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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酒店集团业绩能否超过2019年

国航南航争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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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约而同提房价

暑期旅游市场高涨的热度， 毫无疑问蔓
延到了国内酒店市场， 而这一情况也反映在
各酒店集团的三季报中。

作为国内酒店集团老大的锦江酒店首当
其冲。据其财报，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4.52
亿元，同比增长169.28%。同样，国内三大酒店
集团之一的首旅如家， 其三季度业绩表现也
可圈可点。根据首旅如家发布的三季报，首旅
如家实现归母净利润4.04亿元，同比增长3.47
亿元， 且较2019年同期增长5266.34万元。不
约而同的， 国内酒店集团业绩迎来了新一轮
的回升。

增长的其实不仅仅是业绩， 部分经营指
标也实现大幅上涨，甚至赶超2019年，这其中
就包括RevPAR和ADR。其中，锦江酒店中国
境内整体平均RevPAR为 2019年同期的

112.58%。首旅如家不含轻管理酒店的全部酒
店RevPAR为208元，超过2019年同期16.6%，
ADR超过2019年同期29.6%。另外，华住中国
旗下酒店三季度日均房价为324元，而2019年
同期为245元；平均可出租客房收入为278元，
赶超2019年同期的215元。

北京一家知名五星级酒店的总经理谈
到，今年以来，各家酒店房价都有所提升。一
方面是积压了三年的需求在暑期集中释放，
另一方面由于人工等各种运营成本的增加，
使得各酒店不约而同地进行提价， 从而导致
房价的上涨。此外还有一个因素，2019年当时
酒店市场普遍存在价格战， 酒店市场存在相
互竞价的情况， 而这种情况在今年需求集中
爆发下有所减弱。

“三大酒店集团三季度财报的数据在一
定程度反映了当前的酒店市场与运营综合现
状。”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副教授于海波
说道，2019年时，市场呈现出酒店等文旅行业

的投资热， 当时的酒店运营思路从估值和品
牌角度出发，用低价赢得市场占有量，使得酒
店客房低价是资本过热特殊阶段的产物。而
随着市场的变化， 当前酒店行业的人工等成
本也在不断攀升， 加之利润目标追求的运营
逻辑转向使得ADR、RevPAR呈现一定增长。

商旅市场拖后腿

虽然房价不断走高， 但在三季度经营指
标中，出租率的恢复则稍显逊色。

据锦江酒店财报， 三季度中国境内酒店
整体平均出租率为71.67%，而2019年同期则
为78.49%。同样，首旅如家旗下酒店三季度
出租率稳步恢复至2019年的90%。 另外，华
住中国三季度酒店出租率为85.9%， 与2019
年的87.7%相差1.8个百分点。 不难看出，今
年三季度各大酒店集团的出租率均不及
2019年同期。

谈及原因， 一家大型酒店集团相关负责
人解释道，“门店数量是决定出租率高低的主
要因素之一”。 他进一步表示， 与2019年相
比，其实不少酒店集团的产品结构已经发生
变化，更多地从经济型转变为中高端，同时
门店数量也在迅速增长，导致摊薄了平均的
出租率。

“平均出租率不理想是酒店整体供大于
求的反映。” 华美酒店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
高级经济师赵焕焱也分析指出，近年来，很多
酒店集团在寻求扩张，门店数量增加的同时，
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供需不平衡， 从而出租
率会受到影响。

从外界原因来看， 商旅市场也并未完全
恢复至2019年水平。根据GBTA（全球商务旅
行协会）预测，2023年全球商旅支出可以达到
1.3万亿美元以上，同比仍有超过30%的增长，
但距离2019年还有一点差距。

一名连锁酒店集团的加盟商坦言， 在三

年前的暑期， 自己的酒店能够接待部分入境
游客入住，但今年以来，入境游市场恢复速度
较慢， 这部分客群相比2019年同期有一定的
减少，同时，虽然国内的商旅市场恢复速度很
快，但目前整体情况同样不及2019年，而这些
因素都会影响出租率。

四季度成关键

虽然各酒店集团经营指标恢复的程度不
一，但整体业绩在不断回暖，三季度过后，各
大酒店集团业绩能否赶超2019年， 四季度则
成为关键。

对于四季度来说，国庆假期是关键节点。
据首旅如家财报，今年国庆长假期间，首旅
如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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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华住此前发布
的数据显示， 今年中秋国庆长假期间旗下酒
店共接待了超734万人次，入住高峰是在10月
1日-3日。

当前加速拓展中高端酒店数量、 提升份
额仿佛成为各酒店集团的共识。据了解，截至
2023年9月30日，首旅如家中高端酒店数量为
1654家，占比26.5%。锦江酒店旗下中端酒店
开业酒店家数为6984家，占比提升至57.54%。
在赵焕焱看来， 布局中高端使集团内部酒店
档次结构发生了变化，因此提升了平均房价，
带动每间可供房收入上升， 从而进一步提振
业绩。

“展望四季度，国内整体酒店行业的营业
收入和利润总额可以超过2019年水平， 但各
酒店集团因为自身条件、目标、战略等原因会
有不一样的表现，另外，市场恢复情况也要看
商旅市场的复苏速度。”赵焕焱谈道。

北京商报记者 吴其芸

伴随着暑期旅游市场的火爆，锦

江、首旅如家等国内酒店集团收获了一

个营收、净利双增的三季报。随之带动

的， 是RevPAR（每间可售房收入）、

ADR（已售客房平均房价）等经营指标

赶超2019年同期。然而由于商旅市场尚

未完全恢复， 叠加三年来酒店数量增

多， 三季度上述酒店集团的Occ（出租

率）不及2019年。依靠暑期游“扳回一

局”的各酒店集团能否在四季度延续热

度， 进而实现全年业绩赶超2019年，商

旅市场的恢复成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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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国际航线恢复

对于一直以来在国际航班上颇具优势
的国航来说，能否将业绩继续摸高，国际航
线的恢复至关重要。

在业绩说明会上， 中国国航董事会秘
书黄斌对四季度和明年国际航班的恢复作
出了展望：预计到今年底，国航的国际运力
将恢复至2019年的七成，2024年夏秋季则
将恢复至2019年水平。

黄斌特别指出，根据中美双边的最新安
排，11月1日以后，中美之间航班量达每周35
班，为2019年的10%，国航略高于行业平均
水平。

相比之下， 南航的国际运力修复要更

慢。就在此前南航半年业绩说明会上，下半
年国际客运航班量有望恢复至疫情前的
60%-65%。

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教授赵巍指
出， 国际航线和国际业务是民航业务的
主要内容，旅客运输量占比大约10%，旅
客周转量占比大约30%。 而且国际航线
体现了中国全球化的开放水平。 只有国
际航线全部复苏， 才能算得上中国民航
全面复苏。

反复被提及的运营效率

国际运力的恢复之外， 效率成为两大
航司无论是现实业务还是业绩说明会上被
反复提及的。

其中， 在被北京商报记者问及四季度
传统淡季国航将如何提升业绩时， 黄斌回
应，无论旺季淡季，当前运力投放方面应投
尽投，加强国航系主业业务协同，降本增效，
挖掘成本潜力，提升公司经营品质。

运营效率更高这一点也体现在三季度
业绩上： 国航以相对更低的营收获得了更
高的净利润。相比之下，南航虽然在上半年
比国航亏损少， 但在三季度净利润指标上
却没有跑赢国航。

具体来看， 三季度国航营收458.63亿
元，归母净利润42.42亿元；南航营收476.61
亿元，归母净利润41.95亿元。这也是国航在
单季度扭亏后，净利润首超南航。

对于此次单季盈利的原因， 国航在三
季度财报中表示， 一方面公司加大运力投
入， 另一方面在客座率和价格水平双升的
带动下， 营业收入大幅提升、 大幅减亏增
利。南航则表示是因为生产恢复，客运收入
增加。

暑运期间国航大幅提升运力投入是其
盈利超过南航的原因之一。 根据航班管家
数据， 从今年暑运航司执飞航班量同比
2019年的增幅来看，国航以23.1%居于三大
航首位，东航为5.1%，南航仅为2.4%。显然，
国航这一数据远超南航。

北京商报记者查阅了国航和南航分别
在2023年、2019年的7-9月单月客运运力投
入和旅客运输量（即载客人数）。 根据查阅
结果， 国航在2023年7-9月单月客运运力
投入相比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6.7%、
18.9%和11.32%，而南航3个月的运力投入
则均不及2019年同期， 分别下降2.08%、
2%和4.18%。

丰厚的投资收益

更好的运力修复与更高效的营收净
利比之外，丰厚的投资收益也是国航有希
望在四季度反超南航、坐上航司头把交椅
的因素。

在11月1日国航召开的三季度业绩说
明会上，黄斌也透露，由国航控股的山东航
空三季度依旧保持上半年的良好运营态
势。他表示，国航山航并表更有利于加强两
航司之间全方位、全领域的深度协同，提供
覆盖更广阔的航线网络， 降低运营采购成
本，提升竞争力和运营效率。

山航之外， 投资国泰航空同样为国航
带来不菲的收益。根据国航2023年半年报，
国航占国泰航空股权比例为29.99%。 今年
以来，国泰航空业绩恢复显著，上半年盈利
超42亿港元。赵巍表示，国泰航空的扭亏为
盈对于国航合并报表来说能够增加利润，
体现正效应。

这也在国航今年的半年报和三季度报
中得到印证：国航今年1-9月投资收益22.4
亿元。其中，包括上半年确认的国泰航空投
资收益12.79亿元， 而去年同期该投资损失
4.23亿元。相比之下，南航的投资收益并不
及国航。其财报显示，南航今年1-9月投资
收益4.63亿元，2023年上半年为3.02亿元。

机队的规模之争

并表山航， 除了带来业绩的扩容外，也
让国航首次在机队建设上达到短暂的反
超。尽管随后南航再次反超，在8月将机队

规模提升至901架，与中国国航的机队规模
持平；并在9月再引进2架，以903架飞机超
过国航9月的899架， 但国航依然让外界看
到了国航扩容的潜力。

针对接下来引进飞机的计划，黄斌在回
复投资人提问时表示， 目前仍按照2023年
半年报发布的计划执行。根据财报，国航将
继续在四季度引进A350、A320、B737等机
型，并在2024年引进63架飞机，退出9架。

南航在2022年报披露的2023年、2024
年飞机引进计划显示， 到2023年底的预测
飞机数为952架，2024年将引进94架， 退出
39架，预计将达到1007架。不过，从9月的
903架这一数据来看，四季度末南航要达到
预测的952架，也存在一定难度。

赵巍表示，整体来看，飞机的引进节奏
和航线复苏节奏同步， 航空公司需要提前
协调波音和空客的产能。

机队、 运力与运营能力的建设之外，口
碑建设同样会影响航司的业务。

近日来南航也因航空餐食、选座收费等
问题被消费者频频吐槽， 这对于其口碑、消
费者体验等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目前，四季度仅剩两个月。航旅纵横大
数据显示，10月国内航司实际执行出入境
航班量超过2.7万班次， 国内航司出入境旅
客量超过360万， 均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60%左右。

结合三季度国航在运力投入、旅客运输
量方面的成绩，以及业内人士对四季度和明
年的预期， 尽管前三季度南航的累计盈利
多于国航，但随着国际航班的提速恢复，国
航对国内航司“头把交椅”发起冲击也未尝
不可。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牛清妍

随着三季度国内上市航司集体扭亏为盈，国航也打响了与南航的国内

航司“头把交椅”之战。11月1日，国航在三季度业绩说明会上披露，国际运

力年底预计恢复七成。 这一预期数据要好于南航半年业绩说明会上的预

估。并表山航、获得投资国泰收益后的国航，不但机队规模开始与南航交替

坐上头把交椅， 更是在三季度以更低的营收实现了

更好的净利润。在国际航班加快恢复的背景

下，国航与南航的竞争全面打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