些调整，十五五期间行业飞机引进目标的制

订还没有启动，目前行业的重心侧重于恢复。总体而言，公司通过与监管层的交流情况来看，

行业长期趋势向好，但目前十五五还没有具体的规划出台。 

 

7、飞行员缺口的补充情况？预计多久能恢复到 11 小时日利用率以上？ 

A：飞行员缺口目前受到 3个方面的影响。1）去年极端情况影响，外籍飞行员流失很多；2）

公司机队增长较快，相较来看对飞行员数量的需求更大；3）飞行员每年飞行小时数从 1,000

小时下降到 900小时。这几个因素加起来会形成一些缺口，但是对旺季的影响比较有限。预

计在明年的旺季暑运我们能够做到 11小时以上的飞机利用率。 

 

8、近几年春秋自身的飞机引进速度有明显放缓，存在哪些障碍？疫情恢复之后公司对于中

长期的运力增速是如何考虑的？如果一直监管比较严格，提倡高质量发展，大股东角度可以

接受公司未来仅有 10～15%的复合增长吗？ 

A：19-21 年飞机引进基本是正常的，22 年主要受极端情况影响较大，飞机引进放缓，增速

下调，23年开始受飞行员流失影响，飞行实力受限，公司下调飞机引进计划。目前随着外籍

飞行员的召回以及自身培养的推进，预计飞行实力的恢复是很快的。其次，公司认为在经济

下行周期，公司的需求受影响比较小，市场发展空间依然很大。 

行业监管方面一直比较严格，政府是比较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春秋的高质量发展，

未来公司将努力保持两位数增长。 

 

9、公司的国际布局与人才方面，如果国内增速一般，现有的国际市场增班不易，是否会考

虑拓展新的国家、航网、区域等（譬如新疆、中亚、俄罗斯之类的）？ 

A：国际航线增班受限主要是短期因素导致的，长期来看，公司认为国际航线的恢复，以及

对外开放的趋势不变，中国与国际的交互依然会越来越多，未来随着技术升级，预计能飞的

国家会越来越多，航点数量会进一步提升。 

 

10、疫情以后，春秋从局方、地方政府，在整个民航业的定位，与疫情前的变化？ 

A：民航是国家重要的交通门类，经济血脉，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很高，政府对于民营经济

的支撑作用，仍然非常重视。十四五期间公司新增大量机场，地方政府对于交通、航空的经

济刺激效果的信心和初心没有变化。相反，通过这几年，我们看到民航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并且在医疗救护方面的重要性持续提升。 

 

（三）日常运营情况 

11、如何看待航线补贴的风险，尤其在一些地方财政出现一些负面报道之后，公司在这些相

对困难省市的补贴占比是否比较高？ 

A：公司目前绝大多数合作的地方政府仍在正常支付，如果有问题公司会采取相关措施规避

风险。目前我们接触下来，各地政府都是在全力拼经济，对航空的重视是持续提升的。 

 

12、大航目前又开始了一轮市场融资，而且金额预计都比较大，公司目前资金情况怎么样？

未来的股权债权融资计划如何安排？ 



A：公司去年年底完成了一次 30亿的定增，增发后资产负债率下降到 68%左右，这个水平在

行业里是最好的。今年，公司经营情况会有大幅改善，预测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控制在 65%以

下，资金成本逐渐下降，公司有计划以债务手段融资，超短融最近已经发了，后续计划用 3

年左右的中长期贷款来置换疫情期间的短期纾困贷，未来中长期贷款占比会持续提升。目前

公司还有一定额度的纾困贷没有用完，目前也在争取纾困贷的滚动和展期。 

 

二、现场提问 

13、公司美元敞口低于行业其他公司，是怎样的思路？ 

A：公司希望保持中性，过去几年租赁并表导致美元敞口被动打开，现在通过努力，基本关

闭了负债敞口，美元的波动就非常小。 

 

14、公司在 C919这一块是否有计划？双机型是否会影响到优势？ 

A：目前全球主要是空客和波音两种机型，C919的出现打破了垄断，是非常好的事情，同时，

它也在上海本地，（对于春秋而言）运输成本、维修成本都比较低。不过，目前 C919刚投入

运行，各方面需要更多数据来判断与公司航线是否适配，会继续观察。 

 

15、公司如何看待 2018 年以来的两笔非公开增发？ 

A：去年增发预案提出的时候，公司面临的是生存的问题，因此这笔定增是从对公司以及股

东负责的时候做出的预案，是一笔保命钱。公司相对是比较保守，对于现金流以及经营情况

的安全性要求更高。 

18 年的定增也是在公司快速增长期间，资本开支及其未来预期较高。未来公司更多通过债

务而非股权的手段推进融资。 

 

16、机队未来引进情况以及暑运期间的引进？ 

A：今年暑运 6、7月都有引进，明年飞机净增长数量预计在 8架左右。 

 

17、新大楼何时启动？ 

A：目前还在修建，预计到明年 4、5月份会搬到新大楼。 

 

18、今年空客的计划是年底达到 121架，明年回到双位数的增长，公司目前预计空客是否有

能力保障公司的运力？ 

A：目前空客的产能还是比较紧张的，公司跟空客就飞机序号以及交付都签订协议。虽然海

外的生产线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国内的生产线目前是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 

 

19、春秋日本目前的情况？ 

A：日航现在是春秋日本的大股东，经营交给了日航。目前的情况是两个方向：1）中日市场

逐步开放，预计日航会全力支持。2）开展一些日本境内货运业务。因为日本对地面车辆的

物流有限制，需要航空物流，所以在物流这一块春秋日本跟日本最大的物流公司，在推进航

空物流的业务，相当于是一个新增业务，也会对经营有所改善。 

 

20、旅行团什么时候能恢复？  

A：现在是逐步放开了两批出境游，公司希望除了极少数安全性以及外交层面有问题的区域，

其他目的地能够于 6月份左右放开团客出境游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