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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 

《关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主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德师报(函)字(23)第 Q01713 号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接受委托，对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期间、2021 年度、2020 年度及 2019 年度的财

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并于 2022 年 10 月 31 日出具了德师报(审)字(22)第 S00476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对发行人 2022 年度、2021 年度及 2020 年度的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并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出具了德

师报(审)字(23)第 S00119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对发行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期间、2022 年

度、2021 年度及 2020 年度的财务报表执行了审计工作，并于 2023 年 9 月 19 日出具了德师报(审)字(23)第

S00530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这些财务报表的编制及公允列报是发行人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

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上述财务报表整体发表意见。我们的审计是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进行的。 

 

此外，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阅准则第 2101 号——财务报表审阅》的规定，对公司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执行了审阅工作，并于 2023 年 6 月 1 日出具了德师报(阅)字(23)第 R00028

号无保留意见审阅报告；对公司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执行了审阅工作，并于 2023

年 8 月 1 日出具了德师报(阅)字(23)第 R00033 号无保留意见审阅报告；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

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的规定，对公司 2023 年度的盈利预测报告执行了审核工作，并

于 2023 年 8 月 1 日出具了德师报(核)字(23)第 E00293 号审核报告。 

 

我们于 2023 年 9 月 8 日收到了公司转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3] 110178 号) (以下简称“审核问

询函”)。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和公司的相关说明，基于我们已执行的审计、审阅以及审核工作，我们对审

核问询函中涉及申报会计师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除非特殊指明，以下内容中所使用的词语含义与《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一致，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财务报表口径的财务

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本回复中部分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的原因而与相关单项数据的运

算结果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陆京泽 

 (项目合伙人) 

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郭静 

 (项目合伙人) 

 

 

                                                                 202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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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 关于期后业绩情况 

申报材料及审核问询回复显示，2023 年 1-6 月，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605,379.90 万元，同比

下降 55.3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42,816.90 万元，同比下降 79.39%；根据发行人预计，

2023 年实现营业收入 1,388,632.30 万元，同比下降 39.0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06,046.60

万元，同比下降 65.15%。 

请发行人： 

（1）结合 2023 年以来物流运输行业整体市场变化情况、主要客户需求变化、同行业公司运力

变化、国际国内货运单价及运力投入变化等，进一步说明期后业绩出现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对业绩稳定性以及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2）结合同行业公司 2023 年 1-6 月主要财务数据以及实际经营情况，进一步说明期后业绩下

滑是否符合行业特点；量化分析与东航物流相比，发行人期后业绩下滑比例相对较大的原因及合理

性。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并进一步完善关于期后业绩下滑的重大风险提示。 

一、发行人说明 

（一）结合 2023年以来物流运输行业整体市场变化情况、主要客户需求变化、同行业公司运

力变化、国际国内货运单价及运力投入变化等，进一步说明期后业绩出现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

性，对业绩稳定性以及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2020-2022 年，发行人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82.51 亿元、239.58 亿元和 227.85 亿元，分别实现

归母净利润 32.89 亿元、43.03 亿元和 30.81 亿元，发行人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规模较大。2023

年 1-6 月，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60.54 亿元，同比下降 55.30%，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4.28 亿

元，同比下降 79.39%，归母净利润为 4.73 亿元，同比下降 77.43%。整体来看，主要系 2020-2022

年期间，航空货运行业外部经营环境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供需关系暂时性失衡，市场强劲增长，

运价大幅上涨，系行业整体利好的趋势性变化。2023 年以来，航空货运市场逐步恢复常态化运营，

发行人的经营业绩相比于行业运行的景气高点，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系外部经营环境客观变化所

导致。 

根据加快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需要，航空货运

物流在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方面，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有着良好的发

展前景。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进出口贸易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工

业制造与消费升级、跨境电商的强劲增长、“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持续提升，为航空货运物流提供

了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发行人通过把握市场机遇、加强核心能力建设、持续完善公司管理提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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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运用效率，秉承稳健经营的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 

1、2020-2022 年，供需关系暂时性失衡，航空货运市场景气度较高 

2020 年以来，因客机腹舱运力减少、海运港口停摆、铁路运输网络遭受冲击等因素，全球范

围内供应链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作为世界生产基地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高附加值产品如电

子设备、医药物资等对运输安全、时效、稳定性有严格要求的货物更多选择航空途径，航空货运市

场运价大涨，市场强劲增长，国货航及同行业公司过去三年经营业绩均大幅提升，该期间系航空货

运行业运行的景气高点。 

（1）客机航班停飞，航空运力供给紧张 

2020 年开始，全球范围内国际客机航班基本暂停，国内客机航班亦受严重影响，导致客机腹

舱运力骤减。2020 年 2 月起近半年时间里全球航空可用货运吨公里较 2019 年同期大幅下降，航空

运力供给紧张，航空运价因此大幅增长。 

 

注：数据来源于 IATA（国际航空运输协会），以 2012 年同期可供货邮运输周转量为基准值 

（2）集装箱运力失衡，电子设备、医疗物资运输需求突增，航空运力需求大增 

2020 年下半年起，港口工人及司机大幅减少，导致全球集装箱运力失衡，欧美多港口出现拥

堵，港口集装箱严重不足，集装箱航运运力紧张、价格高涨，进而导致部分海运需求转向航空运输，

2020-2022 年，航空运价与海运价格联动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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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3）供需关系暂时性失衡，航空运价过去三年处于阶段性高位 

如前所述，航空货运行业供需关系暂时性失衡，航空货运价格 2020-2022 年处于阶段性高位，

国货航、同行业可比公司以及行业平均价格趋势均保持一致。 

 

注：（1）东航物流 2017-2020 年运价来自于招股说明书，2021-2022 数据以中国东航（600115）的客机货运

运价列示；（2）南航物流数据以南方航空（600029）的货运运价列示；（3）行业平均价格来自 IATA（国际航

空运输协会），其统计价格为每张货票平均单票价格，计量单位与此处三大航列示的吨公里运价有所不同，但代

表的运价变动趋势相同 

2、2023 年开始，航空货运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国货航经营业绩相应下降 

2023 年开始，随着客机航班的逐步恢复开通，航空货运运力供给逐步增加。此外，受全球经

济增速放缓、欧美国家通胀水平居高不下等因素影响，航空货运需求端同比有所下降，主要客户的

货运量亦有所下降，且 2020-2022 年期间出现的港口拥堵、海运运价暴涨、集装箱短缺等问题亦于

2022 年下半年逐步解决。整体来看，行业内供需关系逐步平衡，航空货运市场逐步回归常态，货

运价格逐步恢复稳态，国货航经营业绩相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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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货运单价 2023 年以来由阶段性高点逐步恢复稳态 

从航空运价来看，2020-2022 年，国货航与可比公司及行业平均运价均出现大幅上涨。2023 年

1-6 月，如前所述，随着航空货运市场逐步回归常态，国货航及可比公司运价均出现下降。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2021 年度 2022 年 
2023 年 

1-6 月 

国货航 

（元/吨公里） 
1.37 1.45 1.42 2.46 2.66 2.71 1.65 

东航物流 

（元/吨公里） 
1.33 1.45 1.28 2.20 2.45 2.98 1.57 

南航物流 

（元/吨公里） 
1.30 1.33 1.27 2.27 2.58 2.83 1.96 

行业平均单票价格

（万元） 
1.27 1.35 1.16 2.21 2.56 2.72 / 

注：（1）东航物流 2017-2020 年运价来自于招股说明书，2021-2023 年 1-6 月运价以中国东航（600115）的客机

货运运价列示(不包括东航物流的全货机)（2）南航物流数据以南方航空（600029）的货运运价列示（3）行业平

均价格来自 IATA（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其统计价格为每张货票平均单票价格，计量单位与此处三大航列示的

吨公里运价有所不同，但代表的运价变动趋势相同 

2023 年 1-6 月，国货航及可比公司航空运价仍然高于 2017-2019 年三年期间航空运价，主要

系经过 2020-2022 年特殊期间，全球供应链紧缺和欧美通胀背景下，中国跨境电商产品逐步获得欧

美等地区消费者青睐，中国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为航空货运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点。根据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3 上半年，我国跨境电

商进出口额达 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其中，跨境电商货物进出口规模占外贸比重由 5 年前的

不足 1%上升到 5%左右。跨境电商的高速发展对航空货运价格稳定形成了较好支撑。 

（2）货运生产量基本保持稳定 

从发行人自身经营状况来看，其生产量相对稳定，同行可比公司及行业总计的生产量亦保持稳

定，表明公司自身经营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单位：货邮周转量（亿吨公里） 

年度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6 月 

国货航 69.50 73.11 67.53 61.18 70.17 61.66 25.24  

东航物流 53.96 53.93 57.05 47.78 65.54 57.44 31.13 

南航物流 70.09 75.33 75.83 72.55 77.11 73.87 36.71 

行业总计 243.55 262.5 263.2 240.2 278.16 254.10 126.50 

注：行业数据来源于中国民用航空局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告；可比公司数据来自于定期报告 

如上表所示，2017-2022 年，由于国货航机队规模保持不变，代表生产量水平的货邮周转量亦

保持稳定，部分年份由于货源或者航线结构略有调整，随市场变化会有小幅波动。同时，可比公司

及行业总计的货邮周转量也基本稳定。 

综上所述，2020-2022 年，发行人经营业绩大幅提升主要系航空运价随着供需关系的变化大幅

增加所致。随着航空货运行业逐步恢复常态化运行，航空运价由阶段性高点逐步恢复稳态，导致公

司 2023 年期后业绩出现大幅下降，系行业真实情况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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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述情况对公司业绩稳定性以及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1）发行人核心运营指标持续改善 

公司是以航空货运业务为核心，并向航空货运产业链两端延伸的综合物流服务商。因此，航空

货运的核心运营指标能真实的反应公司的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2023 年二季度以来，公司航空货

运业务主要运营指标有所改善，公司全货机收入环比提升 2.96%，成本端环比下降 1.73%；日利用

率环比提升 3.10%，运力投入环比提升 9.00%，货邮周转量环比提升 4.53%；运价由 1.76 元略下降

至 1.74 元，基本维持稳定；单位成本由 1.50 元下降至 1.41 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3 年二季度 2023 年一季度 环比变动比例 

收入（万元） 152,700.93 148,309.37 2.96% 

成本（万元） 124,381.46 126,575.79 -1.73% 

飞行小时数（时） 14,601.90 13,785.02 5.93% 

日利用率（时） 13.30 12.90 3.10% 

运力投入（亿吨公里） 11.95 10.96 9.00% 

货邮周转量（亿吨公里） 8.80 8.42 4.53% 

吨公里收入（元） 1.74 1.76 -1.50% 

吨公里成本（元） 1.41 1.50 -5.99% 

同时，航空货运行业核心指标也持续改善。根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月度运营数据，航空货运行

业的货邮周转量在经历 2023 年初始的大幅回落后，后续亦逐步进入持续好转的态势，具体如下表

所示： 

单位：亿吨公里 

项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货邮周转量 18.6 17.9 21.7 21.5 23.1 23.8 

其中：国内航线 5.1 4.3 5.2 5.2 5.7 6.6 

国际航线 13.5 13.6 16.5 16.3 17.4 17.2 

累计同比增幅（%） -24.8 -16.7 -14.1 -7.7 -5.1 -3.4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民航局发布的月度运营数据 

从 2023 年 1 月开始至 6 月末，民航业货邮周转量同比降幅持续收窄，累计同比降幅由 24.8%

缩减至 3.4%，其中国内航线由于较早较快的放开，其货邮周转量 1-6 月份累计已经实现同比 20.1%

的增长；而国际航线处于持续的恢复中，其货邮周转量累计同比降幅也由 25.4%进一步缩减至 9.5%。

整体而言，航空货运行业从运量来看，处于持续好转态势。 

 

 

（2）发行人二季度盈利指标持续向好 

单位：万元 

指标 2023 年二季度 2023 年一季度 环比变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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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325,864.99 279,514.91 16.58% 

利润总额 43,484.76 21,456.10 102.67% 

归母净利润 31,802.79 15,515.62 104.97% 

综合毛利率 13.56% 9.37% 44.69% 

注：综合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归母净利润以及综合毛利率等核心财务指标环比均

大幅增长。其中，利润总额、归母净利润分别环比增长 102.67%以及 104.97%。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2023 年二季度 2023 年一季度 环比变动比例 

航空板块 223,197.64 193,070.21 15.60% 

    其中：全货机 152,700.93 148,309.37 2.96% 

        客机货运 70,496.71 44,760.83 57.50% 

航空货站 28,455.62 24,854.96 14.49% 

综合物流 72,148.83 59,570.03 21.12% 

 

单位：万元 

毛利 2023 年二季度 2023 年一季度 环比变动比例 

航空板块 35,704.89 26,912.93 32.67% 

    其中：全货机 28,319.47 21,733.58 30.30% 

        客机货运 7,385.42 5,179.34 42.59% 

航空货站 -631.61 -4,787.50 -86.81% 

综合物流 7,425.59 2,436.58 204.75% 

如上表所示，分业务板块来看，发行人各板块收入和毛利均环比增加，表明发行人盈利能力整

体持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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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航空货运业常态化运营后，国货航预计盈利能力保持稳健状态 

2017-2022 年国货航和东航物流的净利润以及扣除汇率影响后的净利润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 

年度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1-6 月 

国货航  

净利润 11.05 3.93 4.63 32.92 43.05 30.84 4.73 

汇兑损失（收益） -4.09 2.19 0.59 -1.61 0.06 0.42 -0.13 

扣除汇兑损失后净利润 6.96 6.13 5.23 31.31 43.12 31.25 4.61 

综合毛利率 10.75% 9.88% 8.67% 25.30% 25.93% 20.25% 11.62% 

东航物流  

净利润 7.11 11.09 8.21 27.24 42.13 42.91 14.70 

汇兑损失（收益） -0.62 0.43 0.22 -0.38 0.08 2.02 1.48 

扣除汇兑损失后净利润 6.49 11.52 8.43 26.85 42.21 44.93 16.18 

综合毛利率 20.88% 17.02% 13.24% 26.94% 27.79% 27.72% 24.18% 

注：东航物流数据来自于其招股说明书及定期报告；综合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2020 年以来，因客机腹舱运力减少、海运港口停摆、铁路运输网络遭受冲击等因素，全球范

围内供应链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作为世界生产基地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高附加值产品如电

子设备、医药物资等对运输安全、时效、稳定性有严格要求的货物更多选择航空途径，航空货运市

场运价大涨，市场强劲增长，使得 2020-2022 年国货航及东航物流的盈利能力均大幅提升。 

假设不考虑 2020 年以来特殊背景下的行业增长，国货航 2017-2019 年扣除汇率影响后的净利

润分别为 6.96 亿元、6.13 亿元以及 5.23 亿元，扣除汇率影响主要系公司 2017-2019 年存在较大金

额的飞机租赁外币负债，导致其汇兑损益随着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而变动较大。2022 年年末，

公司已提前偿还飞机租赁外币负债，因此后续在人民币汇率没有剧烈波动的情况下，预计不会有较

大规模的汇兑损益。可以看出，国货航在 2017-2019 年仍保持较高的盈利水平。 

此外，2017-2018 年，国货航仍处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前期阶段，尚未完成对综合物流业务的整

合。随着国货航混改的深入推进，航空运力规模逐步增加，机队结构持续优化，综合物流业务板块

地面网络资源以及航空货站的双重协同充分发挥，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预计会优于 2017-2018 年

期间盈利能力。 

对于可比公司东航物流，亦可以看出其在 2017-2019 年扣除汇率影响后的净利润为 6.49-11.52

亿元之间，亦远低于 2020-2022 年的 26.85-44.93 亿元。 

（4）未来业绩的合理预计 

公司以历史期间的经营情况为基础，基于预测期内的市场供需变化、运价以及运力投入变化、

各项成本要素变化等因素，编制了 2023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该盈利预测报告是公司管理层在最佳

估计假设基础上编制的，但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应谨慎使用。公司提示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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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盈利预测报告及审核报告全文。 

公司编制的 2023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出具了

《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23）第 E00293 号）。公司 2023 年盈利预测主要财务指标对比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6月 

已审数 

2023年 7-12月

预测数 

2023年度预测

合计数 

2022年度 

已审数 
同比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605,379.90 783,252.40 1,388,632.30 2,278,450.01 -39.05% 

营业成本 535,020.83 679,810.18 1,214,831.01 1,817,022.23 -33.14% 

利润总额 64,940.87 84,574.70 149,515.56 415,138.18 -63.9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47,318.41 63,530.47 110,848.89 308,132.37 -64.0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42,816.90 63,229.70 106,046.60 304,283.32 -65.15% 

如上表所示，公司 2023 年预测营业收入为 1,388,632.30 万元，预计同比下降 39.05%；预测归

母净利润为 110,848.89 万元，预计同比下降 64.03%。随着航空货运行业自 2023 年二季度以来运价

企稳，运量逐步回升，叠加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系航空货运行业的传统旺季，公司盈利能力亦持续

改善，预计全年的业绩降幅显著小于上半年降幅。 

综上所述，受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发行人及同行业公司在 2020 年-2022 年盈利能力明显上升，

2023 年开始随着行业内供需关系逐步平衡，发行人及同行业公司盈利能力有所下降，发行人 2023

年期后业绩系不存在阶段性外部因素影响下的正常水平，符合航空货运行业的阶段性发展特点。公

司将在航空货运行业逐渐恢复至常态化运营后进一步提升运营能力，秉持稳健经营的整体原则。总

体而言，上述情况对发行人长期业绩稳定性以及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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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合同行业公司 2023 年 1-6 月主要财务数据以及实际经营情况，进一步说明期后业绩

下滑是否符合行业特点；量化分析与东航物流相比，发行人期后业绩下滑比例相对较大的原因及

合理性。 

1、发行人与同行业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以及实际经营情况对比，进一步说明期后业绩下滑是

否符合行业特点 

2023 年 1-6 月，发行人与可比公司东航物流、南航物流的主要财务数据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国货航 东航物流 南航物流 

金额 同比变动 金额 同比变动 金额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605,379.90 -55.30% 937,558.20 -19.22% 
7,798 

（百万元） 
-33.12% 

主营业务收入 601,297.28 -55.44% 937,224.66 -19.20% / / 

其中：航空货运 416,267.85 -57.90% 452,788.54 -35.29% / / 

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131,718.86 -56.65% 367,758.98 4.86% / / 

航空货站服务 53,310.58 -6.40% 116,677.14 6.49% / /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7,318.41 -77.43% 127,150.44 -40.11% 
1,258 

（百万元） 
-52.42% 

注：东航物流数据来源于定期报告；南航物流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数据来源于南方航空定期报告中对该公司盈利

情况的描述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及可比公司 2023 年 1-6 月营业收入分别同比下降 55.30%、19.22%以及

33.12%；归母净利润分别同比下降 77.43%、40.11%以及 52.42%。发行人及可比公司 2023 年 1-6 月

的主要财务数据均出现较大幅度下滑，整体趋势与前述行业变动趋势保持一致。 

2、量化分析与东航物流相比，发行人期后业绩下滑比例相对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1）航空货运业务 

2023 年 1-6 月，发行人航空货运业务收入为 416,267.85 万元，同比下降 57.90%。公司的航空

货运业务收入以国际航线为主，其收入下降一方面受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欧美国家通胀水平居高不

下等因素影响，海外市场消费需求减弱，航空货运需求端有所下降，导致航空运价从高位逐渐回落，

全货机收入相应同比下降 27.13%；另一方面在客机航班逐步恢复后，作为临时性运力投入的客机

货班运力投入方式逐步退出市场，相应客机货班收入同比下降 98.15%。具体量化分析如下： 

1）全货机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变动比例 

全货机运输收入（亿元） 30.10 41.31 -27.13% 

货邮周转量（亿吨公里） 17.22 15.95 7.97% 

吨公里收入（元） 1.75 2.59 -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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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表所示，对于全货机货运业务，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欧美国家通胀水平居高不下等因素

影响，海外市场消费需求下降，航空货运需求端有所下降，导致航空货运价逐步从高位回落，吨公

里收入由 2.59 元降至 1.75 元，同比下降 32.51%。同时，公司在今年一季度引进一架 B777 远程全

货机，增加机队规模的同时，加强货源组织以及运力投放，继续保持较高的飞机利用率，从而带动

产出增加，使得全货机货邮周转量由 15.95 亿吨公里增加至 17.22 亿吨公里，同比增加 7.97%。因

此，公司全货机业务收入同比下降主要系运价高位回落所致。 

2）客机货运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变动比例 

客机货运收入（亿元） 11.53 57.57  -79.98%  

其中：客机腹舱 10.63 9.17 15.89% 

客机货班 0.90 48.39 -98.15% 

货邮周转量（亿吨公里） 8.02 19.48 -58.84% 

其中：客机腹舱 7.74 3.26 137.30% 

客机货班 0.28 16.22 -98.27% 

吨公里收入（元） 1.44 2.96 -51.36%  

2023 年 1-6 月，公司客机货运业务收入为 11.53 亿元，同比下降 79.98%。其中，客机腹舱收

入同比增加 15.89%，而客机货班收入同比下降 98.15%，具体分析如下： 

对于客机腹舱，由于国内客机航班逐步恢复，其货邮周转量同比增长 137.30%，收入相应同比

上升 15.89%；对于客机货班，其货邮周转量同比下降 98.27%，收入同比下降 98.15%，主要系客机

货班是为了解决 2020 年以来，客机航班大量停飞导致的航空货运行业结构性运力短缺而临时采取

的补充运力措施，在 2023 年客机航班逐步恢复以及航空货运供需关系出现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客

机货班的临时性运力投入逐步退出市场。 

与此同时，客机货运的吨公里收入由 2.96 元下降至 1.44 元，同比下降 51.36% ，运价的下降

以及客机货班运力投入的大幅减少综合导致了公司客机货运业务收入同比大幅下降。 

 

3）与东航物流对比分析 

2023 年 1-6 月，国货航的航空货运业务收入为 416,267.85 万元，下降幅度为 57.90%；东航物

流航空货运业务收入为 452,788.54 万元，下降幅度为 35.29%。国货航航空货运业务收入降幅大于

东航物流主要系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是东航物流的全货机同期引入数量多于国货航。截至 2023 年 6 月末，东航物流在册宽体全

货机 17 架，相比于其 2022 年 6 月末的 12 架，净增 5 架宽体全货机；而国货航全货机主要在 2023

年至 2025 年期间引入到位，其 2023 年 6 月末在册执飞的宽体全货机 12 架，相比于 2022 年 6 月

末的 15 架（其中 11 架宽体机以及 4 架窄体机），仅净增 1 架宽体全货机，同时 4 架窄体机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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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具体变化数量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2022 年 1-6 月末 2023 年 1-6 月末 净增数量 

国货航 11 架宽体机、4 架窄体机 12 架宽体机 
增加 1 架宽体机、4 架窄体机

陆续退役 

东航物流 12 架宽体机 17 架宽体机 增加 5 架宽体机 

注：东航物流数据来自于其 2023 年半年度报告 

2023 年 1-6 月，国货航与东航物流全货机主要经营数据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国货航 东航物流 

金额 同比变动 金额 同比变动 

货邮周转量（亿吨公里） 25.24 -28.76% 31.13 13.82% 

其中：全货机 17.22 7.97% 21.68 48.02% 

客机货运 8.02 -58.84% 9.45 -25.60% 

全货机日利用小时 12.95 24.28% 12.11 8.51% 

全货机载运率 75.16% 
降低 0.9 个百分

点 
82.75% 

降低 1.64 个百分

点 

注：东航物流货运货邮周转量来自于中国东航、东航物流 2023 年半年度及 2022 年半年度报告，部分数据系计算

而得 

如上表所示，国货航和东航物流在引入全货机时间周期上有所差异。东航物流自 2022 年初开

始逐步引入数架全货机，形成了一定的机队规模优势，其全货机货邮周转量同比增加 48.02%，大

于国货航 7.97%的同比增幅。机队规模的增加使得东航物流全货机货邮周转量增长较大，部分抵消

了航空货运价格下降带来的不利影响。 

对此，国货航将在 2023 年一季度已经引入 1 架宽体全货机的基础上，自 2023 年下半年至 2025

年继续引入 12 架宽体全货机，逐步增加机队规模以及优化机队结构，提升航空货运收入的增量及

质量。 

二是国货航客机货运的运力投入大幅减少。国货航和东航物流客机货运的运营数据如下表所

示： 

项目 
国货航 东航物流 

2023 年 1-6 月 同比变动 2023 年 1-6 月 同比变动 

客机货运收入（亿元） 11.53 -79.98% 16.46 -59.26% 

其中：客机腹舱 10.63 15.89% 未披露 未披露 

客机货班 0.90 -98.15% 未披露 未披露 

客机货运运输总周转量 

（亿吨公里） 
8.02 -58.84% 9.45 -25.60% 

其中：客机腹舱 7.74 137.30% 未披露 未披露 

客机货班 0.28 -98.27% 未披露 未披露 

注：东航物流客机货运货邮周转量来自于中国东航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客机货运收入来自于其 2023 年半年度报告 

如上表所示，由于客机货班系国货航在特殊时期首创的用于临时补充航空运力的方式，运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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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也相对较大。在 2023 年客机航班逐步恢复以及航空货运供需关系出现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客机

货班逐步退出市场，其客机货班运输总周转量下降 98.27%。虽然客机腹舱运输总周转量同比增加

137.30%，但由于国际航班尚未完全恢复，其客机腹舱运输总周转量远未达到 2020 年以前的水平。

因此整体来看，公司客机货运运输总周转量仍同比下降 58.84%，下降幅度大于东航物流的 25.60%；

公司客机货运收入同比下降 79.98%，下降幅度大于东航物流的 59.26%。未来，随着国际客机航班

的逐渐恢复，预计国货航客机货运收入将会相应提升。 

（2）综合物流业务 

2023 年 1-6 月，公司综合物流解决方案收入为 131,718.86 万元，同比下降 56.65%，主要系公

司综合物流解决方案以航空运输为核心环节，并向两端延伸。随着航空货运市场逐步常态化运营，

公司综合物流服务价格亦相应减少，其量价波动水平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同比变动 

收入（万元） 131,718.86 303,826.91 -56.65% 

货邮运输量（万吨） 10.75 12.38 -13.19% 

服务单价（万元/吨） 1.23 2.45 -50.06% 

如上表所示，2023 年 1-6 月，公司综合物流业务货邮运输量为 10.75 万吨，相比于 2022 年 1-

6 月的 12.38 万吨，同比下降 13.19%；同时，服务单价由 2.45 万元/吨，下降至 1.23 万元/吨，同比

下降 50.06%。上述量价的下降导致综合物流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56.65%。 

国货航综合物流业务收入 2023 年 1-6 月同比下降 56.65%，东航物流同比略增加 4.86%，原因

系国货航该业务板块主要客户系高附加值的电子产品品牌商等，随着海运等运输方式的逐渐恢复，

叠加上半年非电子产品的传统消费旺季以及新品发布期，上述客户对航空运输及时性服务需求暂

时性减少，导致收入同比下降。与东航物流相比，根据其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披露，其综合物流业

务主要包括跨境电商解决方案、产地直达解决方案、同业项目供应链、定制化物流解决方案，其主

要服务货种及客户结构可能和国货航有较大差异。因此，在服务价格整体下降的情况下，双方客户

结构以及货量种类的不同，可能导致收入趋势不同。 

3、归母净利润分析 

1）国货航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分析 

2023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为 605,379.90 万元，同比下降 55.30%，归母净利润为 47,318.41

万元，同比下降 77.43%。如前分析，收入端主要系航空货运行业逐渐恢复至常态化运营后相应有

所下降；从成本端来看，公司主要变动成本航油费受采购单价下降影响，同比下降 1.78%，而其他

主要成本如人工、折旧以及起降成本由于运力投入、航线结构变动等因素影响有所增加，使得营业

成本同比仅下降 48.91%，其下降幅度小于收入下降幅度。同时，公司 2023 年 1-6 月期间费用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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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 15.84%，综合使得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至 77.43%，高于收入下降幅度。 

公司营业成本总额按成本类型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成本类别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金额 占比 同比变动 金额 占比 

客机货运经营支出 109,106.56 20.39% -82.79% 633,856.87 60.52% 

航油成本 144,708.31 27.05% -1.78% 147,334.72 14.07% 

人工成本 83,669.29 15.64% 1.62% 82,336.48 7.86% 

折旧成本 45,011.44 8.41% 7.21% 41,986.01 4.01% 

采购物流服务成本 51,769.36 9.68% -22.55% 66,840.24 6.38% 

起降成本 46,665.61 8.72% 25.73% 37,114.27 3.54% 

飞发维修费 10,275.94 1.92% 35.73% 7,570.62 0.72% 

其他 43,814.32 8.19% 44.86% 30,246.43 2.89% 

合计 535,020.83 100.00% -48.91% 1,047,285.64 100.00% 

公司最主要变动成本航油费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同比变动 

航油费（万元） 144,708.31 147,334.72 -1.78% 

航油采购量（万吨） 22.63 21.82 3.75% 

采购均价（元/吨） 6,393.28 6,753.26 -5.33% 

 

公司期间费用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类别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同比变动 

销售费用 15,599.64 16,378.84 -4.76% 

管理费用 17,427.13 16,379.30 6.40% 

财务费用 -5,890.27 -515.05 1,043.63% 

合计 27,136.49 32,243.09 -15.84% 

如上表所示，2023年1-6月，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基本保持稳定；财务费用同比降低5,375.22

万元，主要系公司以美元计价的货币性项目受美元汇率波动影响所致。 

2）与东航物流对比分析 

国货航 2023 年 1-6 月归母净利润为 47,318.41 万元，同比下降 77.43%，东航物流同期归母净

利润为 127,150.44 万元，同比下降 40.11%。 

收入端分析如前所述，由于全货机引入周期不同、客机货运运力投入结构不同等因素，导致在

航空运价整体下行的背景下，国货航收入降幅大于东航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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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本端来看，2023 年 1-6 月，国货航营业成本中航油费、人工及折旧等主要成本与收入非

线性下降，东航物流亦是如此。因此，东航物流在收入规模大于国货航的情况下，可以形成一定的

规模优势，降低固定成本的摊薄作用，导致其归母净利润下降幅度低于国货航。 

此外，对于航空货站业务而言，东航物流主要航空货站位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系中国最大

的航空货运机场，货邮吞吐量排名常年位于国内第一，是东航物流净利润的重要来源。国货航主

要航空货站位于北京、成都等地，货邮处理量不及东航物流，亦导致双方航空货站的盈利能力在

客运航班未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出现较大差异。 

同时，由于国货航 2021 年 7 月启用了成都天府机场货站，受外部综合因素影响，至 2023 年 3

月才大规模投入使用，期间相应折旧及人工成本亦对国货航净利润造成不利影响。2023 年 1-6 月，

东航物流地面综合服务实现毛利 42,538.07 万元，国货航货站业务实现毛利-5,419.11 万元，亦加大

了双方归母净利润的差异。 

根据四川省政府对成都天府机场的规划建设方案及发展定位，成都天府机场将逐步建设发展

为世界级机场群核心枢纽，并逐步带动航空物流等相关产业规模扩大。随着成都天府机场货站常态

化运营，预计会给公司盈利能力带来增量。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一）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 

1、与发行人管理层、财务部及各业务板块相关人员等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 2023 年 1-6 月各

类细分业务营业收入以及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2、查阅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2023 年 6 月份运营数据公告等，并与发行人相

关数据进行对比，了解发行人 2023 年 1-6 月的营业收入以及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幅度大于同行业

可比公司的原因及合理性； 

3、与发行人管理层、财务部及各业务板块相关人员等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结合主要经营模

式及核心运营指标变化、历史业绩情况、未来业绩的合理预计等对 2023 年度业绩预计的合理性说

明； 

4、获取发行人管理层编制的 2023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

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的相关规定执行审核程序并出具审核报告。 

（二）申报会计师核查结论 

基于对发行人 2020-2022 年度、2022 年 1 至 6 月及 2023 年 1 至 6 月财务报表审计、2023 年

度盈利预测审核以及上述核查程序，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受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发行人及同行业公司在 2020-2022 年盈利能力明显上升，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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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随着行业内供需关系逐步平衡，发行人及同行业公司盈利能力有所下降，系不存在阶段性外部

因素影响下的正常水平，符合行业特点。依据对发行人 2023 年度盈利预测的审核工作，发行人关

于长期而言上述情况不会对其业绩稳定性以及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分析具有合理性。

（2）发行人及同行业公司 2023 年 1-6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均出现下滑趋势，系行业情况的真实反

映。发行人关于与东航物流业绩相比下降趋势较大的原因进行的量化分析具有合理性。（3）发行

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二节 概览”之“一、重大事项提示”之“（一）特别风险因素”之“1、经

营业绩下滑的风险”中进一步完善了关于期后业绩下滑的重大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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