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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 东航如何化危为机

按：新冠疫情爆发对航空业造成严重冲击，航空公司遭

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4 月 21 日央视财经连线中国东方航

空集团李养民总经理，介绍东航如何积极应对疫情冲击、化

危为机。现将东航全力开展增收节支、危中寻机的有关内容

刊出，供会员单位工作中借鉴参考。

李养民总经理表示，全行业目前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

2 月份一个月亏损 240 亿元左右，其中航空公司亏损 210 亿

元左右。东航也是亏损非常严重。现在不是影响，是一个生

死存亡的时候。原来最早说是冲击比较严重，后来是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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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一个危机的状态。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东航运力投

入下降了 80-90%，每日航班量从 3100-3200 班降到了每天

仅 200-300 多班。当然，航空公司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

地推出多种举措，在“危”中寻“机”，并打造持续的竞争

力。

疫情期间，东航积极做好飞机保养和维护，对飞行员等

专业人员进行训练，总计训练了 13 万人次，保持人才良好

技术状态，为将来长期发展和复工复产以后，保障安全运

行提供基础保障。

东航积极应对疫情冲击，全力开展增收节支。首先，东

航调整了工作计划，如调整飞机、发动机和航材的采购计划，

现金支出在同比情况下得以大量减少。其次，目前东航已经

制定了 397 项增收节支计划，计划节约 30 多亿。比如，收

入方面：销售部门要从政治需要、抗击疫情、长期战略、航

网结构等方面考虑运力调整，避免越飞越亏，坚决削减负边

航班；要预测退票趋势，把握市场情况，平衡公司现金流。

成本方面：各单位要清晰各项成本的驱动因素，管控有手段、

有抓手，努力达到节减成本、提升效率的目标。各部门制定

的措施清单要明确具体目标、责任人、时间表，抓紧落实，

梳理增收节支实施方案。各项成本费用支出以及相关投资计

划，不必要的考虑取消，可以推迟的考虑推迟。航班编排：

梳理飞发维修合同，结合引进飞机的三种不同方式(自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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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经营性租赁)，研判各飞机运行成本，提供运行

成本较低飞机机号，匹配相应航线，使编排的航班更加科学

合理。机务方面：一是机务要在航班计划调整架构下具体到

机号安排生产，做好成本优化；二是争取供应商支持，缓解

眼下压力；三是减价、减库存、减订单；四是控制好市场运

力投放和维修计划，把故障多的飞机，尤其是大飞机，集中

安排维修，为旺季做准备。营销方面：一是优化航班；二是

与财务、机务配合，做好精细化效益管控；三是根据市场情

况，在大线、快线和主商务线上敢于逆势而上，将国内原 10

条商务大线扩展到 30 条。地服方面：梳理已签署的与地服

相关合同，争取候机楼柜台，贵宾室，业务用房租赁费用等

方面的减免。财会方面：落实和争取国家和各地区有关疫情

的优惠政策，加强每日经营情况分析，做好公司增收节支项

目及效果汇总，采取一周两报制度，能用数据说话的用数据，

需用实例的用实例。

再者，东航积极拓展市场营销，在危机中争取了更多的

业务发展机会。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方面，积极推动复工复

产。当前复工复产时期，东航的航班已经恢复到每天 800 至

900 班，回升到大概 30%左右，主要是根据市场需求做了一

些努力。东航是全行业首家推出复工复产包机的公司，目前

完成了将近 200 架次的任务。李养民总经理表示，帮助企业

复工也是帮助航空公司自己，有航班飞公司才会有现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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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东航积极推动“客改货”运营，促进发挥产能优

势，向国外输出防疫医疗物资。疫情期间，东航改装了 6 架

客机，与 9 架全货机一起执行了约 1800 多班货运航班，向

全球各地运送疫情防控物资。对于东航，两个通道一直是打

开的。一是生命救助的绿色通道，在疫情防控当中一直是打

开的；二是物资援助的国内、国际通道，一直保持绿色通道

是畅通的，这样的话才能真正解决疫情防控，同时解决企业

在此期间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企业的基本生存需求。第三个方

面，由于航班大幅减少以及防疫需求，航空餐食的需求大幅

减少，东方航食公司在海关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帮助下，拿

到了地面的食品生产许可，每天可提供 4至 5万份地面餐食。

餐食的品质、包装与航空餐食是一致的，且符合疫情防控要

求。不仅激活企业，也为疫情防控做了一些努力和贡献。此

外，东航密切关注国外一些政府相继对航空业提出的救助计

划，并积极推进中央及地方政府发布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的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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