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空公司去年盈利能力明显改善

春秋航空业绩创新高

本报记者 李嫒嫒 见习记者 王婧涵

截至1月31日，A股七家航空公司2023年业绩预告已全部公布。 随着2023年大众出行意愿回升，民航市场显著复苏，各航司2023年盈利能力都明显改善。 其中，民营

航空公司业绩更为突出，春秋航空、海航控股、吉祥航空三家航司实现扭亏为盈，春秋航空盈利创历史新高。

三家民营航司成功扭亏

1月30日晚，春秋航空和海航控股接连发布业绩预告，2023年净利均实现扭亏为盈。 2023年，春秋航空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1亿元-24亿元，预计实

现扣非净利润20亿元-23.5亿元。 这意味着春秋航空202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已超过此前2019年的18.4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海航控股公告称，2023年预计实现净利润3亿元-4.5亿元，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净利润预亏4亿元-6亿元。

吉祥航空2023年业绩转盈，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净利润6.8亿元-8.8亿元。

这三家民营航司2023年净利润合计超30亿元。 而在2022年，吉祥航空亏损41.48亿元；春秋航空亏损30.36亿元；海航控股亏损202.47亿元，三家航司合计亏损超270亿

元。

国内唯一的支线航空上市公司华夏航空未能实现扭亏，公司预计2023年亏损9.3亿元-12亿元。

春秋航空、海航控股、吉祥航空三家航司均表示，公司利润改善得益于2023年国内经济持续复苏、大众出行意愿高涨带来的民航市场恢复。 从公开数据看，三家航

司2023年客座率均达到80%以上。

据春秋航空公告，公司2023年实现投入可用座位公里较2022年和2019年分别增长56.4%和8.6%，载运旅客人次超过2400万，较2022年、2019年分别增长77.4%、7.8%，

均创公司开航以来最高。 公司全年客座率达89.4%，同比提升14.7个百分点。 春运、暑运、黄金周和小长假对业绩贡献明显。

海航控股公告显示，公司2023年可利用客公里1255.5亿人公里，同比增长153.5%；全年客座率达81.42%，同比提升13.74个百分点。

吉祥航空表示，公司2023年合并口径下可用座位公里达477.4亿人公里、乘客人数达2464万人次、客座率达82.81%，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105.79%、141.31%、15.5个百分

点。

华金证券分析认为，在航空运输市场恢复期间，作为可选消费，因私出行的旅客对于票价始终敏感，旅客更倾向选择廉价航空。 因此，民营航司和廉价航空在市场

恢复期间收益更为明显，反弹更快。

国有三大航司亏损收窄

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中国东航三大国有航空公司的亏损收窄，但恢复速度不及民营航司。

中国东航1月30日公告称，2023年预亏达68亿元-83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预亏75亿元-89亿元，在A股七家上市航司中亏损最多。

南方航空2023年预亏35亿元-47亿元； 中国国航在三大航中亏损最少，2023年预亏9亿元-13亿元。 2022年， 中国国航、 南方航空、 中国东航分别亏损386.19亿元、

326.82亿元和373.86亿元。 2023年，三大航各自减亏300亿元左右，亏损相较2022年同期明显收窄。

三大航公告中均提到，国际客运航班恢复相对缓慢是影响公司业绩恢复、经营持续亏损的重要原因。 春秋航空也表示，2023年公司国际及地区航线尚未恢复到较

高水平。

根据民航局数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国际客运定期航班已恢复至每周4782班，约为疫情前的62.8%。 其中，中方航空公司执行3223.5班，占比67%，恢复至疫情前约

73.5%。

惠誉评级表示，2024年中国航空业全面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国际航线的表现，而国内客运量增速将随着疫情影响消退，逐步放缓至正常水平。

2024年全国民航工作会议提到，2024年民航将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国际市场加快恢复，举措包括：推进中美直航航班增加；扩大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航权安排；

提升现有三、四航权资源使用效率，支持航空公司根据航线网络拓展需要，用好境外第五航权；推动优化签证和出入境政策，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提升国际航班出入

境效率。

民航局预计，2024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将达6.3亿人次，较2019年增长7.7%，国际客运定期航班将在2024年年底恢复至疫情前约80%。 光大证券研报认为，考虑到

2024年航司客座率、飞机日利用率继续恢复，民航供给有望进一步释放，航司盈利能力将继续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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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纷纷抛出回购计划

彰显长期发展信心

●本报记者 齐金钊

近期，顺丰控股、稳健医疗等多家龙头上市公司抛出回购计划，回

购预案金额最高达10亿元。 业内人士表示，上市公司用“真金白银”回

购， 一方面可以提振投资者信心， 同时也彰显了公司对长期发展的信

心。在监管政策和市场的推动下，未来或将有更多上市公司参与到回购

中来。

多家公司发布回购公告

顺丰控股1月30日晚间公告称， 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

场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

于5亿元且不超过10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5元/股。 按回购金

额上限10亿元、回购价格上限55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数约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0.37%。

顺丰控股称， 此次回购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

价值的高度认可，进一步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核心骨

干及优秀员工的积极性，共同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本次回购的股份将

用于未来拟推出的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

据统计，本周以来，A股已经有顺丰控股、海通证券、杰瑞股份等30

余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回购计划， 部分公司更是公司回购与董监高增持

同步推出。

以稳健医疗为例，该公司1月30日晚间公告称，拟以1亿元至2亿元

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46

元/股。 另外，公司部分董监高拟在未来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总

金额不低于315万元，不超过630万元。

在回购股份用途方面，记者注意到，除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

划外，还有公司选择注销股份。 安图生物1月29日晚间公告称，拟以2.5亿

元至5亿元回购股份，全部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回购价格不超

过60元/股。公司称，此举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

值的认可，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

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

对于当前上市公司积极发起回购的原因，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

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林认为，当前资

本市场处在震荡阶段，很多股票估值较低。上市公司通过回购既可以提

振投资者信心，释放上市公司经营向好的积极信号，还可以通过回购来

支撑股价。 当前，监管部门正积极引导上市公司加强对投资者的回报，

真正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理念，未来或将有更多上市公司参与到回

购中来。

浦银国际首席策略分析师赖烨烨表示，过去十年，A股和港股出现

回购潮的时候大盘指数往往处于低位，而回购潮结束后3个月内大盘指

数均录得正回报。今年以来，A股公司回购案例增多，1月回购金额环比

增长133%。

展望未来，华福证券分析师燕翔认为，与发达资本市场相比，当前A

股回购规模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随着政策体系不断完善以及对回购重

视程度的不断提升，未来A股会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积极合理使用股

票回购工具，这也有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促进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喜迎“开门红” 片仔癀全面发力大单品矩阵

●本报记者 罗京

1月31日，片仔癀发布公告，2024年

开年以来， 公司产品销售势头向好，市

场呈现旺销态势， 顺利实现了 “开门

红” 。 预计2024年第一季度可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不

低于25%。

片仔癀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目前，公司已形成健康领域多业态

聚集的格局， 在夯实核心品种片仔癀销

售的基础上，聚力打造系列爆款产品，陆

续实现安宫牛黄丸、复方片仔癀肝宝、复

方片仔癀含片等大单品销售过亿。

销售过亿单品矩阵扩大

业绩快报显示， 片仔癀2023年营业

总收入首次突破百亿元， 达到100.35亿

元， 同比增长超15%； 实现扣非净利润

28.45亿元，同比增长14.89%；所有者权

益为133.63亿元，同比增长17.95%；每股

净资产为22.15元，同比增长17.94%。

片仔癀表示， 营收及净利润增长主

要原因系公司强化市场策划及拓展销售

渠道， 公司、 控股子公司的销售收入增

加，以及公司核心产品片仔癀系列产品、

片仔癀牌安宫牛黄丸的放量。

“目前， 公司已形成健康领域多业

态聚集的格局， 在夯实核心品种片仔癀

销售的基础上，聚力打造系列爆款产品，

陆续实现安宫牛黄丸、复方片仔癀肝宝、

复方片仔癀含片等大单品销售过亿。 ”

上述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23年，公

司实现在天猫和京东平台肝胆用药类销

量第一名。

由于原材料大幅涨价，2023年5月片

仔癀宣布， 核心产品片仔癀锭剂国内市

场零售价格由590元/粒上调至760元/

粒， 海外市场供应价格相应上调约35美

元/粒。

东北证券研报表示， 对于具备原料

稀缺的品牌中药非处方药，例如片仔癀、

东阿阿胶等， 原料供应为决定其发展的

核心因素。

片仔癀系列产品涉及的药材主要包

括麝香、牛黄、蛇胆、三七，其中牛黄、三

七等中药材通过市场渠道进行采购。 据

中药材天地网，2023年天然牛黄的价格

由40万元/千克涨至160万元/千克，全年

涨幅达300%。

“原材料价格的提升， 带动产品价

格提升。 同时由于精品中药品种自身的

稀缺属性， 适度提价并不会影响其销量

增长， 在将原材料价格提升传导向终端

的同时反而获得了更为主动的定价空

间，量价齐升逻辑可持续。 ” 东北证券研

报表示。

同时， 片仔癀不断加大成本管理力

度，保障片仔癀锭剂原材料供给。 上述相

关负责人透露， 公司提前布局并持续关

注主要大品种或重要药材市场行情，适

时加大战略性采购储备， 以最大限度控

制成本，防范原材料供给风险。

打造业绩新增长点

值得注意的是， 在公司医药制造业

务中，心脑血管用药营收表现亮眼。2023

年前三季度， 公司心脑血管用药实现营

收2.4亿元，同比增长近80%，安宫牛黄丸

销售放量成为公司业绩新增长点。

《中国心血管病健康和疾病报告

2022》显示，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含

高血压）高达3.3亿人，其中脑卒中患者

达1300万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年末， 我国60岁以上人口同比增

长6%，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

“老年人口增加会逐年抬升心脑血

管疾病的发病率， 导致社会对心脑血管

疾病用药的市场需求将持续增加。”上述

相关负责人表示， 公司准确把握市场动

态和品类发展趋势，及时调整产品策略，

加快对片仔癀牌安宫牛黄丸的市场布

局，及时满足市场不断增长的用药需求。

此外，在渠道方面，公司聚焦主流连

锁渠道和片仔癀体验馆， 提高产品市场

覆盖率和渗透率， 提升片仔癀牌安宫牛

黄丸的可及性和便利性。 通过优质的产

品和专业化的服务， 着重优化顾客产品

体验，满足消费者健康需求，增强片仔癀

牌安宫牛黄丸的品牌美誉度， 从而促进

产品销量增长。

强化新药开发

2023年12月底， 片仔癀披露取得

《PZH2108片I期临床研究报告》 的公

告。 PZH2108片是公司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化学药品1类创新药，拟用于治疗癌

性疼痛。 截至公告日，该药物项目的研发

投入累计约5100万元。

近年来， 片仔癀持续推进在研新药

项目的临床前研究及临床阶段研究工

作，聚焦“未满足的临床需求” ，加快新

药开发。 2023年3月，公司取得《温胆片

Ⅱ临床试验总结报告》，温胆片具有明显

的临床开发价值和前景。

“科技创新始终是企业发展的核心

动力。 ”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积极

构建研发创新体系， 重点聚焦用科学证

据为疗效作支撑的片仔癀等公司优势品

种二次开发及面向 “未满足的临床需

求” 的中药创新药、经典名方、化药创新

药等新药开发， 以期不断为公司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

展望2024年，片仔癀将持续巩固传

统经销渠道，同时聚焦直供主流连锁渠

道，加快名医馆项目的建设进度，完善

全品类销售市场布局，让产品销售直达

终端。 在化妆品业务方面，坚持以美白

为核心，聚焦超级产品，放大品牌美白

优势；围绕线上线下渠道开展标杆打造

和营销扶持， 最大化运用渠道的力量，

拓展品牌的传播边界，建立国妆品牌强

大影响力。

由13家减少至10家

珠海启动新一轮国企重组整合

●本报记者 武卫红

日前，珠海市国资委召开珠海市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大会，宣布启

动新一轮国企重组整合行动。 按照计划，珠海市属国企将由13家减少

至10家。 目前，重组整合工作正全面展开。

优化市属企业国有资本布局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珠海市国资委获悉，近日，珠海市国资委召开珠

海市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大会， 全面深入贯彻落实珠海市委市政府关

于市属国企专业化重组整合的重要决策部署。 会议传达了珠海市委常

委会关于推进市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工作的决策部署和指示精神，并

宣布了有关重组决定。

据记者了解，新一轮重组整合计划包括：华发集团整合九洲控股集

团，全力支持华发集团冲击“世界500强” ；整合交通集团、珠海港集

团、航空城集团，组建新的珠海交通控股集团公司，强化市属企业对珠

海交通物流领域的支撑作用；由海洋集团整合航空城集团、农控集团、

格力集团、九洲控股集团下属相关涉海产业资源，支持海洋集团打造珠

海海洋资源开发平台。

珠海市国资委表示， 实施市属国企新一轮整合重组旨在通过战略

性重组与专业化整合，进一步调整优化市属企业国有资本布局，为珠海

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注入改革动能。 珠海国资委将全力推进本次重

组整合工作，推动珠海国资国企迈上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记者了解到，这是近年来珠海市属国企第二轮重组整合。 2020年，

珠海市政府印发《珠海市市属国有企业重组整合方案》。 据介绍，上一

轮重组整合旨在推进资源整合与资本运作，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

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

地方国企改革步伐提速

记者了解到，最新一轮重组整合前，珠海市属国企包括华发集团、

格力集团、免税集团、大横琴集团、水控集团、公交集团、九洲控股集团、

安保集团、珠海港集团、航空城集团、农控集团、珠光集团和交通集团。

新一轮重组整合后，珠海市属国企将由13家减少至10家。

2023年，珠海市属国企规模效益指标实现双增长。 据珠海市国资

委数据，截至2023年末，珠海市属国企资产总额达12924.06亿元，同比

增长10.19%。 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2770.30亿元、利润总额87.94亿元、

净利润43.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4%、59.36%、190.75%。

1月30日，长江证券发布研报称，从本次珠海市国资委新一轮重组

整合行动来看，旗下或将成立涉及地产、交通、海产等相关平台，将进一

步实现强强联合并提升竞争力。

日前，国务院国资委召开的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考核分配工作会

议提出，2024年，国务院国资委将对中央企业全面实施“一企一策” 考

核，引导企业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珠海市国资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珠海市国资国企将加快培育

国资国企的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深度融入珠海发展大局，以更大担

当、更大作为践行国有企业的责任和使命，为珠海产业发展、城市建设、

民生服务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航空公司去年盈利能力明显改善

春秋航空业绩创新高

截至1月31日，A股七家航

空公司2023年业绩预告已全

部公布。 随着2023年大众出行

意愿回升，民航市场显著复苏，

各航司2023年盈利能力都明

显改善。其中，民营航空公司业

绩更为突出，春秋航空、海航控

股、 吉祥航空三家航司实现扭

亏为盈， 春秋航空盈利创历史

新高。

● 本报记者 李嫒嫒

见习记者 王婧涵

三家民营航司成功扭亏

1月30日晚， 春秋航空和海航控

股接连发布业绩预告，2023年净利均

实现扭亏为盈。 2023年，春秋航空预

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1

亿元-24亿元， 预计实现扣非净利润

20亿元-23.5亿元。这意味着春秋航空

202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已超过此前2019年的18.4亿元， 创下

历史新高。

海航控股公告称，2023年预计实

现净利润3亿元-4.5亿元，但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事项后净利润预亏4亿元-6

亿元。

吉祥航空2023年业绩转盈，预

计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净利润6. 8亿

元-8. 8亿元。

这三家民营航司2023年净利润合

计超30亿元。而在2022年，吉祥航空亏

损41.48亿元； 春秋航空亏损30.36亿

元；海航控股亏损202.47亿元，三家航

司合计亏损超270亿元。

国内唯一的支线航空上市公司华

夏航空未能实现扭亏， 公司预计2023

年亏损9.3亿元-12亿元。

春秋航空、海航控股、吉祥航空三

家航司均表示， 公司利润改善得益于

2023年国内经济持续复苏、 大众出行

意愿高涨带来的民航市场恢复。 从公

开数据看， 三家航司2023年客座率均

达到80%以上。

据春秋航空公告，公司2023年实

现投入可用座位公里较 2022年和

2019年分别增长56.4%和8.6%，载运

旅客人次超过2400万， 较2022年、

2019年分别增长77.4%、7.8%， 均创

公司开航以来最高。 公司全年客座率

达89.4%，同比提升14.7个百分点。 春

运、暑运、黄金周和小长假对业绩贡

献明显。

海航控股公告显示， 公司2023年

可利用客公里1255.5亿人公里， 同比

增长153.5%； 全年客座率达81.42%，

同比提升13.74个百分点。

吉祥航空表示， 公司2023年合并

口径下可用座位公里达477.4亿人公

里、乘客人数达2464万人次、客座率达

82.81% ， 分 别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105.79%、141.31%、15.5个百分点。

华金证券分析认为， 在航空运输

市场恢复期间，作为可选消费，因私出

行的旅客对于票价始终敏感， 旅客更

倾向选择廉价航空。因此，民营航司和

廉价航空在市场恢复期间收益更为明

显，反弹更快。

国有三大航司亏损收窄

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中国东航三

大国有航空公司的亏损收窄， 但恢复

速度不及民营航司。

中国东航1月30日公告称，2023

年预亏达68亿元-83亿元； 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事项后， 预亏75亿元-89亿

元，在A股七家上市航司中亏损最多。

南方航空2023年预亏35亿元-47

亿元； 中国国航在三大航中亏损最

少，2023年预亏9亿元-13亿元。 2022

年，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中国东航分

别亏损 386.19亿元、326.82 亿元和

373.86亿元。 2023年，三大航各自减

亏300亿元左右， 亏损相较2022年同

期明显收窄。

三大航公告中均提到， 国际客运

航班恢复相对缓慢是影响公司业绩恢

复、经营持续亏损的重要原因。春秋航

空也表示，2023年公司国际及地区航

线尚未恢复到较高水平。

根据民航局数据，截至2023年底，

我国国际客运定期航班已恢复至每周

4782班，约为疫情前的62.8%。 其中，

中方航空公司执行3223.5班， 占比

67%，恢复至疫情前约73.5%。

惠誉评级表示，2024年中国航空

业全面复苏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国

际航线的表现， 而国内客运量增速将

随着疫情影响消退， 逐步放缓至正常

水平。

2024年全国民航工作会议提到，

2024年民航将加强国际合作， 推动国

际市场加快恢复，举措包括：推进中美

直航航班增加；扩大与“一带一路” 共

建国家航权安排；提升现有三、四航权

资源使用效率， 支持航空公司根据航

线网络拓展需要，用好境外第五航权；

推动优化签证和出入境政策， 提高通

关便利化水平， 提升国际航班出入境

效率。

民航局预计，2024年国内航线旅

客运输量将达6.3亿人次，较2019年增

长7.7%，国际客运定期航班将在2024

年年底恢复至疫情前约80%。 光大证

券研报认为， 考虑到2024年航司客座

率、飞机日利用率继续恢复，民航供给

有望进一步释放， 航司盈利能力将继

续修复。

视觉中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