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航能否引领全球行业复苏？

近日，世界首架氢燃料商
用飞机在英国克兰菲尔德机场
成功完成滑行、起飞、所有起
落航线飞行、着陆等试飞项目，
成为世界低碳飞行史上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重要重件。

这架飞机由 ZeroAvia 航
空公司 Piper m 级 6 座飞机的
基 础 上 改 装 而 成。ZeroAvia

航空公司表示，这架飞机的飞
行距离和有效载荷将与喷气
飞机相当，但运营成本明显
降低。本次飞行是英国政府
HyFlyer 项目的一部分，该项
目由 ZeroAvia、欧洲海洋能
源中心和智能能源公司共同发
起，旨在展示低碳动力系统技
术。 （郭文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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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底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全球，疫情重创全球航空业，全球
航空业务量腰斩。根据国际民航组织

（ICAO）8 月初预测，2020 年全球航
空运输量将下降 52%~59% ；国际航空
运输协会（IATA）6 月预测，2020 年
全球航空公司旅客周转量（RPK）下
降 56%，航空公司旅客收入下降 4000
亿美元，航空公司亏损预测达到 843
亿美元 ；国际机场协会（ACI）8 月底
预估，2020 年全球机场旅客吞吐量将
下降 59%，机场收入将下降 104.5 亿
美元，同比 2020 年正常预期收入下滑
60.3%。

中国政府强有力的疫情干预政策，
使中国疫情最先得到有效控制。今年
2 月份，中国民航业客运量同比下降

84.5%，航空业亏损达 245.9 亿元人民
币，是有史以来单月最大亏损。但至 8
月，中国国内航空运力已恢复到 2019
年同期水平的九成左右。

疫情重创航空业
全面恢复尚需时日

2019 年 全 球 航 空 旅 客 运 输 量
45.43 亿 人 次， 全 球 航 空 公 司 收 入
8380 亿美元，净利润 264 亿美元。商
业航空百余年的历史一直保持比较平
稳的增长趋势，尤其是二战以后伴随
喷气飞机的发展和普及，商业航空成
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大动力引擎。商
业航空发展易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危机
的影响而波动，但是百余年来，行业的
波动范围很小，二战后全球航空运输
量下滑只发生过 4 次，最大下滑幅度
也只有 3% 左右。2020 年的全球大疫

情对于航空业的冲击历史罕见，国际
航空运输协会（IATA）预测 2020 年
全球航空旅客运输量只能达到 22.46 亿
人次，同比下降 50.56%，航空公司收
入 4190 亿美元，同比下降 50%，净利
润亏损 843 亿美元，同比下滑 419%，
这个亏损额大抵相当于全球航空公司
2017 年至 2019 年三年盈利的总和。

国内疫情的有效控制是国内复工
复产的基本保障。2020 年 7 月中国民
航国内航线运力已经恢复到 85% 左右，
国际航线只恢复到 11% 左右。7 月春
秋航空、吉祥航空、华夏航空、青岛
航空等运输量已经实现同比增长，成
都机场、深圳机场和三亚机场等已经
实现航班量同比增加。未来几个月，
中国民航的国内航班量和运输量将会
达到并超越 2019 年水平，步入正常发
展的轨道，但是国际航线和航班量和

运输量到 2021 年第一季度都很难恢复
到 2019 年的水平。

2020 年疫情引起的民航下滑幅度
预测超过 50%。疫情的长期发展导致

需求严重萎缩，造成资产空置和人员剩
余、飞机停飞、大批裁员以及债务扩
大，运营资金紧缺，从而导致大规模
的破产重组。截至 7 月底，全球已经
有 23 家航空公司宣布破产重组，未来
6 个月内还会出现大量航空公司破产重
组，其中应该包括历史悠久的大型主
流航空公司。大疫情重创航空业，除
航空公司和机场等运输企业之外，已
经向航空制造和航空金融服务企业蔓
延。基于航空业需要 4~6 年的恢复周
期，未来几年内全球航空业的商业机
队将严重过剩，这给拥有全球一半以
上商业机队的金融资产公司带来巨大
的资产经营风险。面临大量飞机退租，
金融服务公司需要想尽办法盘活资产
避免成为沉没成本。

同样商业飞机需求下降，给波音
和空客等航空制造企业交付和生产带
来挑战和压力，订单取消和延期交付
已经大面积出现，波音和空客裁员以
及压缩生产的自救行为已经不可避免。
即使上游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商罗罗和
赛峰等也开始裁员和减少生产以应对

危机。波音 737MAX 在全球疫情行业
萎缩大背景下，复飞一再延迟。疫情
不仅仅重创航空运输业，同样带来航
空产业链的全面挑战和全球航空产业

格局变迁。
 
中国民航能否引领全球行业

创新发展

2020 年 3 月全球疫情暴发以后，
国外输入成为防疫的主要战场，中国民
航局提出“五个一”政策管控国际航班，
比较有效地控制住出入境人口和外部
疫情输入。中国民航管理部门积极引
导和协调全国的航空公司、机场、空
中导航服务提供商及供应链中的其他
航空企业共同抗疫。主要航企出动大
型飞机、增加航线，以确保医疗队和
应急物资的及时运输。同时，中国已
发布并向国际社会分享了一系列有关
在航空运输领域防控病毒传播的工作
指南。

为刺激疫情下的需求复苏，东航
推出“周末随心飞”产品，之后海南
航空、华夏航空、春秋航空全面跟进。
东航又推出“早晚随心飞”和“贵宾
随心享”等延伸产品。去哪儿网的“随
心飞”产品跃跃欲试，虚拟航空公司
模式概念呼之欲出。“随心飞”产品是
会员服务产品的一种模式，它虽然不
会成为航空公司客票服务的主流模式，
因为它有比较严格的使用范围和要求，
但是不断创新的模式一定会给中国航
空公司带来一片新天地。

在当前疫情需求萎缩恢复周期长
的背景下，中国航空公司充分利用金
融公司有计划有选择地优化机队和扩
充机队。尤其是货运机队，中国以顺
丰为代表的航空货运公司把握疫情带
来航空空置资产的机遇，不断扩充中
国专业货机的规模。

中国民航能否引领全球行业创新
发展，实现中国民航强国梦，这是中
国民航人的历史使命和担当，需要具
备战略视野和清晰的认知，实践的智
慧以及系统的支撑和强大的能力。

罗罗公司成为ATI-波音加速器第二批项目合作伙伴
ATI- 波音加速器旨在投资于

可持续性项目和扶持有利于英国航
空航天业的初创企业。该计划近
日宣布，罗罗将加入该计划并成为
其下一批项目的合作伙伴，提供如
导师、供应链和网络等资源。从

2021 年 1 月开始的第二批项目申
请于 10 月 4 日截止。此前罗罗公
司曾成功与该计划的第一批初创公
司合作。

ATI- 波音加速器计划于去年
启动，由英国航空航天技术研究所

（ATI）和波音公司合作创建，由
欧洲加速器 Ignite 负责策划和组
织实施，GKN 宇航公司为企业赞
助商。第二批项目申请重点在三个
关键领域包括工业 4.0、生命周期
和弹性以及能源。罗罗公司的加入

将提供有关航空发动机的专业知识
和见解，并为获批项目的初创公司
开发航空航天技术提供支持。

（阴鹏艳）

航司推无目的地航班：
航空旅行已成为部分旅客生活习惯

据民航资源网报道，新加坡航
空计划于 10 月底推出“无目的地
航班”，为疫情下不景气的旅游业
注入新活力。航班将从樟宜机场起
飞，经过约 3 个小时的飞行后再返
回降落樟宜机场。有专家认为，这
类航班基本可以让航空公司达到收
支平衡，同时让没法飞行的机组人
员重回岗位。

类似的创意还出现在日本、文
莱、澳大利亚以及中国台湾地区，
为满足想外出游玩的民众，航空公
司推出“无目的地航班”。“无目的
地航班”是一种特殊旅游产品，起
飞后会正常提供飞行中的各种服
务，但大部分飞机在空中漫游一圈
后仍会回到出发的机场。

文莱皇家航空于 9 月初推出了
“无目的地航班”，航班带领乘客沿
着文莱和马来西亚婆罗洲的海岸线
进行 85 分钟的用餐和飞行观光旅

行。
澳洲航空将在今年 11 月恢复

南极洲航班，就是在南极洲上空飞
一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澳航
将从澳大利亚的 5 个城市出发，开
通 7 个南极航线。

日本航空利用国际航线的客
机，推出从成田机场起降的游览飞
行服务。飞行时间 3 个半小时，游
客可以乘坐飞机观赏夕阳余晖、眺
望璀璨星空，并可以品尝夏威夷航
线的机内套餐。9 月，全日空航空
利用全球最大双层客机空客 A380
推出游览飞行服务。

星宇航空于 8 月 7 日推出了由
董事长驾驶的“假装出境”航班，
188 张航游台湾东海岸的机票在 30
秒内被抢购一空。长荣航空在 8 月
8 日推出了父亲节特别航班，309
个座位客满。这架飞机从台北桃园
机场起飞，飞行了 2 小时 45 分钟，

然后降落回桃园机场。
民航专家李明业表示，旅客选

择“无目的地航班”旅行，说明了
两个方面的航空需求情况 ：一是疫
情并没有让旅行者的航空出行需求
完全消失，只是短暂的抑制住了，
随着后疫情时期的来临，这部分潜
在的需求正在逐步显现出来 ；二是
对于一部分热爱旅游、享受生活的
旅客来说，航空出行并不只是一种
交通出行方式，而是一种生活状态，
航空旅行已经成为了他们的生活习
惯。

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全球
合伙人兼大中国区副总裁于占福认
为，我们看到的这些在其他国家出
现的观光飞 / 极地飞 / 伪出境航空
产品，虽然并不能本质上解决航司
目前面对的收入困境，但毕竟也是
一道别样的缓解危机的风景。而这
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更重要的议题，
其实是一个国家的民间航空文化的
兴盛程度，以及由航空文化所能支
撑的潜在的多样的商业机会，及民
航衍生商业生态。这是民航产业发
展到更为普及阶段的一种很独特的
连带产业，某种程度上也是民航事
业发展高阶阶段的一个侧面指征。

于占福认为，当前中国年均每
人的航空出行次数刚刚接近 0.5 次，
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也远低于美国
的年人均 2.7 次的水平。在当下的

中国市场，上述服务显得有些不可
思议和超乎想象 ；但在更为发达和
成熟的航空市场（更多从航空运输
的普及率维度而言），这样的服务
能被设计出来并能获得市场的热烈
反响（有些产品的首航出现了被抢
购的盛况），其实体现了民航运输
对民众生活方式的深度渗透和重大
影响，以及民航文化已经在民众之
中非常扎实的基础。航空出行甚至
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多数民众非常常
态化的生活场景，一段时间的中断，
甚至可以产生“重温 / 再历”的需求。
机场值机与登记，机上体验，机场
购物体验，这些环节都能唤起人们
的行为记忆，对心理产生实际的抚
慰。

对于航空公司来说，受各国疫
情防控的影响，跨国飞行的国际航
班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疫情激发
了航空公司产品创新的灵感。就像
查德·布兰森在 2004 年创立维珍
银河推进太空旅游一样，“空中观光
+ 地道美食”“南极洲观光航班”“坐
飞机观赏夕阳”等创新航空服务产
品，是满足旅客航空旅行需求的一
种解决方案。通过相关产品的营销
和推广，航空公司可以提振后疫情
时期旅行者的航空出行信心，并更
多的了解旅客个性化、多样化的航
空出行需求。

世界首架氢燃料飞机完成试飞法国航空航天实验室
2019~2020年机构发展亮点
|| 张京楠

法 国 航 空 航 天 实 验 室（ONERA）
2019 年 总 收 入 2.37 亿 欧 元（ 约 18.48
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970 万欧元（约
7566 万元人民币）。

基本运营

2019 年 ONERA 总收入中，国防占
52%， 航 空 占 36%， 航 天 占 8%。2019
年 ONERA 共 有 员 工 1968 人， 其 中
76% 为科研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培博士
和博士后 323 人。上述两点和往年数据
相比无明显变化，但在支出方面，2019
年 ONERA 的投资额达到 3300 万欧元

（约 2.5 亿元人民币），较 2018 年增长约
42%，新增部分主要用于支持风洞设施的
建设、翻新以及新研究中心的建设工作。

航空领域科研部分亮点

1. 碎片探测
ONERA 的机载成像雷达 SETHI（实

验性微波成像远程检测系统）利用其高
性能的 SAR 传感器和光电传感器成功发
现了被冰雪覆盖的 A380 风扇轮毂碎片，
为法国调查与分析局和联合发动机公司
的相关工作提供了极大支持。

2017 年 9 月 30 日，由巴黎飞往洛
杉矶的法航 66 号航班在飞跃格陵兰冰盖
时右侧一个发动机爆炸，所幸机组顺利
完成迫降，机上人员无伤亡。事故发生
后散落在冰层表面的轻质残骸碎片很快
由直升机目测发现，但质量较重的碎片
迅速沉入冰层并被雪覆盖导致搜寻十分
困难。

2. 电磁环境
在“ 地 平 线 2020” 框 架 下， 欧 盟

和加拿大开展了用于复合材料电动飞机
的轻质量电磁平台的集成和设备的国际
合作项目，致力于分析因大量辐射形成
的极端复杂电磁环境对于复材航空结构
的影响，并就其对系统的影响进行建模，
项目于 2019 年顺利结束。ONERA 是项
目的欧方协调单位，主要工作为针对在
复杂线束上的电磁耦合以及对安装在大
型复合结构上的小尺寸概念天线开展研
究。最终完成了一个建模平台，并利用
庞巴迪商务喷气机机身对开发成果进行
了应用和验证。

3. 应用数学
ONERA 创建了航空航天应用数学

实验室以鼓励数学家和计算机专家就物
理学的所有领域开展数值模拟工具开发
的相关工作。实验室致力于计算机代码
的上游开发，设计效率更高的方法和算
法，并显著提高 ONERA 各部门的仿真
能力。

4. 复合材料
ONERA 在材料和结构方面拥有大

量的数字化研究基础，并且参与了诸如

Z-set 和 Europlexus 的几种软件应用
程序的开发，并还充分利用了工业代码
开发了许多商业软件。最新的成果是基
于对热塑性复合材料结构制造的数年集
中研究工作，ONERA 与机械工业技术
中心共同开发了软件，其主要功能是用
于分层复合材料的结构优化。

5. 结构动力学
德 国 航 空 航 天 中 心（DLR） 与

ONERA 针对中短途飞机共同开发了一
个水上迫降模型。后续双方将继续开展
RADIAN（稳健的飞机起降的分析）项目，
就通用飞机在不同海况下的起降进行模
拟。该项目的成果也将通过与 ONERA
已有的实验结果进行比对以完成模型验
证。

6. 结冰风洞
为支持法国飞机结冰适航取证标准

的制定，ONERA 在法国民航局的支持
下 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 正 式 开 展 了 新
结冰风洞的建设工作。该风洞可以模拟
约 11000 米高空的气候环境，最低温达
零下 40 摄氏度。测试段截面为 10 厘米
×20 厘米，拥有 4 个移动隔框并拥有大
量光学测量接口。

根 据 ONERA 与 DLR 在 2019 年
签署的协议，两院在政府的支持下，于
2020 年正式建立了 DLR-ONERA 航空
工程人工智能虚拟研究室，以联合开展
博士及博士后培养的方法就相关领域进
行研究。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2020 年 6 月，法国政府发布了航空
工业复兴计划，首轮将于 2020~2023 年
为航空科研提供总计 15 亿欧元（约 117
亿人民币）的政府经费，以支持航空界
尽快走出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实现绿
色航空目标。该计划覆盖航空科研的各
类机构（工业企业、研究院所、大学等）
和民用航空的各个领域（通用飞机、干
支线飞机、直升机、商务机等）。

该项目的最终目标是满足“欧洲地
平线”/2030~2035 中对绿色民用航空的
相关要求。其提出的两条实现路径分别
是 ：发展使用液氢的颠覆性低温推进飞
行器（0 排放）和使用超高涵道比发动机
+100% 替代燃料的飞行器（极低排放），
预期目标交付物为可供工业界使用的演
示验证产品。

对 于 ONERA 来 说， 针 对 该 项 目
有力支持了机构航空发展的第二战略支
柱（减少环境足迹）并为第一战略支柱

（新一代飞行器）提供了保障。该项目使
ONERA 在氢燃料飞机方面投入了前所未
有的资源开展研究工作，包括材料、燃烧、
排放和飞机构型等多个方面。同时，也将
助力 ONERA 进一步深化绿色航空的相
关研究，如飞机排放对气候的直接（温室
气体排放）和间接影响（凝结尾迹）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