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秋航空 2023 年三季报业绩交流会会议纪要 

一、公司经营概述： 

运力方面：今年前三季度共引进 6 架飞机，型号均为 A320neo型，引进方式均为自购。截止三
季度末，公司拥有空客 A320 机型机队共 122架，其中自购飞机 73架，经营性租赁飞机 49
架。四季度没有新增飞机，11月会有一架飞机退租，到年底机队规模是 121架。 

利用率方面：三季度暑运旺季，利用率相较前 2季度，有明显提升，Q3在册利用率 9.4小
时，前三季度利用率为 8.6 小时。 

同比 19年，第三季度 ASK同比增加 18.9%，国内同比增加 55.1%，国际和地区同比分别减少
47.7%和 56.1%；前三季 ASK同比增加 10.6%，国内同比增加 46.7%，国际和地区同比分别减少
57.3%和 57.6%。 

客座率方面：第三季度平均客座率 91.8%，跟 19年同期打平，7月客座率突破 92.3%，超过 19
年同期约 1个百分点，尽管国际线还未完全恢复，但暑运因私出行的需求在国内段也能够释放
的比较充分，国内 7月客座率突破 93%，同样超过 19 年当月数据。国际线，8月突破 90%，达
90.7%，地区线 8月 96.8%。前三季度整体客座率 89.4%，同比 19年下滑 2个百分点。 

业绩方面：23年前三季度营收 141亿，第三季度营收 61亿；前三季度营业总成本 118亿，第
三季度营业总成本 44亿；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26.8亿；第三季度净利润 18.4亿，实现单季
度利润超过 2019年全年净利润。  

同比 19年，前三季度含油客公里收益，整体同比上升 14%，第三季度同比上升 16%，前三季度
国内同比上升 12%，第三季度同比上升 13%；前三季度国际线同比上升 37%，第三季度客收益
同比增长 37%。  

成本费用端：前三季度，单位成本 0.31元，同比 22 年下降 13.0%，同比 19年上升 5.9%；第
三季度，单位成本 0.31元，同比下降 17.4%，同比 19 年上升 5.8%，同比 19年上升主要是利
用率还未完全恢复以及燃油成本上升所致。如果扣除油的影响，3Q单位扣油成本同比 19年下
降 0.7%，Q3单位扣油成本同比 19年下降 1.9%。 

补贴方面：Q3其他收益为 3.2 亿元，同比 19年增加 32%，前三季度是 8.3亿元，同比 19年增
加 26%，目前航线补贴还是以国内航线为主，所以涨幅也主要因为国内航线航班量和运力相较
19年同期大幅增长所致。 

 

二、问答 

Q1：三季度公司的毛利率基本持平 2015年同期的，净利率超过了 2015年，公司三季度票价

和结构方面有哪些变化？  

A：一方面是公司成本端持续优化改善，23q3单位非油成本相较 19年同期仍有降幅。另一方

面，虽然油价上涨给总成本带来一定压力，但是票价端表现是比较好的。今年暑运持续时间比

较长，前 50天都表现不俗，并且 9月前三周商务市场的表现也是比较好，再叠加国庆长假的

效应，总的来说需求方面有比较好的释放。另外，在旅客结构方面，家庭出行的比例是相对是

比较高的，这也对市场表现起到积极作用。国际线方面，暑运期间日韩航线的表现很好，泰国

线受到前期的一些负面事件影响相对差一些，但是客座率还是不错的。 

Q2：请公司介绍一下近期日韩航线在需求、价格方面的变化，以及公司对未来的展望。 

A：国庆及之前日本航线整体表现不错，在国庆之后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滑。尽管排水事

件是 8月底左右开始的，但当时国庆预售量不低，且后续退票情况也不是很多，国庆期间整体



 

需求较好。近期需求较弱可以部分归因为排水事件的后续影响，但总体来说，公司认为季节性

的需求减弱是更主要的影响因素，国庆后是淡季且滑雪季未开始，市场需求整体较弱。 

展望未来，公司依然比较看好日韩和东南亚市场，未来会继续加大一些运力投放，投放节奏会

根据市场情况进行微调。 

Q3：明年整体行业的供需如何展望？ 

A：供给方面：未来 2-3年，行业供给还是会偏弱一些，飞机和发动机供应链方面仍然比较紧

张。再加上未来几年飞机的租赁价格较高，我们认为航司还是会比较谨慎地去对待机队数量和

成本之间的平衡。 

需求方面：1）国内的需求结构出现一些变化，旺季市场量价齐升比较猛烈，淡季的量价表现

有待更细致的观察，但总体上来说国内需求是不错的。2）国际也在积极恢复中，各家航司都

在积极响应国际航线的进一步复苏，海外的保障能力也在持续恢复，公司认为未来国际航线的

需求持续向好，未来的恢复也是可以期待的。 

Q4：公司明年的运力投放方面变化会有哪些？ 

A：国际市场，明年公司的国际航班的运力占比将较今年有所提升，仍然以泰国、日本、韩国

为主，还会在当地增加过夜飞机。国内方面，公司会继续强化核心基地，上海两场、兰州、宁

波、成都等等，目标是将利用率尽可能提高。 

Q5：未来几年预计公司盈利情况很好，未来对增量的现金上我们会做一些怎样的处理？ 

A：首先是对现有的债务进行优化，未来几年主要资本开支是飞机的采购，目前来看不会太

多，当然不排除有合适机会，比如参与下一轮飞机订单等等。在经营情况持续改善的情况下，

公司计划对存量的债务进行优化，长短期的负债都会减少一些，另外之前三年，公司纾困贷款

的使用较多，可能考虑用中长期贷款去置换短期贷款。 

分红方面，证监会、交易所都有明确的指引，在满足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会考虑用分红方

式回馈投资者。 

Q6：公司的飞机利用率以及客座率较 19年是下降的，但整体的票价水平是提升的，是否主要

受益于行业保票价的趋势，未来如何展望？ 

A：我们认为，需求是推动今年 q3高票价的核心因素。从客户的画像上来说，家庭游的需求比

较旺盛。从供给方面考虑，当前行业利用率尚未完全恢复，随着国际航线的继续恢复，国内航

线供求关系还会在紧平衡的状况下持续运行。 

 

Q7：飞机引进方面公司的计划？ 

A：24年计划是净增 8架。25年目前确定的飞机订单是 3架，剩余的考虑以经租等方式进行引

进。 

 



 

Q8：考虑到利用率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扣油的单位成本继续下降的空间还有多少？ 

A：固定成本方面，我们在飞行员的保障、实力分析、排班、培训方面都做了很多的工作，也

针对这些场景做了数字化的建设，飞行实力也会持续补充，利用率提升对固定成本的摊薄是可

以体现的，未来公司飞行实力也会更加稳固。 

变动成本方面会有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需要结合来看。正面的影响是正在进行的数字化成本

管控工作，包括节油、维修、采购等，也包括人力成本效率的提升，这些都将在成本里有所体

现。成本增加的方面主要是保障成本的增加，尤其随着国际航班的恢复，比较明显的是国际航

线起降成本的增加，由于保障能力不足，供应方涨价幅度较大，成本比之前要高。另外在境外

过夜飞机增加的情况下，过夜成本会增加。 

Q9：现在日本机场的地面保障能力恢复的情况如何？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因素会限制日本航线

的恢复？ 

A：日本航线的地面保障资源紧张是约束增班的原因之一，当地招聘人员后需要培训、办证等

步骤。公司在使用外派人员的方式协助解决问题，所以公司认为这个瓶颈会逐渐得到缓解。中

日关系、市场扰动等因素目前也有影响，公司将持续积极评估需求以更好地来调节运力。例如

可以观察后续滑雪季以及一季度春节假期的需求情况，整体上看，日本市场对于公司而言仍是

一个重要境外目的地。 

Q10：公司这边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测算，比如说我们利用率相比今年提升一个小时或者 0.5个

小时，单位成本大概能够下降多少，或者说对应怎么样的一个利润弹性，谢谢。 

A：明年飞机利用率相较今年会有所提升，利用率增长对单位固定成本的摊薄是有帮助的，但

同时要考虑利用率的增加，相应带来过夜成本以及境外起降成本产生的增长。 

Q11：公司二三季度单位燃油成本较 19年的涨幅比油价涨幅低更低，主要是哪些原因？ 

A：第一，客座率整体相较 19年是低的；第二，引进的新飞机节油性能比较突出；第三，公司

通过数字化管控对飞机耗油等方面都有细致的分析，在保障安全情况下节油的效率持续提升。

公司还在持续引进新机型，也在持续推进相关的节能减排工作的进行，公司认为节油方面的优

化是可以持续的。 

Q14：9月的客公里收益相比 19 年的涨幅有回落吗？淡季的整体市场表现会稍弱吗？ 

A：单看票价涨幅，今年 Q3里，票价涨幅的相对最低的反而是 8月份，因为基数比较高的缘

故，且今年暑运效应开始的比较早，7月会更好一点。其实，从今年前 10个月来看，平季表

现并不差。11、12月逐渐进入淡季，油价、需求方面有一些压力，但这些因素可能是暂时

的。 

 

领导总结： 

感谢各位投资者对春秋的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支持，23年三季度是放开后的第一个暑运，

我们也收到了内部、外部各方的大力支持。公司核心管理能力在之前三年间持续加强，也在精

细化管控、市场响应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借助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手段，在今年三季度取得

了不错的业绩。 



 

展望未来，短时间市场可能有波动，但是公司仍然坚定自己的方向，明年不管是宏观经

济，还是在公司自身的核心能力方面都会更好。公司将持续努力应对未来市场的变化，在机

队、安全保障能力、飞行实力、成本管控能力方面继续努力，争取做出更好的业绩回馈股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