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三大航年报概况三大航均陷“巨亏”泥沼

习惯了盈利的国有三大航企很难想到，

疫情之下，日均亏损千万竟成了日常。

3月30日晚间，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航”）、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航）”、中国南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纷纷公布了

2020年“成绩单”。整理三大航的业绩报表不

难发现，亏损已经成为“主旋律”。

国航是去年三大航中亏损金额最高的

一家，达144.09亿元；实现营业收入695.04

亿元，同比减少48.96%。其中，主营业务收

入为673.03亿元，同比减少49.39%。南航亏

损为108.42亿元，上年同期净利润为26.5亿

元。东航去年实现营业收入586.39亿元，亏

损118.35亿元。

不过，东航营业成本有所下降，为708.03

亿元，同比下降33.95%。

客流是三大航下降较大的部分。根据年

报，2020年国航实现客运收入557.27亿元，同

比减少687.98亿元；南航去年客运收入为

705.34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49.07%；东航去

年客运收入为491.27亿元，同比下降55.46%。

在大额亏损下，货运业务成为“救命稻

草”。具体来看，南航2020年货运收入164.93

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71.53%；东航去年货运

收入为48.95亿元，同比增长27.94%；国航货

运收入为85.53亿元，同比增加28.21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从整体情况来看，2020年

下半年三大航的亏损情况均有所收窄。在民

航高级经济师王疆民看来，虽然目前运营情

况有所好转，但对于头部航企来说，百亿元的

亏损仍有些“吃不消”，“按照三大航往年的收

益水平，百亿元亏损已是几年利润的总和，”

王疆民称，“航企要完全消化疫情影响并逐渐

恢复元气，仍需要一段时间。”

花式自救中艰难求生

从财报数据不难看出，去年航企们的日

子过得着实艰难。为求谋生，头部企业开始探

索各种可能性。

按需调整运力投入是各航企采取的主要

应对手段之一。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逐渐

向好，跨省游加速恢复，增设航线又成为今年

夏秋新航季的亮点。根据各航企披露的新航

季计划，国航将对清明、“五一”前后的国内航

线进行增投；南航则新开29条国内航线，并新

增杭州至海口等多条途经热点旅游目的地的

线路；东航也新开了昆明-井冈山-上海浦东

等33条航线。

除了航线调整这一常规动作外，各种“随

心飞”的问世也成为了我国民航业最主要的

“自救”方法之一。去年6月中旬，东航上线了

全网首款“随心飞”产品，随后，国航、南航、春

秋航空、吉祥航空等航企也快速跟上。一时

间，五花八门的“随心飞”产品，如“青春权益

卡”“快乐飞”“青春飞”不断出现在民航市场

上。上周，国航还将“随心飞”产品扩至老年群

体，正式开售“老年权益卡”。

不过，市场对于“随心飞”并非完全买账，

上线近一年后，消费者的吐槽仍不绝于耳。日

前，南航的“快乐飞2.0”就被曝出承诺的座位

供应量砍半等情况，引发不少网友的质疑。对

此，王疆民提出，“随心飞”是一次精准营销，

在扩大市场的同时也弥补了航企运营所需的

现金流，但各企业也要注意到，任何一种新产

品上市前，都需要做好充分准备，不能盲目跟

风、避免出现同质化问题。

此外，航企过剩的餐饮资源也成为了

部分企业业务扩围的新方向。北京商报记

者了解到，南航等航企去年就尝试将航空

餐搬到老年餐桌，通过与养老驿站合作，面

向老年人出售符合老年人饮食习惯的套餐

盒饭。不少航空公司还借助电商、外卖平台

等渠道推出了外卖服务，川航火锅、东航

“那碗面”、厦航榨菜肉丝饭等都被端上了

消费者的餐桌。

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自救措施中成效

比较突出的，无疑是各企业集中加码的“客改

货”板块。去年以来，有的企业将货物固定在

客舱上运输、有的拆除座椅改成临时货机，还

有航企直接将客机变成了货机。疫情以来，货

运业务已成为三大航业务的明显增长点，

2020年货运收入较上年同期均有所上升，南

航上升比例更是达到71.53%。

在资深民航专家綦琦看来，过去一年，航

企应对疫情的手段更多集中在“开源”上，整

体来看，现阶段国内民航业的恢复还是符合

预期的。不过由于疫情对整个行业冲击仍未

完全消除，想进一步减少亏损甚至实现盈利，

航企还需依靠主业的恢复及重启。

民航业春天将至？

如今，暖春已至。被亏损缠住双翼的航

企，终于盼来了期待已久的“拐点”。有业内专

家指出，新航季中，民航业将迎来多个假期和

旅游旺季，出行需求也在有序复苏，国内市场

预计在下半年加速恢复。

同时，也有专家提出，目前一些飞国际航

线的大型飞机还处于停飞或是利用率较低的

状态，尚无较好的解决方法。接下来航企还需

“勒紧腰带过日子”，尽量减少成本来节约现

金流，并利用好下半年的节假日、旺季等，加

速步入复苏通道。但即便如此，航企想要在短

期内实现盈利还是有一定困难，仍需将现有

资源进一步做整合利用。

具体到三大航方面，綦琦指出，国航机

队主要为宽体机队，是我国国际航班占比

最高的公司。因此未来国航的业绩扭转更

多还是依赖于长途及国际航线。王疆民认

为，国航等国际航线占比较多的航企，可尝

试在加大国内航线投入的同时做一些调

整，如以中小型飞机替换宽体机，替换下来

的飞机则可用于新产品的投入和市场拓展

研发，尽量将所有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以吸

引消费者。

对于南航和东航，将首都机场航班大批

量转至大兴机场也带了新的机遇。王疆民告

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来看大兴机场的运营

情况和基础建设都较为理想，掌握新资源后

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是两家航企今年要主攻

的课题。

綦琦也指出：“完成转场后，南航在北京

的全部业务都将转移至大兴机场。如何解决

距离、地面交通接驳等问题，让旅客更好地适

应新机场带来的消费习惯差异，对南航来说

很关键。”綦琦称，“东航方面，选择将京沪快

线放至首都机场，在供给上给了消费者更多

的选择。但也要注意到，东航需在首都机场及

大兴机场准备两套地服人员。从运营成本看，

东航的成本还是要高于南航。”

而提及近期动作频频的中小航企，专家

则表示，由于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一些中小

航企在疫情期间恢复速度较快，有的甚至实

现了盈利。对它们来说，下半年也将是一个重

要的发展机会，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小航企获

得进入一线城市的“通行券”，民航业的市场

竞争也随之加剧。不过，疫情后这类差异化的

产品能否保留，对市场究竟会带来多大变化，

还有待观望。

北京商报记者 蒋梦惟 杨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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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受阻再度转亏 猫眼娱乐的破局之战

三大航交出了去年“成绩单”。3月30日晚， 国航、东航、南航发布的2020年财报显

示， 去年国航亏损144.09亿元； 东航亏损118.35亿元； 南航亏损额最小， 但也达到

108.42亿元，综合来看，三大航亏损均超百亿。不过，民航专家也指出，2020年下半年

我国民航需求有所恢复，不少航空公司业务已经逐渐好转。随着今年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国内航空需求的不断提升，航企们或将摆脱巨亏阴霾。

再次陷入亏损

据猫眼娱乐的财报显示，报告期内，猫

眼娱乐实现营业收入13.7亿元，同比减少

68%，而亏损规模则为6.46亿元，较上年同期

由盈转亏。

对于2020年的业绩表现，猫眼娱乐方面

表示，收入同比减少主要是由于2020年受到

新冠疫情的影响，在线娱乐票务服务、娱乐内

容服务以及广告服务及其他所得收益减少。

公告显示，猫眼娱乐的在线娱乐票务业

务所得收益由2019年的23.03亿元减少

67.2%至2020年的7.57亿元，主要是因为受

新冠疫情影响，国内影院从2020年1月23日

起关闭183天，大部分线下大型演出及赛事

也因新冠疫情取消，导致在线娱乐票务服务

收入大幅减少。

而在娱乐内容服务方面，所得收益则由

2019年的13.97亿元减少74.7%至2020年的

3.53亿元，这主要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冲击，猫

眼娱乐部分参与出品、宣传发行的项目延

期，未能如期于2020年上映导致。此外，猫眼

娱乐的广告服务及其他所得收益由2019年

的5.68亿元减少54.9%至2020年的2.56亿元，

主要是由于疫情原因导致广告商对广告投

放需求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猫眼娱乐此前才刚刚在

2019年摆脱连年亏损的阴云。据猫眼娱乐

2015-2018年的业绩数据显示，单年亏损规

模分别为12.97亿元、5.08亿元、7546.9万元

和1.37亿元。而在2019年，该公司则实现

4.63亿元的净利润，扭亏为盈。但没想到一

年之后，到了2020年，猫眼娱乐又重新回到

了亏损状态。

筹谋涉足全文娱业

尽管猫眼娱乐于2020年再次出现亏损，

但这却并未妨碍该公司瞄向全文娱业的脚

步，并持续进行着各项布局，首先不可不提的

便是猫眼娱乐持续在影视、演出等领域内容

上游的加码。

公告显示，在院线电影方面，2020年总票

房超过10亿元以上的影片共有4部，猫眼娱乐

参与出品/发行了其中的3部，分别为《我和我

的家乡》《姜子牙》和《金刚川》，同时还出品及

主控发行了《一秒钟》《风平浪静》等其他影

片。此外，2020年，猫眼娱乐和腾讯共同合作

了平台定制剧《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和《通

天塔》。而在网络电影的投入上，猫眼娱乐则

在东北喜剧、新武侠、军事题材等领域逐渐形

成网络电影产品矩阵，将在今年及以后陆续

上线。

影视传媒行业分析师曾荣认为，如果只在

票务端布局，猫眼娱乐的发展将会受到较大的

局限性，也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而令业绩

存在不稳定性，因此沿着产业链条延伸是必然

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在掌握大量作品的市场反

馈以及用户喜好的数据后，可在一定程度上辅

助猫眼娱乐在内容上游的布局。

值得注意的是，猫眼娱乐还在2020年切

入到音乐领域。

公开资料显示，2020年上半年，猫眼娱乐

首次布局影视音乐产业链，联动国内音乐制

作人和音乐人共同开发影视剧原声带，并与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在影视音乐板块形成有机

结合。

而在2020年下半年，于央视及视频平台

同步播出的电视剧《什■海》，则是由猫眼娱

乐独家发行该剧的OST。此外，猫眼娱乐还

签约了获得《中国好声音》第九季年度总冠

军的单依纯，担任后者的影视剧音乐独家合

作平台。

乐评人王乐表示，近年来影视音乐的发展

较为迅速，不少热播剧集或影片的推广曲、主

题曲、片尾曲等均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热门音

乐作品，且通过影视剧的热度发酵，该类音乐

也往往能获得更高的播放量，衍生较高的商业

价值，因此选择在影视音乐领域布局的从业者

也逐渐增加，挖掘该领域的市场红利。

内外挑战仍存

涉足更多业务领域，能在一定程度上扩

大收入来源，有望提升公司整体规模，但要让

相关布局获得理想中的市场反馈，也将面临

着挑战。比如从市场环境来看，当下各行各业

虽然已经复工，但实现完全“回血”还需要一

段时间的缓和，且包括影视在内的领域还处

于调整期，存在着市场风险，市场竞争也不可

小觑。

而对于猫眼娱乐，在曾荣看来，首先需要

面对的挑战便是自身是否已获得足够的专业

能力，来完成不同领域业务的布局，“每一个

领域均有各自的专业性，即使是在影视行业，

电影与电视剧在实操阶段也会有所差异，更

不用说音乐等其他领域。假若专业能力与布

局脚步出现不相匹配的情况，容易让前期投

入的时间、精力与人力、物力打了水漂，增加

公司经营的不稳定性”。

除此以外，能否实现旗下不同业务间的

有效联动，也是关键因素。投资分析师许杉认

为，之所以布局多板块业务，不只是该板块存

在市场红利有待入局者进行挖掘，同时也是

为了借助旗下业务板块的有效联动，获得更

好的市场反馈，但在如何联动上也考验着相

关公司的运营能力，此前也有部分公司出现

过业务虽多却因未能实现有效联动，反而影

响业绩表现的情况，提醒其他选择类似布局

的公司强化相关能力。

针对猫眼娱乐后期会如何提振业绩，并

保证业务布局的专业能力，实现各板块有效

联动，北京商报记者向对方发去采访函，但截

至发稿未得到回复。

而猫眼娱乐在财报中提到，电影票务业务

将随着市场的恢复而同步恢复，未来将持续推

进票务系统建设，严格管控票务业务成本及费

用支出，提升票务业务的盈利能力，内容上则

将继续加强对优质影片的参与，特别关注对头

部档期头部影片的深度参与，同时，持续加强

互联网娱乐营销平台能力和对娱乐内容的数

据分析能力，以及数据支持解决方案。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过去一年文娱业所受到的冲击令各方有目共睹， 这无疑也影响着

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 其中，2019年才刚刚扭亏为盈的猫眼娱乐也在

2020年再次进入了亏损状态。3月30日晚间， 猫眼娱乐正式发布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业绩，全年亏损超6亿元。近年来，猫眼

娱乐也正在向着全文娱业加大布局， 不仅从下游票务端走向上游产业

链，还从电影、演出延伸至音乐等更多领域，这能否成为猫眼娱乐后期

盈利并维持业绩稳定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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