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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窑否认“被收并购”受益暑期游 首旅如家三季度业绩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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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线Top10均为商务线

围绕枢纽城市、 增频主干线航班是本次
冬春航季多数航司规划中的重要一步。

南航的新航季航班计划显示， 将围绕
广州枢纽，在广州至北京、上海、杭州、成
都、重庆、海口等10余条航线上，每日安排
8班往返以上， 并增班广州至宁波、 青岛、
贵阳等航线。 同时，“南航快线” 新增广州
至海口快线， 扩展至16条重点公商务航
线。 快线航班日均往返航班量达16班以
上，最高达到28班。

而东航的空中快线和空中准快线在换季
后将达41条。在东航上海虹桥往返三亚、北京
首都、成都双流的航线上，宽体机占比将达到
83%以上，上海虹桥往返深圳、广州、北京大
兴的宽体机占比也将达到50%以上。

海南航空也提到， 将在新航季新增海
口、北京、广州、深圳、杭州、乌鲁木齐等地进
出港国内航线110余条； 同时， 增频热门航
线，并在精品快线、精品航线增加宽体机运
力投放。

对城市干线、 快线的加密和增班更多满
足了冬春航季中的商旅出行需求。 航班管家
数据商业服务部王磊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根
据我国民航市场淡旺季的出行人群特征，淡
季民航客运主要依靠商旅出行。

而航班管家近日发布的《2023年冬春航
季国内定期客运航班数据解读》显示，从航线

周频来看， 冬春航季Top10城市线皆为商务
线，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以
及杭州7座城市，其中6条航线与北京有关。在
众多新增和加密的城市干线中， 北京再次成
为多家航司的“必争之地”。

此外，航班管家数据还显示，Top10城市
线的承运航司皆在7家及以上， 其中北京-重
庆、上海-成都、上海-广州线达10家，上海-深
圳、北京-成都线高达11家。

对此，民航业内人士林智杰指出，北上广
深蓉对飞航线是国内最火的航线， 特别是商
务出行需求旺盛，旅客运量、班次、运营的航
司都是最多的。而这些航线大多是核准航段，
航班量和航司都有准入门槛， 所以也能给航
司贡献稳定的利润。

不过，除了主要的商旅需求，冬春航季也
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
至10月26日，11月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
10月同期下降14.2%。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
用户的出行成本。

在航旅纵横行业发展总监赵楠看来，随
着北方气温逐渐降低，前往三亚、海口等南方
旅游城市避寒度假，前往阿勒泰、长春等赏雪
滑雪的旅客数量将有所上升， 因此考虑到出
行需求，航空公司也加密或复飞了相关航线。

东南亚占国际航班总量49.1%

进入冬春航季， 国际及地区航班的恢复
脚步也在持续加快。 在民航局10月例行发布

会上，民航局运输司司长梁楠表示，从冬春航
季换季情况看， 国际客运航班计划量约为
2019年冬春航季的70.7%。

具体到冬春航班计划上， 国航新航季将
执行国际及地区航班日均超170班次， 计划
班次量已恢复至2019年的70%以上。 同时，
国航将陆续恢复北京首都-旧金山、深圳-法
兰克福、上海浦东-名古屋等航线，增班北
京-巴黎、北京-马德里、北京-墨尔本等20
余条航线。

东航计划在10月29日开始恢复执行上海
浦东-旧金山、上海浦东-长崎、呼和浩特-昆
明-仰光等国际航线；11月中下旬将恢复深
圳-曼谷、兰州-曼谷等航线。此外，还将陆续
推出上海浦东-开罗、杭州-悉尼-奥克兰、北
京大兴-东京羽田等新航线。

南航也表示，新航季将不断加快在澳新、
东南亚及日韩等传统市场的航班恢复节奏，
同时在中亚、西亚、中东、非洲等地持续开辟
新航线。

新航季国际及地区航班的提速恢复也
让越来越多的航线恢复率追平或超过2019
年同期水平。 东航表示， 冬春航季荷兰、英
国、德国航线恢复率达100%；澳大利亚、新
西兰、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航线恢复率超
100%；往返越南、马来西亚、马尔代夫等亚
洲国家的航班恢复率更高， 分别达到182%、
200%、233%。

从航班管家的数据来看， 在新航季国际
航班计划周频区域分布中， 东南亚仍是热门
区域，航班量多，占国际航班总量的49.1%，同
比2019年冬航季提升2.2个百分点；北美洲航

班占比降幅最大，由4.8%下降至0.9%，占比下
降近4个百分点。

不过，据媒体报道，美国交通部近日发布
公告称，自11月9日起，允许中国航司执飞的
中美往返航班数量从每周24班增至每周35
班，这也为旅客往来提供了更多便利。

对此，王磊指出，目前公布的冬春航季
时刻属于季前调整，而国际航班时刻中存在
不少可变航班时刻， 之后的季中调整还会有
变化。

机场多举措应对复杂天气

“进入冬季后，对航班来说，从气象角度
主要关注冰雪天气、霜天气、低能见度天气以
及大风天气，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冰雪天气，下
雪时的次生天气会给运行带来多方面的影
响。”气象中心预报室副主任高级工程师黄亿
说道。

黄亿表示， 根据对过去10个冬天的数据
统计，首都机场11月至次年3月，年平均出现
约9个降雪日，今年的冬航季降雪日将在年平
均数上下浮动。

针对冬春季节可能出现的冰雪天气，北
京两机场也公布了相应的保障措施。

首先是做好预案。 首都机场相关负责人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已针对不同气象条件制
定了针对性的除冰、除雪方案。首都机场和大
兴机场还通过选拔人员、提前演练、调试维护
除冰除雪设备、 准备充足的除冰液和融雪剂
等方式进行了人员、物资储备。此外，首都机
场将利用智慧化除冰、 除雪保障体系提升实
际操作中的安全性和效能； 大兴机场则将按
照跑道组、 滑行道组和机坪组分区同步开展
除雪作业。

除了复杂天气， 冬春航季还包含了明年
的元旦、 春节等集中出行假期。 两机场均表
示， 将全力做好航班运行与旅客服务保障工
作协同，确保旅客出行顺畅。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牛清妍

文化/旅游

暑期带动平均房价上涨

10月29日， 首旅如家交出了一份亮
眼的成绩单。 根据其发布的2023年三季
度报告，报告期内，首旅如家实现营业收
入23.03亿元，同比增长52.76%；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04亿元，
同比增长3.47亿元， 较2019年同期增长
5266.34万元。

针对业绩变动，首旅如家方面表示，
主要系商旅市场复苏， 住宿需求大幅提
升，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公司
利润、 经营现金流量和相应的收益指标
也随之提升。

在经营数据方面， 财报显示， 三季
度， 首旅如家不含轻管理酒店的全部酒
店RevPAR（每间可售房收入）为208元，
超过2019年同期16.6%，其中Occ（入住
率）稳步恢复至2019年的90%，ADR（已
售客房平均房价） 超过 2019年同期
29.6%。不难看出，首旅如家三季度部分
经营指标已赶超2019年同期。

业绩的大幅增长其实也与暑期出游
热度高涨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中国旅
游研究院数据， 今年暑期全国国内旅游
人数达18.39亿人次，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21万亿元，今年暑期的旅游热度明显高
于2019年同期。 而首旅如家也聚焦暑期

做了相应布局， 根据财报， 进入暑期以
来，首旅如家推出“暑期旅行研究所”互
动营销活动，涵盖研学、城市漫步、休闲
度假等不断迭代的主题内容。

华美酒店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高
级经济师赵焕焱指出，今年以来，旅游市
场的复苏有效带动酒店业的发展， 首旅
如家也在逐步恢复， 特别是在三季度的
暑期旅游市场的带动下， 使其许多指标
均超过2019年同期，复苏势头迅猛。

中高端酒店占比提升

寻求市场扩张也是各酒店集团不可
或缺的重要战略布局， 首旅如家也奋力
在中高端酒店市场谋求更多的份额。

聚焦中高端酒店板块以及开业酒
店质量成为首旅如家的扩张目标。据财
报， 首旅如家三季度新开店337家，其
中，中高端酒店新开店94家，占新开店
总房量比例提升至38.9%， 呈现加速扩
张态势； 三季度轻管理酒店新开店196
家，占新开店总房量比例为44.2%，稳步
聚焦提升开店质量。 截至报告期末，公
司已签约未开业和正在签约的储备项
目达到2051家， 比二季度末增加51家，
其中， 中高端酒店数量占比进一步提升
至28.4%。

今年以来，随着旅游市场的快速复

苏，首旅如家中高端酒店的份额也在不
断提升。截至2023年9月30日，首旅如
家酒店数量为6242家（含境外2家）；中
高端酒店数量为1654家， 占比26.5%。
而在2022年底，首旅如家中高端酒店数
量1517家， 占比25.4%。 不仅酒店数量
在不断增加， 中高端品牌阵容也在扩
大。今年4月，首旅如家发布新酒店品牌
扉缦酒店，而该品牌定位中高端商务休
闲酒店。

赵焕焱指出， 当下有不少酒店集团
都在争夺中高端酒店市场份额， 但首旅
如家也有一定的优势， 其具备成熟的管
理体系和集团的支持系统。同时，根据前
三季度业绩的恢复情况来看， 首旅如家
四季度的经营仍可以平稳运行。

针对四季度的业绩情况， 首旅如家
还表示，今年国庆长假期间，公司延续了
强劲的经营恢复势头， 不含轻管理酒店
的全部酒店RevPAR为251元，同比上升
129.9%，并超过2019年同期18.5%。展望
四季度， 随着市场商务及休闲旅游需求
的持续恢复， 首旅如家将继续坚定推进
核心战略，以实现高质量发展。

“今年底，国内整体酒店市场基本能
够全面恢复到2019年水平，个性化、多元
化、细分化、特色化是接下来国内酒店市
场的发展趋势。”赵焕焱谈道。

北京商报记者 吴其芸

10月29日，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旅如家”）发布2023年三季度报告，

报告期内，首旅如家实现归母净利润4.04亿元，超2019年同期。其实不止净利润，包括ADR（已售客房

平均房价）等部分经营指标均已赶超2019年同期，而首旅如家业绩增长的背后少不了暑期旅游市场

的加持与其自身的布局。同时，聚焦中高端酒店板块也是首旅如家的重要战略之一，三季度中高端酒

店新开店数量占新开店总房量比例提升至38.9%，奋力扩张该版图。随着四季度的到来，作为国内三

大酒店集团之一的首旅如家能否延续三季度的复苏态势，成为业内所关注的重点。

10月29日，我国民航客运市场开启2023-24冬春航季。在国内航线方面，新航季众多航司均

围绕枢纽城市加密、增开干线航班。商旅出行仍为主力军，冬春航季Top10城市线皆为商务线，其

中6条航线与北京有关。国际及地区航班的恢复提速，新航季航班计划量约为2019年冬春航季的

70.7%，东南亚航班量占比接近国际航班总体的50%。此外，由于冬春航季大风、低能见度、冰雪、

霜等复杂天气增多，北京两机场也分别通过预案、人员和物资储备、技术支持等多方面措施保障

新航季出行。

冬春新航季部分国际航班恢复率超2019年
从航线周频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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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冬春航季国内定期客运航班数据解读》显示

继武汉二厂汽水被“收购”上市一周
后， 年销售30亿元的大窑汽水也坐不住
了。近日，有传闻大窑要被收并购，收购
方是“可乐”。大窑方面向北京商报记者
证实， 其目前没有被外资收并购的计
划，未来也不会。不过，大窑走过初期的
快速扩张后，下一步棋会在哪儿，引发
业内人士猜测。

“大汽水，喝大窑”，去年夏天开始，
一股“大汽水”风刮向全国，从梯媒、地
铁，到机场、高铁，知名导演、演员吴京拿
着汽水的形象铺天盖地， 也让大窑成功
“出圈”。

天眼查显示， 大窑的控股股东是上
海蒙清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78.75%；收益所有人为大窑汽水创始人
王庆东，持股比例66.94%。也就是说，大
窑目前没有引入任何外部股东， 属于
100%民营企业。 要想提升品牌知名度、
加速渠道扩张、抢占市场份额，持续造血
能力是大窑下一步需要考虑的。

2023年10月27日， 据消费公号消
息， 从一饮料企业高管处获悉，“业内在
传，大窑汽水或被可乐收购”。该高管在
走访市场时， 和圈内人聊到玻璃瓶饮料
火爆程度时， 有知情人士表示听说了这
一消息。

对此， 大窑官方向北京商报记者表
示，“大窑饮品与可乐没有过任何形式的
收并购交流或接触， 作为一家纯民营企
业，大窑饮品从未计划，也不可能被外资
品牌收购或控股。 大窑饮品未来将遵循
公司战略稳步推进各项工作， 一切请以
企业官方信息为准”。

在回复中， 大窑虽否认了被外资品
牌收购或控股， 对于是否会被其他企业

收并购，或引入外部资金的计划，则让人
浮想联翩。

贝恩公司全球商品战略顾问总监潘
俊认为，“大窑如果被收购， 有可能能很
快实现上市。 收购方如果是具备资本实
力和市场经验的企业， 可以通过收购来
快速获取大窑汽水的品牌、 渠道和市场
份额， 进一步加强其在汽水行业的竞争
力，从而推动上市进程”。

潘俊进一步表示，“资本市场对企业
的盈利能力、 成长潜力和财务状况有一
定的要求， 需要企业具备稳定的盈利能
力和良好的财务结构。此外，上市过程中
还需要应对监管要求、披露信息、股东利
益平衡等方面的挑战”。

不过天使投资人、 资深人工智能专
家郭涛表示，“目前国产汽水寻求登陆资
本市场面临一些难度和挑战。 国内饮料
市场竞争激烈， 众多国内外品牌争夺市
场份额， 使得新品牌进入市场的难度较
大。 消费者对于新品牌的接受度和忠诚
度相对较低， 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
源进行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 监管政策
的变化和市场环境的不稳定性也可能对
国产汽水的发展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资深零售专家、 壹览商业创始人杨
宇认为，大窑汽水短期内上市难度较大，
“一方面，目前监管方对于消费类企业进
入二级市场的政策在收紧，今年以来，已
经有多个消费类企业中止IPO； 另一方
面，就算是可口可乐收购大窑，也不会推
动其进入资本市场。 从多年来可口可乐
收购中资饮料， 特别是碳酸饮料的目的
看，基本都是为了扫平竞争对手，而不是
助力其发展”。

北京商报记者 孔文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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