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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勇自任职以来，在领导

公司董事会、制定公司战略、推动

公司持续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8 月 13 日，中国东

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东航”，600115.SH）发布公

告称，因退职原因，刘绍勇向公司

董事会请辞董事长、董事、董事会

提名与薪酬委员会主席、委员等

职务。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采访中

了解到，早在7月23日，中国东方航

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航

集团”）已召开会议，宣布中组部关

于公司董事长刘绍勇退职（不退

休）的决定。

时间拨回到 13 年前的 2008 年

12 月 12 日。当天上午还是中国

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航集团”）总经理、中国南

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方航空”，600029.SH）董事长

的刘绍勇，下午出任东航集团总

经理、党组副书记和中国东航候

任董事长。

此后，刘绍勇分别自 2009 年 2

月和2016年12月接任中国东航董

事长和东航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

职务。自此，“民航老兵”刘绍勇肩

负起带领东航集团和中国东航改

革发展的重任。

在此期间，东航集团旗下的东

方航空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航物流”，601156.SH）顺利完

成了混改，创新性地引入联想控股

和普洛斯等非国有资本，并最终在

2021 年上市，成为“航空混改第一

股”。中国东航也在刘绍勇的带领

下，顺利完成了与上海航空的重

组，打赢了生存、发展、扬名“三场

战役”，最终成功扭亏为盈。

“混改是为了让国企在改革中

能够增加竞争力和活力，混合的目

的是为企业打造一个符合现代企

业治理的，有竞争力和创新力的治

理体系。”对于混改的目的，刘绍勇

直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就是要培育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在“领航”东航集团13年后，如

今 64 岁的刘绍勇已正式“毕业”。

从临危受命，到大胆改革，整个东

航集团都深深烙下了刘绍勇敢闯

敢干的印记。

“民航老兵”刘绍勇的东航13年

临危受命扭亏为盈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刘绍勇

也一直在思考着行业发展的重点

与难点。

航空物流一直被刘绍勇所关

注。除了推动东航物流成功混改并

上市外，他还注意到，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国际航空货运“进不来”“出

不去”的矛盾凸显，航空物流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与中国在

全球产业链中“世界工厂”地位不匹

配，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供应

链稳定中仍有较大差距。

对于我国航空物流未来发展问

题，刘绍勇建议打造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世界一流航空物流企业，以国

有货运航空公司为基础，组建航空

物流龙头企业。

具体而言，可概括为“三步走战

略”：第一步，推动国有航空货运业

务整合，组建大型航空物流公司，同

时机场回归公共服务提供者角色，

退出其货运业务；第二步，推动国有

和民营航空货运公司重组，发挥各

自优势，做强做优做大；第三步，推

动空铁、空地、空海多式物流联运，

形成大物流发展格局。

“好飞机是造出来的，也是飞

出来的。”国产民机也是刘绍勇多

年如一日聚焦的领域。他提出，

我国国产民机正进入规模化商业

运营时代，把国产民机运营好意

义重大，应全力支持国产民机运

营发展。

记者梳理发现，2016 年 6 月 28

日，国产支线ARJ21飞机正式开始

商业运营。2017 年 5 月 5 日，国产

大飞机C919成功首飞，标志着中国

“大飞机梦”取得历史性突破。2020

年 2 月，中国东航全资设立的一二

三航空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国产

ARJ21飞机正式投入运营并提供公

务机包机服务；2021年3月1日，中

国东航与中国商飞公司签署 C919

大型客机购机合同，成为C919飞机

全球首发用户。

“发展国产民机事业，研发制

造是第一步，商业运营是第二步，

而且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刘绍勇

表示，国产民机在交付后要实现规

模化运营，必须经受住市场的考

验。目前，国产民机在商业运营中

还存在配套政策短缺、商业模式不

成熟等问题。

如何真正实现商业模式上的

突破，成为旅客愿意选择、航空公

司愿意使用、具备核心竞争力的产

品？刘绍勇建议，国家应统筹研究

出台一系列定制化的扶持政策，充

分调动航空公司、制造商等各相关

方的积极性，解决好安全性、经济

性、适航性、舒适性等方面的问题，

共同把国产民机运营好，全力打响

国产民机的品牌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疫情发生以来，

民航业集体遭受巨大冲击，中国东航

也不例外。Wind数据显示，2020—

2022年一季度，中国东航业绩转为亏

损，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18.35 亿

元、-122.14亿元和-77.60亿元。同

时，资产负债率也从 2019 年底的

75.12%增长至83.56%。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过去

“黄金十年”积累的雄厚基础，也让

中国东航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

去迎接未来的挑战，提出并持续打

好转型发展、品牌建设和能力提升

的“新三场战役”。

刘绍勇表示，转型发展之战，

就是要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上，

解决“好不好”的问题；品牌建设之

战，就是要在解决“响不响”的基础

上，解决“优不优”的问题；能力提

升之战，就是要在解决“行不行”的

基础上，解决“强不强”的问题。

作为一名在民航业拼搏了 44

年的“民航老兵”，刘绍勇的个人成

长经历也见证了中国民航业发展

的进程和成绩。

1978年，刚满20周岁的刘绍勇从

第十四航校毕业，顺利进入中国民航

第二飞行总队，成为一名飞行员。

此后，刘绍勇晋升管理层，历

任中国通用航空公司副总经理、中

国民航山西省管理局副局长、中国

东航山西分公司总经理、中国民用

航空总局飞行标准司司长。

2000年12月，刘绍勇出任中国

东航总经理。两年后，又辗转先后

担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副局长、南

航集团总经理以及南方航空董事

长等职务。

时隔 6 年后的 2008 年 12 月 12

日，刘绍勇重回中国东航，但早已

物是人非。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

航空运输市场需求迅速萎缩，叠加

燃油套保的巨额账面浮亏，中国东

航2008年净利润亏损达到139.3亿

元，负债超过其资产 110.65 亿元。

与此同时，东航集团也在过去几年

接连换了3套领导班子。

2009 年，是中国东航的转折

点。当年4月16日，由于净资产为

负，中国东航发布公告停牌，并于

第二天戴上了“ST”帽子。也是在

这一年，中国东航与上海航空两家

同处上海的主基地航司正式启动

了合并重组工作。

“公司在重组初期非常困难，但

我们的领导层带头，员工一分钱没

减，领导减了30%。有困难，领导就

得做出表率来。”当时，中国东航与上

海航空重组并不被外界看好，但在刘

绍勇等管理层自上而下的带动下，两

家航司在年内顺利完成了重组。

Wind 数据显示，2009 年，中国

东航成功实现扭亏为盈，营收为

398.31 亿元，归母净利润为 5.4 亿

元，负债总额为684.06亿元，同比降

低 18.81% ，资 产 负 债 率 也 降 至

94.98%。

经此一战，刘绍勇彼时直言：

“国有企业改革重组不仅是物理反

应，更是化学反应，在文化方面要

实现‘1+1=1’，在效益方面要达到

‘1+1>2’。”

随之而来的2010年，中国东航

在刘绍勇的带领下打了一场“翻身

仗”，经营业绩迅速大幅攀升，营收

达 到 749.58 亿 元 ，同 比 大 增

88.19%；归母净利润也高达53.80亿

元，同比增长超过6倍；资产负债率

则进一步降至83.56%。

“上面‘换班子、给票子’，我们

‘找路子’，提出并打赢了‘三场战

役’，即东航起死回生的生存之战、

东航上航重组的发展之战、世博保

障的扬名之战，我们从中收获了难

（n n）与难（n n）、立与破、舍与得。”

刘绍勇如此总结道。

此后，2015年9月1日，中国东

航与达美航空签约，这也是国有航

空公司首度引入发达国家航空公

司作为战略投资者；2017 年，中国

东方航空集团公司完成公司制改

制，更名为中国东方航空集团有限

公司；同年，东航集团和达美航空

对法荷航进行战略投资入股，系集

团最大的一笔对外投资计划，投资

金额约为3.75亿欧元。

刘 绍 勇 坦 言 ：“ 从 2009 年 至

2018年，东航实现连续十年盈利、十

年滚动事故率为零，创造了最长盈

利周期，推动了最大改革增量，体现

了最优发展质量，同时成功应对了

最多的风险挑战，可以说是创造了

公司发展史上的‘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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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之不易，非常值得珍惜。”

2017年6月19日，在上海国际机场

宾馆里，刘绍勇说到动情处，声音

不禁颤抖起来。让他如此动容的，

正是已酝酿四年、着手推进一年有

余的东航物流混改即将变为现实。

公开资料显示，东航物流最早

可追溯至2004年成立的东远物流，

中国东航与中远集团、中货航在公

司成立之初分别持股69.3%、29.7%

和1%。2012年，中国东航收购中远

集团、中货航所持有全部股权并向

东远物流增资，东远物流也更名为

东航物流。

2016年，在国家明确首批混合

所有制改革“6+1”试点名单后，东

航物流脱颖而出，成为民航领域首

家进行混改的试点企业。这家东

航集团旗下的二级子公司也由此

开启了从内到外的大刀阔斧的变

革之路。

据了解，依照分拆、引资和上市

“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东航物流首

先从原有上市公司剥离；第二步便

是增资扩股，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开

展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步则是

积极创造条件，实现企业改制上市。

记者注意到，东航物流增资入

股一度引起市场巨大的兴趣，曾前

后接触过 100 多家企业，并最终选

定联想控股、普洛斯和德邦股份 3

家公司作为战略投资方，绿地集团

作为财务投资方。而挑选的标准

是这些企业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

位，与东航集团形成资源互补，能

够产生协同效应。

经过此轮混改，东航集团也放

弃了对东航物流的绝对控股权。

根据彼时敲定的混改方案，东航产

投、联想控股、珠海普东物流、德邦

股份、绿地金融、东航物流核心员

工将分别持有东航物流45%、25%、

10%、5%、5%、10%股份。其中，珠海

普东物流为全球物流巨头普洛斯

的全资子公司。

在刘绍勇看来，混改要在体制

机制上实现突破、要实现资本聚合

与资源整合，从而切实放大了国有

资本的带动力和影响力，促进了非

国有资本与国有资本的优势互补，

使得各种经济主体共享国家改革

的红利。

与此同时，2020 年，东航集团

通过市场化方式引入中国人寿集

团、上海久事集团、中国旅游集团

和中国国新控股作为战略投资

者，实施股权多元化改革，成为在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央企集团

层面股权多元化改革的“首单”，

并引入 310 亿元国有资本，东航集

团资产负债率也因此首次降至

70%以下。

2021 年 6 月，“航空混改第一

股”东航物流成功登陆A股市场，标

志着中国东航成为首家实现航空

客运和航空物流两项核心主业“双

上市”的国有大型航空运输集团。

彼时，刘绍勇在接受《人民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航集团希

望通过东航物流的混改，逐步完善

和构建全球领先的航空物流产业

生态圈，把东航物流建设成为市场

竞争的佼佼者、经营管理的优胜

者、行业发展的领跑者，进一步形

成航空客运与航空物流“双轮驱

动”的产业发展模式。

大胆改革敢闯敢干

中国东航在刘绍勇的带领下打了一场“翻身仗”，经营业绩迅速大幅

攀升。

在刘绍勇看来，混改要在体制机制上实现突破、要实现资本聚合与资源整合。

国产民机在交付后要实现规模化运营，必须经受住市场的考验。

在经营业绩和业务量持续

提升之下，中通快递也在进一

步赋能网络，加大对末端的扶

持力度。

在今年的“6·18”电商大促

中，中通快递的订单量于当天19

时38分突破1亿件，成为“6·18”

电商大促期间第一家单日订单

量破亿的快递企业。

这得益于中通快递在安全

防控和生产运营方面所做出的

努力。据了解，今年5月上旬，中

通快递即被纳入上海市第一批

邮政快递业复工复产企业“白名

单”，以最快速度推动企业复产。

“作为首批复工复产的快

递企业之一，中通快递充分把

握增长势头，通过利用自身强

大的基础设施和产能优势加速

业务量增长。”赖梅松表示，“未

来，我们将逐渐减少快件分拨

次数，加速末端建设以降低运

营成本、提升服务，进一步增强

客户黏性。”

同时，中通快递方面也在

持续赋能末端网络发展。据了

解，今年第二季度，中通快递总

部加大了网点帮扶力度，出台

了涵盖疫情防控、稳工稳产、减

负保收、权益保障等方面的9条

帮扶纾困举措。

中通快递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网络帮扶纾困方面，中通

快递在原有1亿元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专项基金基础上，追加了

5000万元，对中通快递全网因疾

病、意外伤害等原因导致生活困

难的快递员及其家庭提供资助，

以此进一步保障网络安全稳定；

在网点减负保收方面，则从揽派

政策扶持、退件费减免、工单减

免、生鲜类赔偿补偿等多方面给

予网点赋能帮扶。”

另一方面，今年6月下旬以

来，高温覆盖了我国大部分地

区，对此，中通快递发起了“来

凉快一夏”夏日送清凉活动。

该活动目前已在杭州、南京、重

庆等全国26个城市全面展开。

中通快递上述负责人告诉

记者，借助中通快递网点及中

通旗下的兔喜生活+门店，中通

快递为交警、环卫工人、快递小

哥和外卖小哥等一线劳动者搭

建凉棚，免费提供了冷饮和藿

香正气水等防暑物品。

东方证券研报认为，在电

商行业增速中枢下移背景下，快

递企业从量到质，从单一到多

元，从“基础货物运输服务”到

“供应链重塑者”，才是快递行业

长远发展的最终路径，也是快递

企业真正的“决胜点”所在。

今年5月8日，中通快递成

立20周年之际，赖梅松在《致全

体中通家人的一封信》中表示：

“未来的快递市场，行业聚集社

会资源的能力、使用资源的效

率会进一步凸显，头部企业的

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强者恒

强的格局将趋于稳定，行业正

走向从‘数量为王’向‘高质量

制胜’转变的发展道路上。我

们务必要行稳致远创新发展，

不断坚固发展基石，打好‘提质

增效’的持久战。”

颜惠萍也表示，未来中通快

递将专注自身，继续扩大市场份

额，提升盈利能力。“同时支持和

赋能网络合作伙伴以改善其盈

利质量，这将从根本上保障我们

全网未来多年的可持续发展。”

打赢生存、发展、扬名“三场战役”

“民航老兵”刘绍勇。 本报资料室/图

市场份额扩大至23%

中通快递逆势交出
“韧性”成绩单

本报记者 杨让晨 张家振

上海报道

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通快递”，02057.

HK、NYSE：ZTO）在快递行业

中的龙头地位正得到进一步

巩固。

根据中通快递 8 月 18 日公

布的2022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

财务业绩，中通快递业务量和

净利润均呈现强劲增长态势。

其中，二季度包裹量达到约 62

亿 件 ，调 整 后 的 净 利 润 增 长

38.2%，达到约 17.6 亿元（人民

币，下同），市场份额更是逆势

增长2%，达到创纪录的23%。

对于今年第二季度的业绩

表现，中通快递创始人、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赖梅松表示，中

通快递的降本举措持续取得成

效，标准化运营和数智化管控

使得中通快递不断优化全链路

的经济效益。“尽管市场短期内

仍存在挑战，但快递业潜力大、

韧性足的特征没有改变。”

中通快递相关负责人日前

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

时也表示，快递企业的发展，很

大程度上依赖规模和效益，中

通快递依然会遵循自己的长期

战略策略，把握产能投入节奏

和注重运营效益提升。“比如在

汽运环节，通过运输路线优化、

运输车辆升级等措施，提高装

载率、降低运输成本。”

在实现业绩稳定增长的同

时，中通快递推行的降本提质

增效举措效果也更加凸显。

财报数据显示，今年二季

度，中通快递营业收入约86.6亿

元，同比增长18.2%；包裹量约62

亿件，同比增长7.5%；核心快递

业务单票价格同比上升0.13元，

增长了10.5%；经营性现金流则

同比增长95.7%，约38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第二

季度，中通快递的市场份额逆

势增长2%，达到23%，快递行业

龙头地位得以进一步巩固。招

银国际日前发布的研究报告

称，通过在业务量和单票价格

之间合理平衡，公司略为倾向

推动业务量增长，使得中通快

递取得了创纪录的市场份额。

经营数据方面，截至今年6

月30日，中通快递已布局98个

分拣中心，拥有超 3.09 万个揽/

派件网点，直接网络合作伙伴

数量超 5800 名，分拣中心间干

线运输路线达 3700 余条，自有

干线车辆数量约为1.1万辆，其

中超9250辆自有车辆为车长15

米至17米的高运力车型。

此外，依托强大的基础设

施和产能优势，中通快递此前

推行的多项降本举措持续取得

成效。今年二季度，中通快递

单票运输成本0.49元，环比下降

0.08 元；单票分拣成本 0.30 元，

环比下降0.06元。

据介绍，在分拣环节，中通

快递在技术助力和精细化运营

方面也成效显著。“2021 年，中

通快递的包裹分拣次数同比下

降了 3.5%，这意味着经停了更

少的分拨中心，节省了分拣成

本。公司将不断迭代数据算

法、实时分析和校准等技术产

品，来支持分拣提速，减少分拣

错误和返工成本。”中通快递上

述负责人告诉记者。

海通国际研报指出，随着

行业内价格战放缓，规模效应、

自动化设备投入将促进快递公

司降本增效，行业也将逐步由

价格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快递

板块整体仍具备成长空间。

中通首席财务官颜惠萍也表

示，中通快递将持续发挥运营效

益，弱化劳动力成本和燃油价格

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公司将继

续保持高效健康的成本结构，管

理费用占收入的比重同比下降

0.1个百分点到5.3%；经营性现金

流增长95.7%至38亿元；资本开

支为15亿元，我们会根据需求适

当调整投资计划和节奏。”

龙头地位更加巩固

持续赋能末端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