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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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圖）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
訪時表示，中國交通管
理部門分立的體制，致
使各種交通運輸方式缺
乏統一規劃，航空或高

鐵的建設規模都各自企圖實現運輸能力最大
化而非合理化，易造成運力過剩，這種競爭
局面的愈演愈烈是非正常的自殺式競爭。

現制浪費資源
胡潤州稱，每種交通方式都有各自的優

勢和服務範圍，不可能相互取代。然而現
階段，中國航空、鐵路、公路和水運管理
體系各自分立，未形成一個統一的綜合運
輸管理系統，各種運輸方式難以協調發

展，制約中國綜合交通發展。各部門在規
劃和建設時各行其是，對客源和線路佈局
的考慮僅從自身利益出發，導致建設起來
的交通網是分割的，而不是銜接和互補
的，也造成資源的浪費。

參考國際案例
他續稱，目前美國、德國等許多國家實行

的是「大交通部制」，通過整合各種交通資
源，形成一個更合理、更節約、時效性更強
的綜合交通網絡，這種綜合交通網絡可提高
物流效率和行政管理效率。例如，某旅客要
前往某地，中間可能需要搭乘飛機、火車和
汽車，但只用買一張票就解決全程交通問
題，花錢少，快速便捷，這就是對交通資源
的合理分配和利用。

消弭體制差異
事實上，早在十七大之前，國家發改委就

曾委託國家工程院研究相關課題「綜合運輸
體系研究」，專家們認為提高運輸效率的根本
還是打破現有管理格局，把民航總局、鐵道
部、交通部合併為「大交通部」，但一直到現
在，都是只見思潮，不見行動。對此，胡潤
州表示，中國行政管理系統改革遲緩，三大
系統市場化進展不一，在管理、人事、技術
和業務層面上存在巨大差異，整合仍是難
題。如果能盡早解決體制機制的問題，航空
和高鐵間這種非正常的劇烈衝突便不會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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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高鐵
系列專題之展望篇

2011年5月4日(星期三)

「如果你想飛，就在空中飛。」東航總經
理劉紹勇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回應高鐵對民航
衝擊時的話意味深長。

擴大貨運業務
面對高鐵的挑戰，民航方面的調整迅速展

開。南航方面，過去一年已經加大力度「掘
金」國際航線和貨運業務。根據南航3月28日
公佈的年報，國內航線旅客周轉量增長
16.5%，而國際航線則增長了41.6%；貨運方
面，總周轉量則增長30.2%，其中國際貨運周
轉量翻了一倍。雖然國際航線和貨運業務佔
比較小，但增長勢頭明顯強於國內客運，尤
其在武漢至廣州、北京、烏魯木齊三個國際
中轉樞紐城市航線上加大運力投入。據悉，
新航季南航會繼續增開國際航班，並㠥手準
備國際航線促銷，如里程獎勵。

瞄準熱門旅線
東航方面，據今年最新夏秋航季調整計

劃，將新開武漢—北海、武漢—西雙版納、
武漢—威海等旅遊目的地城市航線，因4月至
10月在西安舉行國際園藝博覽會的契機，東
航還將武漢—西安航班加密到每天3班。今年
4月2日起，東航又瞄準湖南張家界旅遊大熱
但無直達火車幹線，將武漢直航張家界的旅

遊包機由原計劃的每周三班加密到每周六
班。

減少高鐵重線
胡潤州指出，丟失武漢至南京等一兩條航

線並不可惜，民航應開始有所取捨，對航線
網絡進行優化和戰略調整，逐步放棄或者減
少與高鐵線路重合的航線。
胡潤州稱，在高鐵網絡比較密集與發達的

區域，航空公司的短線競爭呈弱勢，甚至退
出市場，因此必須尋找新出路。一方面需加

大力度開發遠程航線和國際航線，而大部分
出國旅客需要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
轉機，坐飛機轉機仍是乘客首選，可有效帶
動客流；另一方面要嘗試一些薄弱的未開發
市場，即高鐵難以到達的偏遠地區、旅遊地
區。
胡潤州表示，航空本身存在中轉難的弱

點，且目前中國大部分地區機場遠離市區。
機場應開通公交線路，盡早引入地鐵，實現
空地無縫對接，取消或減少機場高速公路的
收費，以減少旅客的出行成本。

為應對高鐵挑戰，航空公司和機場已開始轉變戰略，力爭與
高鐵「化敵為友」。據中國民用機場協會方面消息透露，目前全
國至少有32家機場正在籌劃空鐵聯運，廣州、深圳機場皆在此
列。而在日前曝光的河北石家莊機場高鐵站效果圖中，更明確
放入空鐵聯運的設想。

免費轉乘高鐵
據河北機場管理集團相關負責人介紹，石家莊機場正在謀劃

與京石高鐵實行「一票通」，如果成功，未來從北京乘坐高鐵來
石家莊機場乘機的旅客，將可免費乘坐高鐵，由機場補貼全額
的高鐵車票。
東方航空也將於今年年內在長三角地區初步實現「空鐵聯

運」，首次把高鐵車次、時間和飛機航線進行搭配，旅客只需要
買一張套票就可實現飛機和火車的換乘。
據業內人員介紹，空鐵聯運目前在技術上不存在任何問題，

且高鐵對民航客流的集中和疏散將起到巨大作用，高鐵的發展
可促進民航自身的變革，可能催生出更多商務、旅行類的民航
服務新產品，由產品引領消費。

空鐵聯運可期
但也有眾多專家人士對空鐵聯運前景並不十分看好，認為民

航與鐵路分屬不同主管部門，實現聯運突破難度大。「具體的
盈利分成模式不清楚，鐵路並非實名制購買，如何保證『一票
到底』？」、「民航方面是否願意拿出自己的優勢航線，特別是
國際航線進行分成？」等問題存在質疑。
但目前較為樂觀的情況是，在「十二五」規劃綱要草案中，

有關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城際交通網絡的佈
局，已初步顯現出今後幾年民航「對接」高鐵的藍圖。

「十二五」佈局空鐵對接

中國民航總局宣佈，「十二五」期間，全行業的投資規模
將超過1.5萬億元人民幣（約2,300億美元），主要用於建設新
機場和增加飛機數量。未來5年，中國將新建45座民用機
場，使全國機場總數在2015年前達到220個以上。全國機隊
規模將從2010年年底的2,600架，增至4,500架以上，這些機
隊幾乎完全由國有航空公司運營管理。

中國高鐵發展規劃
「十二五」期間高鐵的總投資約為1.875萬億元人民幣（約

1,500億美元）。到2015年，中國新建高鐵路網規模將達2.5萬
公里，包括1.5萬公里的「四縱四橫」高鐵路網主骨架、5,000
公里的主骨架高鐵連接線和5,000公里的城際高鐵。

中國民航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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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民航化」就是明證。東航武漢公

司副總經理公丕才稱，高鐵與民航具有

不同的目標客戶群，高鐵吸走的基本上

是低端旅客，去年武漢出港航班高端客

戶數量實際增加135%。

民航重提升品質
公丕才強調，國家有必要實施宏觀調

控，高鐵和民航都不是犧牲自己成全對

方，而是雙方各有市場，要避免國家投

資和社會資源的浪費。航空公司運力有

限，停飛一兩條航線轉投放收益高的航

線或是減少航班數以提高客座率，是從

航空公司自身的運行效率和收益率考慮

的理智行為。過去沒有高鐵的時候業內

就出現過無序競爭的局面，認為「打折

找死、不打折等死」，現在面對高鐵的

競爭民航應當更加理性，專注目標客戶

群，提升自身的品質、品貌和品位。

武廣高鐵開通後，相關航線的市場份

額下降了40%，票價也下跌近50%，但

各航空公司對運力供給進行削減，票價

隨即回到正常水平。針對合武動車，東

航梳理了漢滬快線的飛行時刻，約每小

時有一班來往於兩地，機票銷售策略則

以遠期儲備為主，對團隊提供優惠和較

早訂票的旅客提供優惠。

高鐵服務民航化
東航武漢公司市場營銷部黨委書記

張勝利(見圖)表示，經過調整公司的

運力與市場需求實現了再平衡，漢滬

線平均運價同比上升7.4%，武廣線的

客座率也上漲了1.6%，整體收益水平

實際有所上升。公丕才認為，隨㠥各

地經濟迅速發展，公商務人群出行量

越來越大，且國內航空運輸業仍存供

應缺口，居民收入水平增加繼續推動

國內航線需求保持增長，因此長遠看

航空業的前景明朗。

同樣，高鐵在近期作出更加趨近自

身目標客戶群的舉措，之前為了與民

航爭奪高端商務客流，京滬高鐵列車

曾將航空式座椅作為最大賣點，不僅

有類似飛機頭等艙的VIP包廂、貴賓

包廂，還有全部為可平躺座椅的商務

車廂。

空鐵吸客 各施各法空鐵吸客 各施各法

航企迎高鐵挑戰 力拓國際航線
民航業去年以來的航班正點率跌至近年來的最低谷，航班延

誤成為很多旅客的「家常便飯」。搭乘飛機時間的不確定和不穩
定因素，成為許多旅客轉向高鐵的原因。
民航局局長李家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指出，造成航班延誤

的原因，主要在於航空空域資源緊張、航空公司運營不當和極
端天氣三方面。而目前中國民航所佔空域只有全部空域的
20%，這是造成航班延誤、航班正點率下降的最根本原因，需
要加快空域體制的管理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
胡潤州表示，航空公司晚點問題以前未受足夠重視，如今與

高鐵的激烈競爭使民航方面的一系列問題嚴重性爆發，亟待解
決，如果服務、運營模式不優化的話未來壓力越來越大，但如
果能夠保證正點率的提高，並且提高兩端效率，航空的速度還
是遠高於高鐵。

民航促加快低空開放

「十二五」期間，空鐵之爭勢將愈演愈烈，220個

機場，4,500架以上機隊規模，對應的是2.5萬公里、

「四縱四橫」高鐵路網主骨架，爭搶內地的客運市

場。「衝擊」、「蠶食」、「擠佔」、「逼停」⋯⋯ 民

航和高鐵之間的競爭似乎越來越呈現出一種「即生

瑜何生亮」的殘酷關係。專家警示，航空與高鐵

之爭須警惕陷入「自殺式」競爭局面，應統一

綜合運輸管理系統，各種運輸方式才能協

調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肖晶、俞鯤

實習記者王晶晶湖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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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高鐵之爭
愈演愈烈，爭搶
內地日益龐大的
客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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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航與高鐵角力造成減
價戰，旅客成了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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