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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加密航线 航企打响拐点之战

开盘股价跌了

裹在百度、B站二次上市的消息里，知乎赴

美上市的关注度比预想中低了不少。3月26日，

知乎上市即破发。业内人士对知乎股价表现并

不意外，原因在于多个美股互联网公司，最近股

价都在下跌。上周京东的股价从326美元跌到了

313美元，百度股价从250多美元跌到了214美

元，网易股价从168美元跌到了159美元。

“这可能跟美国资本市场监管收紧有

关”，比达咨询分析师李锦清向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他所谓的监管指的是，3月24日美国证

券交易委员会通过了临时最终修正案，以执

行由美国国会要求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要求。

具体到知乎，北京商报记者在知乎输入

“知乎破发”关键词后，平台推荐的第一个问

答“如何看待2021年3月26日知乎挂牌上市”

也有同样的观点。用户“pure日月”这样说，

“知乎上市的时间点显然不好，现在美股中概

股杀估值杀得非常狠，尤其是一些没有盈利

的互联网公司，腰斩的也一大片，知乎上市首

日大幅破发，盘中最深跌幅达28%”。

不过，知乎CEO周源并没有对股价下跌

表态。在上市致辞时，他强调的是知乎的成长

和未来轨迹，“知乎起步于问答。在互联网时

代，知乎为问答开辟了新场景，创造了新价

值。知乎已经超越了问答，我们围绕用户需

求，不断升级产品功能，丰富媒介形态”。

营收空间存疑

其实，根据招股书数据，知乎的表现并不

算遭，2020年营收13.52亿元，较2019年的

6.71亿元，增长了101.5%。营收结构也从依赖

广告，变得更多元化。

2019年、2020年，知乎的营收均来自于广

告、付费会员、其他、商业内容解决方案四部

分。2019年，知乎广告业务贡献了5.77亿元营

收，占比86%，付费会员贡献了8799.7万元，占

比13%，这两个板块是知乎的营收主力。

2020年，知乎的广告营收占比从86%降

到62%，营收额为8.43亿元。付费会员营收3.2

亿元，占比从2019年的13%涨到2020年的

23.7%。

和自己相比，知乎也有不少亮眼的运营

数据。比如月均付费用户、付费率。2020年，知

乎月均付费用户从2019年的57.4万增长到

236.3万，付费率从1.2%提高到3.4%。不过

ARPPU从12.77元/ 人/ 月下降到11.3元/ 人/

月。对于ARPPU的下降，B站相关人士并没有

向北京商报记者给出直接解释。

由于在国内没有可以直接和知乎对标的

平台，拟在创业板上市的罗辑思维，是按照线

上知识服务业务、线下知识服务业务、电商业

务、其他，此四个板块披露营收。被认为是音频

类知识付费平台的荔枝则是按照音频娱乐、播

客、广告和其他，这样的分类披露营收。因此不

能直接对比知识付费类平台的运营数据。

从营收规模看，2020年，知乎13.52亿元的

营收，低于荔枝的15亿元。2020年知乎在非美

国通用会计准则下，调整后的净亏损为3.37亿

元。荔枝净亏损为3140万元。从商业化能力看，

两家都没有盈利，但知乎净亏损更高。

但和同样大力挖掘会员价值的网络视频

等平台相比，知乎的表现高下立判。2020年四

季度，B站月均付费用户1790万，同比增长

103%，整体付费率由2019年四季度的6.8%增

长至2020年四季度的8.9%。

再来看知乎最大的营收来源广告。根据

广发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知乎广告收入的

主要增长驱动力是用户规模增长，2019年至

2020年，知乎的平均MAU（月活）从4800万

人增长至6850万人，每MAU产生的广告收入

从12元提升至12.3元。

不过，上述报告指出，除了限制广告投放

的B站，知乎的单用户广告价值明显低于快手

和微博，2020年一季度至三季度，知乎每

MAU产生了7.93元的广告收入，而微博每

MAU产生13.32元的广告收入，快手每MAU

产生27.63元的广告收入。

对此，业内人士有两种态度，一种观点

称，这说明B站会员业务和广告业务的营收天

花板还很高，有人则认为知乎和快手、B站等

数据的差距，意味着知识付费类业务的营收

空间不大。

文渊智库创始人王超则向北京商报记者

直言：“知乎的变现能力很低，一方面是内容

不够好，不够有规模效应，二是运营能力低、

广告卖不上去。”

知识付费后劲不足

事实上，业内人士在知乎是哪类平台这

个问题上，也时常出现观点碰撞。知乎自己的

定义是“中国最大的问答式在线社区”，但艾

媒咨询等第三方机构普遍把知乎归为知识付

费综合类平台。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中国知识付费用户

规模在2020年增长至4.18亿人，市场规模392

亿元。到2021年，上述数据分别将达到4.77亿

人、675亿元。自从知识付费被第三方机构单

独研究以来，用户规模和市场规模都在稳步

增长，但是和网络视频、网络直播等市场相

比，差距明显。

“不只是知乎，其他知识付费类平台变现

也不容易，一是因为用户才开始建立知识付

费的消费习惯，二是用户更愿意为娱乐型产

品付费，而不是知识”，智察大数据分析师刘

大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艾媒咨询分析师李松霖还指出，近年来知

识付费行业快速发展，野蛮生长导致了诸多问

题，其中内容同质化、宣传缺乏真实性等问题

尤为突出，进而对用户的长期吸引力不足，降

低了用户对知识付费平台的好感，最终反作用

导致知识付费产品服务的复购率低等问题。

对于未来，艾媒咨询统计数据显示，6.6%

的用户对中国知识付费行业的发展前景持非

常乐观态度，43.5%的用户持比较乐观的态

度。对于知识付费平台的发展趋势，李松霖提

到几点，包括用户市场向下渗透、腰尾部创作

者作用提升等。

在扶持创作者方面，周源在知乎上市时

已明确表态，“知乎将锚定‘服务创作者’这个

圆点，向内优化服务，向外拓展突围。我准备

拿出一部分股权，与一些陪伴知乎成长的优

秀创作者分享”。

其实，扶持创作者是其他内容型平台的

普遍做法。在知乎和创作者的关系上，有用户

建议：“知乎要解决的是，不让自己的平台成

为大V吸粉到公众号沉淀私域流量的场景，而

是把大V留在知乎筑巢并实现稳定经济回报

的地方。”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扎堆开航 拐点将至

新航季终于来了。

经历了疫情的重创后，民航业格外重视

这个拥有众多出行高峰期和旅游旺季的新航

季，甚至有人将其称之为期盼已久的“拐点”。

为抢占诱人的出行市场蛋糕，新航季航

企纷纷提前布局、加码热门航线。具体来看，

国航将对清明、“五一”前后的国内航线进行

增投，主要包括海南岛以及华东、西部等传统

旅游热点航线；东航则新开昆明-井冈山-上

海浦东、鄂尔多斯-太原-上海虹桥等33条航

线；而南航则新开29条国内航线，新增宁波至

拉萨，杭州至海口、哈尔滨，合肥至南宁等多

条途经热点旅游目的地的线路。

北京商报记者还从中联航获悉，在新航

季，该航企编排航线99条，大兴机场执飞航线

64条，其中有46条独飞航线，每天执飞航班

230班。而且，根据市场需要，中联航还优化了

部分航线，新开大兴-吕梁-南昌、大兴-武隆-

佛山等11条航线，恢复7条航线。此外，深航也

宣布在今年夏秋换季中，新增深圳-郑州-大

同、广州-丽江、广州-浦东等往返航班，并加

大深圳至浦东、深圳-三亚等航班的频次。

整体来看，按照新航季的航班计划，国内

航空公司共计划安排国内航班每周92756班，

同比2020年夏秋航季增长10.7%。其中，客运

航班每周90460班，同比增长10.6%；货运航

班每周2296班，同比增长13.2%。

“2021年夏秋航季恢复情况还是比较理

想的。”民航高级经济师王疆民表示，“从本次

航企选择新增、加密频次航线的情况可以看

出，不少航空公司虽然受疫情影响较大，但一

直为市场回暖蓄势，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新航

季快速启动业务。”

全新航季“黑马”角力

其实，从各航企的新航季航班计划不难

看出，面对严峻的生存形势，不仅头部企业表

现出了积极拼抢市场的决心，不少中小航空

公司也开始向枢纽机场主动进军。

根据民航局发布最新通告，2021年夏秋航

季，九元航空首次获得了北京及上海的“入场

券”，并拿到了多条广州出发航线的经营许可。由

此，低成本航企九元航空正式运营北京-广州、上

海-广州的航线，初始班次为14班。海航旗下的首

都航空也获得了北京至广州、成都等热门航线的

经营许可。在民航资深专家綦琦看来，将中小航

空公司引入一线城市的航线之中，也是相关部门

支持低成本航企、促进市场差异化的方式。随着

市场供给逐步回归常态，中小型航空公司可以

通过自身的成本优势吸引更多客源，丰富供给

类型，很可能成为新航季市场上的“黑马”。

在业内看来，受疫情影响，现阶段，各航企

的经营重点仍在国内航班上。而在加速织密的

航线网络中，以南方热门旅游城市为目的地的

快线成为今年不少航企落子的主要方向。

举例来看，深航与国航联合推出了深圳

至北京、深圳至成都往返的“城市快线”，每

日有20个航班往返深圳、北京两地，13个航

班往返深圳、成都两地。除上述两条快线外，

国航方面还表示，计划在北京-上海、北京-

成都、北京-杭州等航线上升级打造快线品

牌；东航也在京加密了7条快线，大兴至广

州、深圳、重庆、成都等航线达每天6班以上；

虹桥机场往北京、深圳、广州等地的枢纽快

线日均计划航班达542.7架次，较上一航季增

加约21架次/ 日，快线计划量已占计划总量

的71.25%，较上一航季进一步提升2.09%。

值得注意的是，新航季的航线网络中，南

昌、赣州等红色旅游资源相对集中的城市也

受到各航企的密切关注。比如：浦东机场的遵

义航线，就从原先的每天1-2班，增长到每天4

班，成为换季之际航班加密速度尤为迅猛的

航点。对此，多家与机场保持合作的旅行社负

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今年红色旅游需

求猛涨，旅游服务商们都推出了不少以红色

旅游为主题的产品，新航季增设的航班也为

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竞争加剧 谁是赢家

恢复暂停航线、新开热门航线，民航业的

复苏势如破竹。

“新增航线是市场需求激增的结果。对于

民航业来说，夏秋季本就是旺季，其中7、8、9

三个月的需求量最为集中。此外，清明、‘五

一’、‘十一’等假期也将进一步形成新的出行

热潮。”王疆民称，“加密的航班及快线让不同

城市间的当日往返行程更加便利，而且，当前

国内商务需求正加速恢复，新航季的确是国

内业务复苏的好时机。”

不过，也有多位专家直言，当前我国民航

业仍面临着不少挑战，“回血”仍需一个相对

漫长的时间。綦琦就提出，当前各航空公司的

业务主要集中在国内，但对一些原本主飞国

际航线和长航线的航空公司来说，全面复苏

仍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国际业务的补位。此外，

现阶段，供给加速向国内倾斜，加剧了航企之

间的竞争。有可能会导致票价下挫，从而压缩

航空公司的盈利空间，尤其对一些小型航企

来说，供给增加的情况下很难发挥自身成本

优势来吸引客源，运营压力也随之增加。

还有业内人士指出，由于航班不断增加，

消费者对相关基础设施、接待能力的要求也

会进一步提高。“尤其是一些旅游城市，航班

加密后，当地机场的容量、地面交通设施、往

返接驳车、餐饮、休息室等都会影响消费者的

选择。”有内业人士称，“但就目前情况来看，

部分地区的服务和设施仍有不足，而这很可

能会成为拉开市场梯队的决定性因素。”

面对上述问题，王疆民提出，除了提高基

础建设，航企还需进一步加大产品的差异化

定位，强化自身与汽车、接驳车等衍生服务的

配合，在一张机票上做更多文章，在这场“拐

点之战”中占据更多优势。他建议，企业可以

尝试和更多的市场资源合作，推出打包产品，

如“机票＋接送机”“机票＋旅游产品”等，同

时加强人工智能、老年群体绿色通道等方面

的建设，以优质服务吸引消费者。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杨卉

疫情下苦熬多时的民航业终于等来了一次复苏的绝佳时机。3月28日起， 中国民航开始执行2021年夏秋航季航班

计划。据民航局数据，2021年夏秋航季新增航线达54条，其中不仅三大航分别增设了一些旅游、商务出行热点航线，春

秋航空、九元航空、首都航空等也都凭借着新开通的独飞航线或入局京沪、京广航线等，成为业界眼中的新航季“黑马”。

而拥有清明、“五一”、暑假、“十一”等重要出行节点的新航季，必将成为国内航企打响疫情后复苏之战的阵地。

◆新航季时间：2021年3月28日-10月30日。

◆总体情况： 共有近160家国内外航空公司安排客

货航班计划101606班/周。

◆国内航线航班： 国内航空公司共计划安排国内航班每周92756班，

同比2020年增长10.7％。

◆港澳台航线航班：各航空公司共计划安排港澳台航班每周2234班，通航43个

内地/大陆航点，同比下降40.4%。

◆国际航线航班： 国内外航空公司计划安排国际客货运航班每周6616班。 较2020年冬春航季增长

32.8%，共通航52个国家、106个境外城市。

3月26日， 知乎正式在纽

交所上市，8.11美元的开盘价

较发行价下跌14.6%。 收盘时

虽然涨到8.44美元， 但还是不

及9.5美元的发行价。考虑到美

国中概股股价暴跌， 公司尚未

盈利，知乎破发似乎情有可原，

但是从用户付费规模、 付费率

等指标看， 知乎的表现反映出

了知识付费行业的尴尬， 比如

市场空间小、用户复购率低等。

中国知识付费用户规模

2020年增长至4.18亿人，市场规模392亿元
到2021年将分别达到4.77亿人、675亿元

知乎破发 知识付费容易盈利难？

2019年

知乎营收6.71亿元

广告营收

5.77亿元

占比86%

付费会员营收

0.88亿元 占比13%

其他营收

0.06亿元 占比1%

2020年

知乎营收13.52亿元，增长了101.5%

广告营收

8.43亿元

占比62%

付费会员营收

3.2亿元 占比23.7%

其他营收

1.89亿元 占比14.3%2019年 2020年

57.4万

1.2%

36.3万
3.4%

知乎月均付费用户 付费率

·2021年夏秋新航季航班情况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