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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分类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的分类标准，公司所属行业

可归类为：G56 航空运输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的分

类标准，公司所属行业可归类为：G5639 其他航空运输辅助活动。根据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发布的《挂牌公司管理型行业分类指引》（2016

年制定），公司所处的行业为“G56 航空运输业”中的子行业“G5639 其他航空

运输辅助活动”。

二 、航空运输业概况

1.行业简介

航空货物运输是在具有航空线路和飞机场的条件下，利用飞机、直升机及其

他航空器作为运输工具进行货物运输的一种运输方式。航空运输最大的优势是速

度快，大大缩短了物流时间，但同时，运输成本相当高，包括开拓航线、修建机

场和机场维护，以及燃料、飞行员薪水、飞机的维护保养等方面都需要大量资金

的支出。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贸易的持续增长，航运得到了迅速发展，

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种运输方式。

2.行业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 9.9%的高速增长。根据航空运输增长

与国民经济增长之间的弹性关系，快速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快

速增长以及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必将带来航空运输需求的快速增长。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适合航空运输的货物逐

年增加，2006 年-2015 年，民航货邮运输量增长了 2 倍，年均增长 7.8%；货邮

周转量增长了 3.31 倍，年均增长 11.2%。但受欧债危机以及国际经济不景气的

影响，2011 年和 2012 年中国航空运输量均有小幅下降，2011 年—2016 年期间

总体呈现出“缓中趋稳、稳中有增”的趋势。交通运输部《2016 年交通运输行



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6 年全国民航完成货邮运输量 625.3 万吨，货邮周

转量 207.27 亿吨公里，分别比上年增长 5,3%和 10.9%。2016 年全国民航运输机

场货邮吞吐量较上年增长 7.9%，共计完成 1510.4 万吨。2006 年～2016 年民航

货邮运输量详见图 1

图 1 2010 年至 2016 年民航货邮吞吐量

近年来，民航局和各级政府进一步加快航空物制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机场数

量不断增加，机场规模不市扩张。2010 年，机场系统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441.5

亿元。2013 年，机场系统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到 507.5 亿元。截止到 2016

年。我国大陆地区共有民用航机场空机场 218 个，其中定期航班通航机场 216

个，定期航班通航城市 204 个。机场货邮吞吐量逐步集中于少数机场，上海、北

京和广州三大城市机场的核心枢纽作用已日益显现。2016 年，共 51 个机场的年

货邮吞吐量达万吨以上，其货邮吞吐量与全国机场货邮吞吐量相比，占比达到

8.4%，北京、上海和广州机场的货邮吞吐量占比达到 46.7%。其中，上海浦东国

际机场的货运吞吐量位居全球第三位。2016 年中国民航机场货邮吞吐量排名见

表 2.



表 2 2016 年中国民航机场货邮吞吐量排名

就单体来看，随着国家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和进一步明确，云南

省被明确纳入“一带一路”国家规划。2015 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

期间提出把云南省打造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在此背景下，云南充

分发挥先天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带动贸易和

物流的发展。自 2012 年昆明长水机场成功转场以来，昆明机场货运吞吐量增速

均为正，并且高于整体市场水平；2016 年全年货邮吞吐量达 382,854.3 吨，成

为全国前十大货邮吞吐量机场。



图 2 2012-2106 年昆明长水机场货邮吞吐量

3.行业发展趋势

（1）市场规模继续扩张，货运结构进一步趋向高价值化

从全球航空物流市场来看，中国航空物流市场仍旧保持着较快的增长，特别

是快件市场。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加快，全球制造业的“及时生产”和“虚

拟生产”，管理模式不仅对全球供应链解决方案的需求会不断增加，而且对综合

性物流企业的依赖程度也会加大，对整个物流运作过程的要求也会更高，需要庞

大的全球化航空物流体系来支撑。中国领跑世界航空运输市场已经多年，而且在

未来发展中还将继续占据优势。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也会带动高附加值产品运

输需求的不断增长，这类货物对于运输的速度和质量要求较高。因此、航空运输

结构将向以电子信息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转变。

（2）航空运输物流化转型趋向纵向一体化和横向协同化

航空运输业和航空物流业是一脉相承的前后关系，在航空运输业转型升级为

航空物流业的过程中，空货运企业不一定会全部发展成为综合化的航空物企业，

它们会根据其自身的物流功能特点，不断挖掘身优势，提供专业化多层次的运输

产品，与物流企业成战略合作，形成业务外包关系，构成航空物流服务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航空运输物流化转型的方向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通过纵向



链条延伸实现一体化物流的方式和通过横向业务分包实现多方协同的方式。其中，

前者是通过企业内部一体化方式来实的，客户可以得到一站式“门到门”的服务；

后者是通航空物流经营者与物流服务供应商订立物流总承包务合同的方式来实

现的，航空物流经营者只负责组物流过程的各个环节，将物流过程中的实际业务

通过与物流服务供应商形成业务外包关系将之分包出去。

（3）航空运输物流化转型趋向纵向一体化和横向协同化

目前，中国航空物流企业经营的规模效益不明显，造成国际竞争力低下它且

无法提供多功能的物流服务，尤其是无法提供包括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加工包

装、代收货款、信息查询、保险理赔、空陆联运、门到门派送等在内的综合物流

服务方案。2014 年国务院印发的《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 年)》明确

提出“支持航空运输企业兼并重组、做强做大，提高物流综合服务能力”。在政

策导向下，未来航空物流业将从全行业的高度加强企业间的合作，全方位实现资

源整合。有实力的航空物流企业将通过兼并重组，共同做大做强。未来的中国航

空物流市场将逐渐形成两到三家有实力的航空物流企业占据主体地位和绝大多

数份额的市场格局。

（4）信息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将取得突破

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可以推动产业的跨越式发展。物联网信息技术作为新一代

技术革命的关键因素，不但可以逐步解决中国航空物流中的信息孤岛现象，还可

以实现与现代商业模式的并轨。随着物联网技术的成熟，航空物联网技术将在航

空物流领域取得突破性应用。2016 年，昆明长水机场空港物流公司启动信息化

改造建设，基于生产运行信息系统，开发“大数据”和“互联网+”应用，将信

息系统覆盖延伸至机场、航空公司、货运代理、货主，通过信息促进产业链的融

合发展。

4、行业竞争现状

西南地区共有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重庆江北国际机场，昆明长水国际机场，

贵州龙洞堡国际机场等四大机场，其中成都双流机场，重庆江北机场为昆明长水

机场的蛀牙竞争对手。比较成都，重庆，昆明三大机场，各自的优势与劣势如下：



1）就腹舱载货而言，成都双流、重庆江北由于其枢纽机场航线网络发达，航班

频率高，将长期保持优势。但从潜力来看，昆明长水机场在未来能有较快发展；

2）对于非快递类的全货机运输，成都和重庆机场新建跑道与货运场地、引进运

力等动作大大增加了其发展潜力，昆明机场受硬件、航线运力等影响，发展受到

制约；3）重庆倚靠长江拥有丰富的水路运输资源，就快递运输而言，重庆更能

吸引国际快件巨头入驻。4）成都双流机场拥有众多国内国际航线，有成熟的一，

二，三产业，并已建成双流综合枢纽及全国大型物流中心，为空港与陆港的联动

大战提供更大可能。4)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在未来会逐步增开不少国际、

地区和国内航线，同时云南省政府进一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从税务，政策补贴

等方面给予支持，吸引国际货运及国际快件公司进驻，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三、 行业主管部门和监管体系

我国对旅游行业的管理采取政府部门监管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方式。

1、行业主管部门

民航业是国家基础产业之一，受到国家较为严格的行业监管。国内货物运输

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和监管部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局（以下简称“民航

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等法律法规对全国民用航空活动实施

统一监督管理，民航局由交通运输部管理。

2.行业自律组织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是航空运输业的行政自律组织，其主要职责为研究国际国

内民航市场发展形势、经济形势和世界动向，探讨航空运输企业建设、改革和发

展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传播国际国内航空运输企业先进文化，组织举办航展、

会展，协调会员单位之间各方面的关系，建立起公平竞争、相互发展的经济关系。

四、主要法律法规及政策

1.主要法律法规



序号 法律法规及政策 发布年度 相关文号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

疫法
2007 2007 年主席令第八十三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

检验法
2005 2005 年主席令第六十七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009 2009 年主席令第二十一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14 2014 年主席令第十三号

5 民用机场管理条例 2009 国务院令第 553 号

6
中国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

理规定
2013 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 216 号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2000 2000 年主席令第三十五号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场

所管理办法
2008 海关总署令第 171 号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

货物申报管理规定
2002 海关总署令第 103 号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1995 1995 年主席令第五十六号

11
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

内运输规则
1996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令第 49 号

12
中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

际规则
1998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令第 70号



13
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际运输

规则
2000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令第 121 号

14
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

规则
1996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令第 50 号

15
中国民航航空危险品运输管

理规定
2004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令第 91 号

2、相关政策

序号 相关政策 发布年度 相关文号

1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2012 国发〔2012〕24 号

2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促进民航业发展重

点工作分工方案的通知
2013 国办函〔2013〕4 号

3
云南省贯彻落实国家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

划（2014-2020 年）实施方案
2015 云政发[2015]28 号

4 关于加快云南省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 2007 云政办发〔2007〕80 号

五、所在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1、发展机遇

（1）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东南亚桥头堡的优势。2011 年《中国民航发展十

二五规划》提出培育昆明门户枢纽机场的内容；2012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

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培育昆明、乌鲁木齐等门户机场”的内容，

该文件从国家战略层面上确定了昆明机场定位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连接欧

澳美非的国家门户枢纽机场，并明确要求加快培育昆明机场门户功能，服务于“面



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需要。为推动云南省物流产业的发展，省政府制

定并下发了《关于加快云南省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云南省现代物流发展规

划（2006-2020）年》等文件。2015 年 4 月，云南省政府第 61 次常务会审议通

过《云南省贯彻落实国家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 年）实施方案》，

为云南省物流产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

（2）随着国内消费模式和消费观念的变化，电商、快件行业将依旧保持快

速的发展，随着国家对跨境电商行业的规范和推进，跨境电商贸易和国际快件将

成为助推国内物流行业改革、发展的强劲动力。据国家邮政总局数据显示，2015

年快递业务量达到 206 亿件，同比增长 48%，其中网购代理件数达到 160 亿件。

2015 年，快递业务收入实现 4039 亿元，同比增长了 26%。云南空港物流货站处

于云南跨境电子商务园区旁，可充分利用园区优势，促进给国际国际物流、转口

贸易、跨境电商、保税物流等高端服务，助力推动云南空港物流货站打造综合物

流服务供应商。

2、面临的挑战

（1）其他运输方式的冲击

随着国家对于高速公路网络的不断建设和升级，以及高铁的快速发展，地面

运输在时效性方面与航空运输的差距正在不断的缩小。另外，由于民用航空行业

的特殊性，繁琐的操作和苛刻的安全标准也影响到航空运输的市场竞争力。

（2）外来企业的冲击

随着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国内外大型物流、贸易企业开始涉足云南市场。

这一趋势在提升云南省整体物流能力的同时，也对本土企业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

大的挑战。

（3）其他省市、机场的竞争

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各省市都积极寻求发展的机会，各省市之间的

发展竞争空前的激烈，这种竞争直接表现为机场之间的竞争。2016 年，长水机

场货邮吞吐量位居全国第 9，但与排名之后的机场差距不大。在地方扶持性政策

不太完备情况下，长水机场必须走在政策前、走在市场前、走在对手前，稳中求



进。

六、公司在行业中竞争优劣势

1、公司的竞争优势

（1）机场不可缺少的重要节点

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机场货站管理运营、机坪货邮行保障操作、行李后台分

拣操作三大部分。一方面空港物流是长水机场的重要运行保障单位，肩负着机场

安全服务、正常运行的责任。另一方面，空港物流整合了货、邮、行的所有操作

流程和资源，形成了一条龙的服务保障能力，航空公司和货主通过空港物流的操

作平台，实现货物的高效流转对接，是航空物流产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

（2）完备的硬件设施

公司货站位于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内，设有专门的货运通道可直通停机坪，在

货站内有各类车辆设备 1229 台，并设有流通库，冷藏库，危品库等可满足各类

货品的储运保障需求。

（3）客货机保障经验丰富

目前货站长期保障波音 737，757，787 系列，空客 A319，A320，A330 系列

客货混机型及波音 737，757 系列全货机起降，保障经验丰富。2015 年，昆明长

水国际机场共保障航班起降 30.04 万架次，根据民航局发布的 2015 年国内客运

航空公司和主要机场正常率统计结果长水机场放行正常率均居中国国内旅客吞

吐量千万人次以上机场首位，年旅客吞吐量位列世界机场第 46 位。

（4）先进的货物信息系统

货站根据当前的生产运行需要，以及未来集成式物流 Hub 和综合物流平台的

需要，联合昆船集团自主开发构建全新的生产运行系统。通过物流信息系统和信

息平台所收集的数据，建立物流大数据平台。通过大数据管理，为公司的管理、

营销、转型经营提供数据支持。

在生产运行系统的基础上建立物流信息平台，与集团、机场、航空公司、海

关、检疫等进行系统对接，实现数据交换、信息共享。进而向前端延伸至货主、



代理人，覆盖整个完整的物流业务链，同时为未来与其他物流领域和业务板块预

留对接端口。通过信息化构建集航空运输、地面运输、仓储分拨、短驳配送、通

关、信息、金融服务为一体的综合物流信息平台。为客户提供“方便、快捷、准

确、安全、经济、个性化”的一站式综合物流服务。

2、公司的竞争劣势

（1）经营结构单一

目前公司主要业务为航空货邮行地面保障，其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 85%，经

营结构单一，且对垄断性资源依赖性强。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越来越复杂

和多变的产业环境，公司没有形成核心竞争力，以及可为公司分散经营风险的多

元化业务结构。

（2）未来发展资源紧张

针对经营经营结构单一的问题，公司提出了新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涉及专

业化集成式货站、第三方第四方物流、贸易集散等方面，对土地和基础设施提出

了较大需求，但长水机场资源紧张，相对而言现有资源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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