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鐵及動車搶佔航空市場已在全國範圍
內顯現，與其他地區不同，在高鐵

「圍攻」下，武漢成為受衝擊最大的城市。
武漢是中國內地除北京之外，唯一擁有國

航、東航和南航三大航基地公司的城市，以
武漢為圓心，1,000公里半徑覆蓋了全國主要
大城市，而這一距離也是高鐵擁有市場話語
權的距離，於是，空鐵角力在武漢迅速展
開。

民航失守中部
2011年3月，中國民航總局最新發佈的2010

年全國機場客流吞吐量排行中，武漢天河機
場去年客流吞吐量從全國第12位跌落至第14
位，失守中部老大寶座。在全國前20大機場
裡，武漢天河機場去年的客流吞吐量增長幅
度倒數第一，僅為3%。
今年春運期間，武漢天河機場發送旅客

67.77萬人次，同比下降8.52%，為23年來首
次下滑。但武廣高鐵旅客的平均上座率則比
去年同期增長60%以上。來自民航社區網站
的一份今年1至2月全國主要機場旅客吞吐量
統計表中，1至2月旅客吞吐量出現負增長的
僅有武漢天河機場，旅客吞吐量和運輸架次
同比分別下降1.2%和7.9%。
據武漢天河機場統計，目前600公里以下

航程的航班，六七成已停飛，僅剩恩施線還
在維持，運城、太原比較正常，而800公里
左右的廣州、上海流失嚴重。目前僅東北、
西北、西南的航班還可以正常保持客流。

高鐵搶佔團客
東航武漢公司市場營銷部黨委書記張勝利

向媒體披露，漢滬動車於2009年4月開通後，
從2009年4月至2010年3月，東航在漢滬航線
上總提供的航班座位數同比減少17.7%，往

返客流量下降19.4%，
日均運輸量減少654人
次。2010年4月起因上
海世博會流量支撐，
航班運輸量回升。
2009年12月武廣高鐵
開通後，2010年東航
在武廣航線上總體供
航班座位數同比減少
22.9%，往返客流量下滑21.1%。
不過，東航武漢公司副總經理公丕才（見

圖）表示，高鐵對航空的衝擊為局部性但非
致命的，高鐵總體分流份額有限。據東航統
計數據顯示，漢滬動車和武廣高鐵對東航兩
線總體客源分流比例均在20%左右，被分流
的客源主要為價格敏感性旅客，最明顯為旅
遊團隊，而高端公商務旅客群對航空忠誠度
較高，如漢滬線上常旅客同期比則在上升。

據民航總局近期的
一項研究，500公里
以內高鐵對民航的衝
擊達到50%以上，
500公里至800公里範
圍內高鐵對民航的衝
擊達到30%以上，
1,000公里以內高鐵對
民航的衝擊大約是
20%，1,500公里大約
是10%，1,500公里以上沒有影響。

高鐵分流短線客
申銀萬國證券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在2小時內、4至5個小時、8

小時以上的線路中，高鐵對民航的分流比例分別為100%、50%和
0，從整體來看，高鐵對國內民航的分流比例將達到6.4%。國泰君安
證券的分析報告則指出，2011年，全國航空客運量增長將放緩至
12.5%，隨㠥高鐵網絡逐漸完工和通車，航空與高鐵的競爭將更趨激
烈，在2014年前，預計高鐵每年將分流航空1.3%至5.3%的客運量。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武漢分院城市交通管理研究所所長、總工程

師胡潤州稱，武漢是中部地區中心城市，以武漢為中心的1,000公里
半徑內，覆蓋了北京、上海、廣州、成都、蘭州、昆明等重要城
市，而1,000公里，正是航空和高鐵客運市場的細分區間。許多業內
人士亦認為，民航在一段時期內面臨客源流失不可避免，尤其是在
短途運輸中，高鐵對航空業的影響幾乎是顛覆性的。

中部航線網絡落空
有業內人士指出，隨㠥石武高鐵、滬漢蓉客運專線相繼開通，以

武漢為中心直通北京、廣州、上海、重慶的「4小時交通圈」成形，
屆時中部客運市場格局將迎來更加深刻的洗牌與挑戰。相較之下，
在第二屆中博會上，中部各省曾商定，盡快開通中部各省會城市間
的航線網絡，然而這個網絡卻遲遲沒有進展，本月初武漢到南昌航
線停航，而武漢到長沙、鄭州航線的開通更顯渺茫，被寄予厚望的
中部各省航線網絡現已基本宣告落空。

里程越短
衝擊越大

東航常旅客、武漢電信實業有限責任公司黨
委書記、總經理劉漢春告訴記者，前不久他在
某網站上看到針對高鐵衝擊民航需做何改進的
一項投票，排在前三的分別是降價、提高準點
率和提升地面交通便捷度。但他表示，自己每
年飛行幾萬公里，不會把降價放在前三位，他
強調，高端客戶選擇交通工具的核心要素是時
間優勢。

很多旅客出行已經越來越看重交通工具是否準時、高效，單純靠低價
吸引旅客的手段，恐怕已不太奏效。不少經常往返於武漢和廣州兩地的
旅客表示，從時間上比較，武廣高鐵運行後，武漢到廣州的航班加上機
場辦理登機、安檢和市區往返機場的交通時間，與高鐵總體所用時間相
差不多。
劉漢春表示，去年到廣州出差特意體驗了一次高鐵，從離開位於武漢

魯巷的辦公室到抵達廣州白雲賓館，因為前後堵車，全程花費近6個小
時，「對我個人而言耗時過長」。

目前，武廣高鐵全程票價最低490元，最高780元。飛機票全價
930元，意味㠥高鐵的最低票價相當於飛機票5.2折，最高票價相
當於8.4折。

每天都有特價票
武廣高鐵、合武鐵路的開通在分走客流的同時，也「吃」掉了高

高在上的航空票價，去年年底開通的武廣高鐵，已經使往返武漢、
廣州的航空票價下跌了50%。本月內，武漢至廣州航空票價最低至3
折280元，攜程等旅行網上幾乎每天都能搶到三四折票，武漢至上海
最低僅2.5折200元，每天都有特價票。從武廣高鐵開通至今，除了
春節等黃金周出行集中的日子外，武廣航線的最低機票價格幾乎沒
有高於高鐵票價的。有業內人士透露，上述航線民航基本賠錢。
中國民航大學航空運輸經濟研究所所長李曉津在相關報道中曾

指出，民航受到的影響主要體現為兩個方面，即票價降低和旅客
分流。根據測算，平均而言，高鐵每提速1小時，民航票價必須
降低30元才能保持客流，而京滬航線需要降低50元。如果四橫四
縱高速鐵路網完全建成，估計30%左右的國內航線將會處於讓市
場、讓利潤或者兩者都讓的被動局面。

空鐵角力 旅客受益

京滬高鐵有望今年6月底通車。近日鐵道部部長盛光祖在接
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京滬高鐵票價肯定比民航票價便宜。上
海至北京這條航空業內的「黃金線」被認為即將受到來自高
鐵的衝擊，根據北京交通大學的研究預測，京滬高鐵開通後
沿線的航空市場運輸量可能會減少30%至70%。

折扣票招徠
目前，上海至北京航線最大的優勢是快，每天共有28個往

返航班，以半小時一班的頻率吸引了眾多商務、公務旅
客。京滬高鐵開通後，也將實行公交化發車，直達車從上
海開到北京，最快只需4個多小時。京滬高鐵票價未公
佈，不過參照滬杭高鐵，二等座平均為每公里0.52元，按
京滬高鐵全長1,318公里計算，二等座票價在680元左右。
而目前上海到北京的民航經濟艙機票全價為1,130元，平均
淡旺季，550元左右的折扣票較多。

商務客愛飛
東航武漢公司副總經理公丕才預計，京滬高鐵對民航既有

客流衝擊有限。公丕才續稱，京滬航線以高端公商務旅客為
主，他們對於價格的敏感度並不高，而是更加看重時效，航
空仍是首選；根據旅客細分情況，公商務旅客佔比越高的航
線，受高鐵衝擊程度越輕。
他還強調，京滬高鐵開通後也會產生雙向作用，除分流

外，還有集散的作用。高鐵帶動人流的快速流動，可以把人
流帶到京滬的航空樞紐上來，是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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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4月 1

日，內地

媒體爆出武

漢往返南昌航班受

同線動車組搶市場，運營

僅5個月後宣告停飛，堪稱

史上「最短命」航班之一。這

不是愚人節的玩笑，中國內地大

力發展高速鐵路引發的「空鐵之

爭」，將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成為

焦點，而武漢這個以中國區域航空樞紐

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市，更成為主戰場。數據顯示，武漢高

鐵和動車投入運行後的一年多，民航在武漢至上海、廣州這些熱

門航線上損失的客流平均達兩成，內地交通運輸格局面臨重整。

■本報湖北分社記者 肖晶、俞鯤，實習記者 王晶晶 報道

高鐵搶市場
民航頻停飛

高端客最重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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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 (上
圖)以高質素
服務吸引公
商務客戶，
運行時日尚
短的高鐵(下
圖)亦走「民
航 化 」 路
線，不論車
廂舒適度還
是服務員的
質素，都緊
追民航，冀
吸引高端客
戶。

■雖說航空飛行時間較短，但相對冗長的
候機時間，卻令旅客吃不消。

便捷性 民航：時速900公里，但機場一般離市中心較遠，綜合而言，4小時
以上行程佔優。

高鐵：最高時速350公里，但火車站一般離市中心較近，綜合而
言，4小時以內行程佔優。

價格 民航：票價相對高鐵高。

高鐵：票價高於普通列車，但相對航空存價格優勢。

穩定性 民航：易受天氣、航路、管制等諸多因素影響。

高鐵：運行穩定性相對高。

銷售水平 民航：銷售渠道覆蓋面、直銷技術水平等相對佔優。

高鐵：銷售渠道覆蓋面相對少。

運輸網絡 民航：發展時間較長，運輸網絡相對更發達。

高鐵：開通線路較少，大部分還在規劃建設過程中

服務 民航：高端服務是航空一大特徵，並重視提升品牌。

高鐵：服務水平和質量相對航空優勢明顯。

投入 民航：建設成本和佔用土地資源量相對低。

高鐵：建設成本和佔用土地資源量均高。

安全性 民航：百萬架次重大事故率為0.1%，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高鐵：運行期較短，安全性有待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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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電信實業有
限責任公司黨委書
記、總經理劉漢春

■武漢作為以中國區域航空樞
紐和高鐵網絡樞紐定位的城
市，成為空鐵之爭主戰場。

近年停飛航線
2009年 因成都至重慶間動車組開行，執飛19年的成渝航線停飛。

2011年2月 鄭西高鐵通車運營，「鄭州—西安」航線所有航班停飛。

2011年3月27日 因武漢至南京動車組的大量加開，寧漢航班全線停飛。

2011年4月1日 武漢往返南昌航班受同線動車組擠壓，運營僅5個月後宣告
停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