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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春秋航空 601021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可 赵志琴、徐亮 

电话 021-2235 3088 021-2235 3088 

传真 021-2235 3089 021-2235 3089 

电子信箱 ir@ch.com ir@ch.com 

 



1.6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本公

司经审计的 2015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为人民币 1,295,272,161 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

的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3,889,640,814 元。2015 年度拟先以母公司净利润的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29,527,216 元，再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168,000,000 元，按公司

目前总股本 80,000 万股计算，每 10 股拟派现金红利 2.1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

下一年度。公司 2015 年度拟分配现金红利总额与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之比低

于 30%，其原因为：公司所属的航空运输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目前正处在快速发展阶

段，属于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资金需求量较大，同时后续发展势头良好。因此，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主要用途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流动资金，以及购置飞机、发动

机及其他相关飞行设备等资本性支出，支持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的正常需要。公司董事会

从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平衡公司当前资金需求与未来发展投入、股东短期现金分红回

报与中长期回报的角度考虑，提出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本利润分配预案需提交本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和经营模式 

本公司作为中国首批民营航空公司之一，定位于低成本航空业务模式，主要从事国内、国际及港

澳台航空客货运输业务及与航空运输业务相关的服务。 

自设立以来，本公司主要提供国内航线的客运业务。本公司于 2010 年开始经营国际及港澳航线，

并于 2011 年开始加快开辟国际及地区航线的步伐，依靠强大的线上直销和合作旅行社线下分销能

力，截至报告期末，国内各线城市往返东北亚、东南亚及港澳台城市的国际及地区在飞航线达到

58 条，其中日本、泰国和韩国航线合计达到 49 条。 

区别于全服务航空公司，公司定位于低成本航空经营模式，并凭借价格优势吸引大量对价格较为

敏感的自费旅客以及追求高性价比的商务旅客构成的细分市场。从 2005 年首航至今，公司规模已

扩张至 2015 年末的机队规模 52 架飞机、114 条国内外在飞航线，84 个国内外通航城市，是国内

载运旅客人次、旅客周转量最大的民营航空公司及东北亚地区领先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二）行业情况说明 

1、国际航空运输业概况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跨区域的社会经济活动日益频繁，航空运输业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日渐突出。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数据显示，2015 年全球航空运输达 35.5 亿人次，旅客运输量同比增

长 6.6%。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旅客运输量（亿人） 22.1 23.4 25.4 25.8 24.8 26.8 28.5 29.8 31.4 33.3 35.5 

同比增长（%） 7.1% 5.6% 8.8% 1.5% -4.0% 8.1% 6.1% 4.6% 5.5% 6.0% 6.6% 

货邮运输量（百万

吨） 
37.7 40.1 42.5 41.1 40.8 48.6 49.7 49.2 50.2 50.4 51.3 

同比增长（%） 2.4% 6.4% 6.0% -3.3% -0.7% 19.1% 2.3% -1.0% 2.0% 0.4% 1.8% 



未来国际航空运输业将进一步实现自由化，各国政府将逐渐放松航空管制，通过双边和多边谈判，

达成“天空开放”协议。而随着全球经济复苏与发展，新兴市场国家中产阶级群体不断扩大，包括

中国、印度、东南亚国家、拉美地区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旅客航空出行将保持较快增长，成

为世界范围内航空运输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此外，公共航空运输体系和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将越来越完善，各国政府对支线航空以普及中小城市的基本航空服务的支持力度会持续加大，

低空领域也将逐步开放以促进通用航空。同时，各国政府还将民航运输业与高速公路网络、高速

铁路网络和城市轨道交通相连接，形成相互衔接、优势互补的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以上这

些都将促进全球航空运输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2、低成本航空公司概览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全球第一家低成本航空公司于 1971 年设立，其成功引发了航空运输业的低

成本革命，欧洲和亚太地区也相继出现了以瑞安航空、亚洲航空为代表的区域性低成本航空公司。

低成本航空经营模式，通过严格的成本控制，以低廉的机票价格吸引旅客，不仅快速抢占市场份

额，而且推动航空运输业从豪华、奢侈型向大众、经济型转变。 

根据亚太航空中心统计，2001 年至 2015 年，全球低成本航空的市场份额从 8.0%提高至 25.5%，

亚太地区的市场份额更是从 2001 年的 1.1%攀升至 2015 年的 25.1%，但与美国和欧洲等成熟航空

运输市场的市场渗透率相比，低成本航空公司在亚洲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以中国、日本为代

表的东北亚地区市场潜力正在逐渐显现。 

目前国内低成本航空公司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独立成立的低成本航空公司，以春秋航空为代表；

另一类由传统全服务航空公司成立低成本航空子公司或下属公司转型为低成本航空公司，包括九

元航空有限公司、西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联合航空有限公司和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等。目前国内低成本航空公司无论从数量还是市场份额来看仍然较少，但随着中国民航局出台进

一步促进低成本航空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及国内需求的日益旺盛，未来市场前景广阔，潜力巨大。 

3、中国航空运输业的基本情况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和对外开放事业的双重推动下，中国航空运输业实现

了快速增长。期间尽管受到非典型性肺炎、雪灾、地震等突发性事件的影响，但在中国经济持续

增长的推动下，总体上仍保持增长的行业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统计公报》，2015 年度全年旅客运输周转量 30,047 亿人公里，增长 4.9%。其中，民航旅客运

输周转量 7,270.7 亿人公里，较上年增长 14.8%。2015 年度全年货物运输周转量 177,401 亿吨公里,

较上年下降 1.9%。其中，民航货物运输周转量 207.3 亿吨公里，较上年增长 10.4%。根据 2016 年

全国民航工作会议暨航空安全工作会议要求，2016 年民航发展的主要预期指标是：全行业运输总

周转量 953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4.85 亿人次、货邮运输量 680 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 11.5%、

10.7%和 8.3%。 

2013 年-2015 年中国航空运输业周转量 

 2015 2014 2013 

周转量 同比增长 周转量 同比增长 周转量 同比增长 

旅客周转量（亿人公里） 7,271 14.8% 6,333 12.0% 5,642 12.6% 

货邮周转量（亿吨公里） 207.3 10.4% 186.1 9.3% 170 4.9%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随着国内外经济贸易往来的日益频繁，各大航空公司纷纷购买新飞机以扩大运力，并逐年稳步增

加航线数量和里程。根据中国民航局统计，2004 年至 2014 年，国内民航全行业运输飞机期末在



册架数从 754 架增长至 2,370 架，运力复合增长率约为 12.1%。截至 2014 年末，中国民航运输业

航线数量达到 3,142 条，同比增加 266 条航线。 

 2014 2013 2012 

数量 同比增量 数量 同比增量 数量 同比增量 

运输飞机期末在册架数 2,370 225 2,145 204 1,941 177 

航线条数 3,142 266 2,876 419 2,457 167 

资料来源：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由于国内航空需求不断增长，其增速超过运力增速，导致国内航空运输业的客座率和货邮载运率

维持在较高水平。根据中国民航局统计，2013 年、2014 年和 2015 年，国内民航运输业的客座率

分别为 81.1%、81.4%和 82.2%，货邮载运率分别为 72.2%、71.9%和 72.5%。 

4、行业利润水平的变动趋势及变动原因 

近年来，受到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持续快速增长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相应提高的影响，航空公

司主营业务收入一直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根据中国民航局统计，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我

国航空运输业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3,890 亿元、4,050 亿元和 4,216 亿元；同期行业利润总额分别

为 211 亿元、162 亿元和 175 亿元。 

我国航空运输业的利润水平波动较大，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动荡、人民币汇率波动、重大突发

性事件（如流行病疫情、雪灾、地震等）和其他特别事项等因素的影响。2008 年我国航空运输业

曾出现严重亏损，但在经济刺激政策的促进下，随经济逐步复苏，行业迅速回暖；2009 年实现利

润总额 74 亿元；2010 年受益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上海世博会的召开，航空公司的经济效益创造

了历史最高水平，利润总额达 351 亿元；2012 年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利润总额下降至 211 亿

元；2013 年在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利润总额下降至 162 亿元。2014 年航空公司受益于油价下降，

利润总额较 2013 年略有上升，为 175 亿元。2015 年航空公司受益于油价进一步下降以及大众消

费需求升级带来的出境游需求暴增，虽然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带来的汇兑损失对行业业绩造成一

定的负面影响，但行业利润总额仍预计较 2014 年有大幅度提升。 

5、行业的周期性、季节性和地域性特点 

（1）周期性 

航空运输业周期受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较为明显。当经济进入上行周期时，商务往来与外贸活动

开始频繁，个人消费水平提升，带动航空出行需求与货邮业务增长，促进航空业的发展；当经济

增速减缓或进入下行周期时，商务活动减少，个人收支缩紧，乘客可能选择票价相对低廉的替代

性交通工具出行，或者减少旅行频率，导致航空出行需求下降。 

（2）季节性 

航空运输业具有一定的季节性。受到节日、假期和学生寒暑假的影响，我国航空客运的旺季一般

出现在春运和 7 至 8 月期间；1 至 3 月、6 月、11 月、12 月为淡季；除春运以外的 4 月、5 月、9

至 10 月为平季。航空货运业务的旺季与经济周期关联度更大，季节性特征并不显著。 

总体而言，由于客运业务是航空公司主要业务收入来源，因此季节性特征使航空公司收入及盈利

水平会随季节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3）地域性 



国内航空公司通常都拥有基地机场，除停靠本公司飞机外，还设有飞行、机务、客舱、运控、销

售、地面保障等运行职能部门。全国性航空公司通常拥有多处基地，从而能够将航线网络覆盖全

国。地方性航空公司则大多以注册地为主基地，形成区域性网络覆盖，呈现较强的地域性。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16,028,988,804 11,261,488,910 42.33 7,651,411,353 

营业收入 8,093,672,545 7,327,613,512 10.45 6,563,439,3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327,858,772 884,181,886 50.18 732,233,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52,613,188 377,641,178 72.81 316,437,4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539,779,044 3,553,290,072 84.05 2,743,000,8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10,295,679 1,076,380,614 49.60 1,536,379,642 

期末总股本 800,000,000 300,000,000 166.67 300,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68 1.47 14.29 1.22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68 1.47 14.29 1.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3.01 28.31 减少5.3个百分点 30.02 

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2,018,444,630 1,934,550,866 2,371,679,302 1,768,997,7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4,323,492 365,195,529 582,836,994 125,502,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3,510,461 157,316,364 400,879,738 -109,093,3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752,782 497,939,959 836,911,130 131,691,808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万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9,21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8,051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

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

（集团）有限公司 

25,200 50,400 63.00 50,4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春秋包机旅行社有

限公司 

2,100 4,200 5.25 4,2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上海春翔投资有限公司 1,800 3,600 4.50 3,6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

合 

1,865 1,865 2.33 0 无 0 其他 

上海春翼投资有限公司 900 1,800 2.25 1,800 无 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924 924 1.15 0 无 0 其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富国改革动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690 690 0.86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发行业领先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40 640 0.80 0 无 0 其他 

全国社会基金一一四组

合 

580 580 0.72 0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579 579 0.72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公司未知上述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

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公司也未知

其关联关系。 

有限售条件股东关联关系和一致行动说明如下： 

春秋国旅持有公司 63.00%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王正

华持有春秋国旅 35.70%的股权，为春秋国旅的第一大股东、

董事长；春秋国旅其他股权由上海天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

其余 23 名自然人股东持有。王正华对春秋国旅的持股比例



远大于春秋国旅的任何其他股东，通过与春秋国旅的其他 23

名自然人股东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方式加强了其控制

地位，以形成能够持续性地主导春秋国旅以及公司的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决策的能力，进而能够持续性地实际控制春

秋国旅和春秋航空。因此，王正华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春秋包机持有公司 5.25%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春秋

包机的股权同样由持有春秋国旅的 24 名自然人股东持有，

其中第一大股东王正华持有春秋包机 43.80%股权。       

春翔投资系春秋航空的部分员工为投资春秋航空而设立的

公司，其唯一对外投资为持有春秋航空 4.50%股份，不从事

其他业务。春翔投资第一大股东为张秀智（春秋航空副董事

长），持有春翔投资 28.33%股权。       

春翼投资系春秋航空和春秋国旅的部分员工为投资春秋航

空而设立的公司，其唯一对外投资为持有公司 2.25%股份，

不从事其他业务。春翼投资第一大股东为王煜（春秋航空总

裁，与王正华为父子关系），持有春翼投资 35.50%股权。       

考虑到春秋国旅的董事中，张秀智董事兼任春秋包机的执行

董事和春翔投资的董事长；王煜董事兼任春翼投资的董事

长；春秋国旅的董事王炜兼任春翼投资的董事、总经理；根

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

春秋国旅、春秋包机、春翔投资和春翼投资构成一致行动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0.94 亿元，同比增长 10.45%。其中航空客运收入 75.76 亿元，占主

营业务收入 98.78%，同比增长 9.10%；航空货运收入 0.94 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 1.22%，同比下

降 2.91%；其他业务收入 4.24 亿元，同比增长 47.82%。全年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3.28

亿元，同比增长 50.18%。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无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无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年度纳入合并范围的主要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 

名称 

主要经营

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春秋文化传媒 上海 上海 广告业 100% - 设立 

商旅通商务 上海 上海 电子商务业 100% - 设立 

春秋飞行培训 上海 上海 培训服务业 100% - 设立 

春华航空地面服

务 

上海 上海 服务业 100% - 设立 



子公司 

名称 

主要经营

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秋实企业管理 上海 上海 服务业 100% - 设立 

香港国际控股 香港 香港 服务业 100% - 设立 

春秋航空新加坡 新加坡 新加坡 服务业 100% - 设立 

春煦信息技术 上海 上海 电子商务业 100% - 设立 

春秋融资租赁 上海 上海 融资租赁业 75% 25% 设立 

小翼信息科技 上海 上海 电子商务业 100% - 设立 

春之翼信息科技 重庆 重庆 电子商务业 100% - 设立 

于 2015年度，因新增设立子公司而新合并的子公司包括： 

本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春秋融资租赁，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000 元。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本公司及本公司之子公司香港国际控股分别完成现金认缴出资人民币 150,000,000 元及人民

币 50,000,000元，剩余注册资本将自春秋融资租赁设立之日起十年内到位。因此，春秋融资租赁

于 2015年度被纳入本集团合并范围。 

于 2015年 7月 27日，本公司以现金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小翼信息科技。 

于 2015年 9月 16日，本公司以现金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春之翼信息科技。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