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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物流起飞

业绩短期承压 本土酒店巨头押宝中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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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集体亏损

各本土酒店巨头近日相继交出了2022年

上半年的答卷。作为国内第一大酒店集团的

锦江酒店，上半年的业绩呈现亏损。据锦江酒

店发布的2022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锦江

酒店实现合并营业收入50.43亿元，比上年同

期下降4.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亏损1.18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2637.79%。

另一边，华住集团上半年的业绩也呈现

亏损状态。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华住收

入为61亿元，同比增长2.5%；归属华住集团的

净亏损为9.8亿元，而2021年同期的净利润则

为1.3亿元，同比由盈转亏。具体来看，今年二

季度，华住集团的净亏损为3.5亿元，而2021

年同期净利润为3.78亿元，今年一季度华住集

团的净亏损达到6.3亿元。

同样亏损的情况也出现在首旅如家身

上。据财报，首旅如家实现营业收入23.31亿

元，同比下降25.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亏损3.84亿元。

显然，因国内疫情，上半年酒店业受到了

较大冲击。但随着暑期的到来，部分酒店的

业绩也正在逐步回暖。从锦江酒店在中国境

内业务运营情况来看，疫情得到控制后，境

内酒店经营复苏明显，6月境内酒店整体平

均RevPAR迅速反弹至2019年同期的 88%；

随着疫情好转，预计RevPAR将迎来快速修

复期。

谈及暑期的恢复情况，首旅如家总经理

孙坚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7月

以来，首旅如家单日入住率超90%的门店达

1576家，满房酒店近千家，呈现一个非常好的

复苏信号”。孙坚还表示，随着满房和持续满

房的数据正在上升，业务也在逐渐向着好的

方向发展。

扎堆布局中高端酒店

虽然短期内业绩承压，但各本土酒店集

团依然在押宝中高端酒店市场。

首旅如家上半年财报显示，为顺应国内

酒店消费升级趋势，首旅酒店集中资源大力

发展中高端酒店。截至报告期末，首旅酒店中

高端酒店数占比提升至24.44%，中高端酒店

房间量占比提升至33.4%。受益于中高端产品

占比持续提升，报告期内，首旅酒店中高端产

品占酒店收入达到50.7%，较2021年全年增加

3.82个百分点。

除了首旅如家，华住也在瞄准中高端市

场发力。日前，随着华住集团旗下中高端品牌

漫心酒店北京中关村苏州街店的正式开业，

漫心的酒店数量突破100家。华住集团华北公

司CEO、华住中高端事业部CEO曹娟进一步

表示：“目前，在北京已经开业21家漫心酒店，

到明年这个时候北京能开到40家，上个星期

刚开了一家店，下个月前门还有一家店要开

业，未来在欢乐谷、方庄也将各有一家店要开

业，北京在建店有很多。”

谈及酒店巨头纷纷扎堆布局中高端市

场，华美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高级经济师赵

焕焱表示，当疫情拐点出现后，中高端酒店

会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另外，人们消费水平

的提高以及下沉市场所给予各酒店集团的

机遇，是中高端酒店品牌得以快速发展的主

要因素。

有酒店业内人士表示，从需求端来看，近

两年差旅市场普遍集中在300-500元左右价

格区间，因此也催生了大量中高端酒店。

根据此前文旅部发布的2022年二季度全

国星级饭店统计调查报告，三星级饭店的平

均出租率位列第一，达到38.42%，而四星级饭

店的平均出租率紧随其后，为36.72%。由此可

见，中高端酒店的市场机会依旧存在。

上述酒店业内人士谈到，随着人们消费

水平的提升，中高端市场成为酒店业新的增

长点，同时，很多大的酒店集团一线城市酒店

的饱和率比较高，而中端酒店则更多的是在

存量酒店，通过改造而进行更新、升级，所以

更多会在下沉市场中扩张。

加盟商收益现分歧

布局中高端酒店是酒店巨头们早就谋划

的战略。在拥挤的赛道中，中高端酒店的收益

率是业界普遍关注的重点。

“酒店收益与其所在地理位置有很大关

系，一些加盟商在好的位置几年便可收回成

本，有些则不然，因此我们看到酒店集团不断

下沉寻求新商机。”一家连锁酒店负责人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

“最近一两年，由于疫情变化带来的商

旅需求的减少，一些城市中高端酒店收益率

也出现下降，加上互联网的普及等因素，人

们办公也更多在线上，由此也出现个别地

区酒店业供大于求的现象。”加盟商吴女士

说道。

不过，也有加盟商挣到了钱。谈及下沉市

场，漫心酒店加盟商臧欣欣表示：“我加盟汉

庭时，最快的回本期是2年零8个月，随着市场

稳定之后我加盟漫心品牌，它的成本确实是

提高了，但收益也提高了。在酒店开业第7天

实现了满房，RevPAR做到580元。”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

授谷慧敏指出，之前，经济型酒店的投资回

报较快，但是现在随着市场的变化，经济型

酒店的能源成本以及人工成本的优势被削

弱，相对而言，投资中高端酒店的收益就会

更高一些，所以很多经济型酒店可能就逐

步转型、升级。此外，从融资的角度来说，投

资经济型酒店的资产价值并不高，而中高端

酒店在资本市场上的价值则相对较高，所以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会更青睐于投资中高端

酒店。

而面对越来越多中高端酒店的开业，各

大酒店集团如何能够获得持续的收益率也应

该进行考虑。“酒店应精选理想的地点，精选

细分的优势，确保具有持续的核心竞争力，才

能够得到持续的红利，确保收益率。”赵焕焱

分析道。

北京商报记者吴其芸

上半年酒店市场可谓艰难前行。截至8月31日，锦江、华住、首旅如家等本土

酒店巨头都亮出了上半年的“成绩单”，业绩均呈现亏损状态，短期来看业绩承

压。不过，酒店巨头们仍旧积极摸索新方向，尤其是对中高端酒店的布局可谓快

马加鞭。在业内人士看来，各家酒店集团下沉抢夺中高端酒店市场份额，得益于

中高端酒店成为差旅市场的主流，大量存量经济型酒店处于换代升级的关键时

期。各家在“跑马圈地”时，如何保证收益率则是这些选手要考虑的。

继大手笔建设无人仓之后，京东又要烧钱添置飞机。8月31日，京东物流拿到了《航空承运人运行合格证》，意味着京

东航空将正式投入运营。养飞机显然是一项需要长期投资的大工程，其投入之高可想而知，但这也是京东确保物流地位

能稳固的必要行动。但是，顺丰、菜鸟、圆通等企业早已演化出自营或包机方式竞速空运，迟来一脚的京东航空能在激烈

的竞争中举重若轻吗？

剑指高端市场

京东物流终于有了能让自家飞机送货的

“许可证”。京东物流宣布，江苏京东货运航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航空”）已获得中国

民航局颁发的CCAR-121部《航空承运人运

行合格证》。据了解，京东航空将以南通兴东

国际机场作为主运营基地，主要经营国内、国

际航空货邮运输业务。

据京东物流相关负责人透露，京东航空

将重点围绕南通、北京、深圳、无锡等城市，前

期重点布局国内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三大

经济圈的航空货运市场，并向长江中游、成渝

等核心城市群延伸。京东航空正在逐步构建

完善的国内航空货运骨干网络，至2025年底

覆盖国内主要城市，并辐射北美、欧洲、中东、

东南亚、日韩等主要国际航空货运市场。

“京东航空主要服务于高端消费、高端制

造、医疗、生鲜等行业，主要承运类型为时效

要求高、货物价值高的货物，单次运载量可达

23吨。”该负责人表示。

在陆地网络对接方面，北京商报记者了

解到，京东航空将与京东物流“亚洲一号”智

能产业园，以及中心仓、卫星仓和分拣中心等

实现“仓运”协同，共同构成一体多面的物流

仓配网络。财报显示，截至2022年6月30日，京

东物流已在国内运营超1400个仓库，包含云

仓生态平台上的云仓管理面积，仓库网络总

管理面积约2600万平方米。

基于仓网密度，京东在全国94%的区县

和84%的乡镇已经能实现当日达或次日达。

毫无疑问，自有飞机资源的注入将更为强化

京东的履约时效能力。上述负责人表示，京东

航空投运后，京东将实现全国核心板块多个

城市流向“夕发朝至”，“一地发全国”的特快

航空覆盖率能提升至95%以上。

此外，北京商报记者获悉，京东航空现有专

业技术人员超百人，专业技术人员平均行业工

龄11年。未来人才队伍补充将逐步以校园招聘、

内部培养为主，预计2024年内部培养比例50%。

空中竞争加剧

较之陆运和海运，空运在安全稳定、时效

上具有先发优势，无疑是物流企业的心头好。

为此，物流企业做了长久的筹备，北京商报记

者注意到，在去年8月，京东就已经为取得飞

机自营权开始准备。根据中国民航局曾发布

的《关于拟批准江苏京东货运航空有限公司

筹建的公示》显示，拟批准的经营范围包括国

内（含港澳台）、国际航空货邮运输业务，拟使

用的航空器为B737-800系列飞机。

可以说，从2018年开始，京东航空货运布

局明显提速，包括与南通市政府联手打造南

通机场，斥资30亿元收购跨越速运，战略合作

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等等。

从外部环境来看，国内物流企业的“空

战”可谓紧锣密鼓。顺丰、圆通、菜鸟等企业也

同步加快航空布局，无形中在向京东物流施

加压力。截至7月初，顺丰航空自有机队规模

已增长至73架，其中5架为今年引进。而圆通

则强调，2022年底，圆通航空机队规模将达到

20架左右。

航空物流的布局上，各家都在尽可能的

做到更快。以顺丰为例，今年7月，顺丰与湖北

省出资共建的鄂州花湖机场正式运营，2025

年将开通国际货运航线10条左右、国内航线

50条左右。于企业业务来说，无疑能大幅提升

顺丰时效件业务优势。预计到2030年，鄂州花

湖机场年航空货邮吞吐量和旅客吞吐量可分

别达到330万吨、150万人次。

相较于顺丰与圆通双位数的自营机队规

模，京东航空还处于起步阶段。根据中国民航局

今年5月的公示显示，其已批准京东航空引进3

架B737货机。“飞机能提升对应急情况方面的

应对能力，并强化更高附加值业务需求的服务

能力，但仅3架飞机是远远不够的。”快递物流专

家、贯铄资本CEO赵小敏向北京商报记者坦

言，和运输车辆不同，由于行业具有严格限制，

短期内飞机规模难以出现骤增，然而个位数的

飞机数量很难帮助企业实现规模化盈利。

重投入能否担得起

京东为自建物流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与人

力，多年来的开销一直有增无减，其亏损状态

始终拖累着京东的营收大盘。当下想要养出

自营的机队，京东的付出将只多不少。自营飞

机涉及人才培养、机体维护等各个环节，无疑

是一笔巨大投入。顺丰历年财报就证实了货

机投入的高昂，顺丰2019年、2020年和2021

年年报显示，其在飞机上的投资额分别为15.6

亿元、21.6亿元和27亿元，两年内增长了11.4

亿元。仅在鄂州花湖机场上顺丰航空公司基

地工程投资就高达37.52亿元。

“商业是逐利的，如果没有高利润，即使

是低成本，也没有竞争价值，‘养飞机’的高成

本极有可能成为企业的竞争壁垒。”物流行业

专家杨达卿认为，与其他快递企业相比，京东

物流能够依托京东更加深度地介入商流，拥

有更丰富的供应链数据，有机会在供应链服

务方面形成壁垒。

就算是潜在投入会不断攀升，物流企业

也在以各自的方式抢占资源。北京商报记者

了解到，针对飞机运营，近几年物流企业已基

于各自的业务特点和资金能力演化出两类模

式。除了中国邮政、顺丰和圆通自购飞机，中

通、跨越速运、德邦、极兔速递等企业则是倾

向以资本合作等方式与航司、货代绑定，利用

民航的腹仓资源或是包机承运货物。

“自营飞机对价格的控制力较强，能延伸

定制化服务，但起飞频次会弱于包机，例如顺

丰的飞机一天只能飞1-2次，大部分在夜里飞

行，而客机可能几分钟就要起飞一架，因此能

在时效上抢出优势。”一位航空物流从业人士

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称，“顺丰货机体量大，

需装满一个飞机才能飞，空跑的成本过高。顺

丰的特快产品就是针对大体量客户的，次日

达则是面向所有客户。”

另一位快递物流从业人士则表示，物流

企业踌躇买飞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顾

虑于货量难以覆盖成本投入。“可以看到从

2020年起，国际疫情导致航司资源一票难求，

货量迎来暴涨，但当防疫常态化，跨境需求下

降时，就会困于盈利之中。”

圆通的财报便能从中一窥。在2021年上

半年，由于疫情好转，国际快递包裹服务收入

增幅明显，达96.41%，为6.28亿元，但航空业

务毛利率同比下滑5.84%。而2022年上半年，

由于航空运输业务量增长和航油成本上涨，

圆通航空业务毛利率同比减少了2.06%，成本

增幅同比超过四成。

当京东自有飞机投入运营之后，还需与

现有航线、仓配网络资源以及跨越速运进行

协同整合。“京东物流需要明确其自有货运航

空资源在整体供应链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战

略地位，并围绕此来进行仓配和配套资源及

产品结构的搭建、完善。”赵小敏说道。

北京商报记者何倩实习记者乔心怡

全民航货邮运输量统计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单位：万吨）

629

668

706

739

753

677

732

顺丰

95架运营全货机

自有72架

（截至2022年6月30日）

圆通

（截至2022年6月30日）

自有航空机队10架

（截至2021年6月）

中国邮政

全货运飞机33架

（数据来源：民航资源网、企业财报、企业官网）

部分物流企业货机规模

商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