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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3-2017年中国民用航空市场现状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六章

。介绍了民用航空行业相关概述、中国民用航空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民用航空行业的

现状、中国民用航空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民用航空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

民用航空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民用航空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民用

航空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第一章、民用航空相关概述 

　　第一节、民用航空的概念及组成 

　　　　一、民用航空定义 

　　　　二、民用航空分类 

　　　　三、民用航空的组成 

　　第二节、发展民用航空的意义 

　　　　一、民用航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民航业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 

　　　　三、发展民航业可有效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第三节、民航机场 

　　　　一、民用机场基本概述 

　　　　二、民用机场分类 

　　　　三、民用机场构成 

　　　　四、民用机场的拥有和运作 

第二章、国际民用航空业发展状况 

　　第一节、全球民航业整体分析 

　　　　一、世界民用航空业的突出特点 

　　　　二、世界航空业已度过最艰难时期 

　　　　三、2011年全球民航市场全面分析 

　　　　四、2011年世界民航安全创纪录 

　　　　五、全球航空联盟化趋势增强 

　　第二节、美国 

　　　　一、2008年美国民航运输业首现负增长 



　　　　二、2009年美国航空客运业受益大幅下跌 

　　　　三、2010年美国航空客运总量回升 

　　　　四、2011年美国航空业运行状况 

　　　　五、2011年美国民航投诉比率创历史新低 

　　　　六、美国政府多项政策扶持民航业发展 

　　　　七、合并或将影响美国民航业 

　　第三节、俄罗斯 

　　　　一、俄罗斯民用航空业概况 

　　　　二、俄罗斯民用航空业逐步走向复苏 

　　　　三、俄罗斯大力整顿民航业提高飞行安全 

　　　　四、俄罗斯民用航空业发展战略 

　　　　五、2020年前俄罗斯民航机场网络发展规划 

　　第四节、世界其他地区及国家 

　　　　一、新兴市场航空业表现突出 

　　　　二、亚太地区民航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三、非洲民航运输业面临多重挑战 

　　　　四、海湾国家加大对民航业投资 

　　　　五、韩国民航业的发展 

第三章、中国民用航空业分析 

　　第一节、中国民航业总体概况 

　　　　一、中国民航业发展经历四个阶段 

　　　　二、中国民航业的显著特征 

　　　　三、中国民航业发展的全球经济环境分析 

　　　　四、中国民航业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五、&ldquo;十一五&rdquo;中国民用航空业总体状况 

　　　　六、我国民航业国际竞争力剖析 

　　　　七、中国民航业SWOT分析 

　　　　八、中国民航业强势崛起 

　　第二节、2008-2012年2月中国民用航空业经济运行分析 

　　　　一、2008年民航业跌入低谷 

　　　　二、2009年民航业逆势上扬 



　　　　三、2010年我国民航业运行分析 

　　　　四、2011年中国民航业经济运行状况 

　　　　五、2012年1-2月我国民航经济运行状况 

　　第三节、民用航空改革 

　　　　一、中国民航业改革历程 

　　　　二、国内外兴起航空运输自由化潮流 

　　　　三、中国民航业面对自由化的选择 

　　　　四、中国实施航空自由化的政策和法律研究 

　　　　五、我国民航市场化改革路径依赖性分析 

　　第四节、民航业碳减排分析 

　　　　一、全球民航业面临碳减排考验 

　　　　二、全球加快制定碳减排方案 

　　　　三、中国民航业的碳排放简况 

　　　　四、民航业积极参与碳减排行动 

　　　　五、减少碳排放将增加民航业成本压力 

　　　　六、我国民航业应对碳减排压力的策略分析 

　　　　七、我国民航业亟须&ldquo;绿色升级&rdquo;应对欧盟航空碳税 

　　第五节、民航安全 

　　　　一、我国民航安检状况及改革构想 

　　　　二、对民航机场安全管理系统（SMS）建设的思考 

　　　　三、民航安全管理体系（SMS）方案策划 

　　　　四、实施民航安全管理体系的步骤和思路 

　　　　五、民航企业安全管理体系有效性的检验方法 

　　　　六、新形势下通用航空安全监管策略 

　　第六节、中国部分地区民航业的发展 

　　　　一、澳门 

　　　　二、内蒙古 

　　　　三、吉林 

　　　　四、宁夏 

　　　　五、山东 

　　　　六、湖北 

　　　　七、广东 



　　　　八、福建 

　　　　九、海南 

　　第七节、中国民航业发展思考 

　　　　一、中国民航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分析 

　　　　二、我国民航业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三、建设民航强国的发展路线 

　　　　四、推动我国民航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第四章、民用航空运输市场分析 

　　第一节、GDP与民航运输业的关系分析 

　　　　一、中国GDP增幅与民航运输增幅数据对比 

　　　　二、应用&ldquo;GDP能量守恒&rdquo;理论解释民航业经济增长 

　　　　三、&ldquo;GDP能量守恒&rdquo;理论对民航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第二节、民用航空运输发展周期分析 

　　　　一、航空运输周期性波动的特点 

　　　　二、航空运输周期波动的诱因分析 

　　　　三、航空运输周期与企业盈利能力直接相关 

　　　　四、航空运输企业规避周期波动风险的思路 

　　　　五、抗御航空运输波动风险需要国家鼎力支持 

　　第三节、我国航空运输业市场供求及竞争分析 

　　　　一、航空运输市场供给分析 

　　　　二、国内航空运输的市场需求探讨 

　　　　三、国内航空运输业市场结构及价格竞争研究 

　　第四节、航空运输消费者投诉分析 

　　　　一、2008年航空运输消费者投诉情况 

　　　　二、2009年航空运输投诉持续上升 

　　　　三、2010年我国航空运输投诉大幅增长 

　　　　四、2011年中国航空运输投诉状况 

　　　　五、2012年1月中国航空运输投诉状况 

第五章、民航货运市场 

　　第一节、航空货运市场整体分析 



　　　　一、全球航空货运市场现状 

　　　　二、我国航空货运业发展迅速 

　　　　三、我国航空货运业取得的重要成就分析 

　　　　四、2011年中国航空货运市场特点 

　　　　五、航空货运市场地位逐步提高 

　　　　六、本土航空货运企业积极谋求振兴 

　　　　七、航空货运行业迎来政策利好 

　　　　八、我国航空货运业面临机遇和挑战 

　　第二节、航空业电子货运分析 

　　　　一、中国航空业发展电子货运迫在眉睫 

　　　　二、国内航空业加速推广电子货运 

　　　　三、中货航成功开办国内首个电子货运业务 

　　　　四、航空电子货运信息化挑战与机遇 

　　第三节、航空货运细分业务分析 

　　　　一、航空货运业开展经济快递邮件业务大有可为 

　　　　二、国内航空公司积极涉足快递业 

　　　　三、鲜活物品对航空货运提出更高要求 

　　第四节、航空货运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中国航空货运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我国航空货运中转联运相关问题思考 

　　　　三、积极推动我国航空货运业发展的建议 

　　　　四、充分发挥航空货站的作用 

　　　　五、加大对机场物流园区建设重视力度 

　　　　六、快递的黄金时代下我国航空货运业发展策略 

　　第五节、航空货运国际竞争力分析 

　　　　一、航空货运国际竞争力的内涵 

　　　　二、我国航空货运业在国际竞争中的生存状况 

　　　　三、中国航空货运业面临的发展形势 

　　　　四、提升航空货运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基本路径 

　　　　五、把握航空货运市场亮点关注模式创新 

　　　　六、从供应链角度打造航空货运业的竞争力分析 

　　　　七、我国航空货运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第六节、航空货运业发展前景分析 

　　　　一、2012年全球航空货运发展展望 

　　　　二、我国航空货运业的发展趋势 

　　　　三、中国航空货运业未来发展方向 

第六章、民航客运市场分析 

　　第一节、全球民航客运市场概况 

　　　　一、2009年全球航空客运量大幅下降 

　　　　二、2010年全球航空客运量呈现增长 

　　　　三、2011年国际航空客运需求增长 

　　第二节、中国民航客运市场分析 

　　　　一、2009年中国民航客运量取得突破 

　　　　二、2010年我国民航客运量增长 

　　　　三、2011年我国民航客运简况 

　　　　四、2012年1-2月民航客运状况 

　　　　五、中国民航客运业展望 

　　第三节、民航客运&ldquo;两舱&rdquo; 

　　　　一、全球&ldquo;两舱&rdquo;客运量现状 

　　　　二、2010年6月起&ldquo;两舱&rdquo;可自主定价 

　　　　三、&ldquo;两舱&rdquo;票价放开带来的影响分析 

　　　　四、民航客运&ldquo;两舱&rdquo;面临巨大风险 

　　　　五、中国民航&ldquo;两舱&rdquo;发展基础及潜力分析 

　　　　六、从服务水平入手做强&ldquo;两舱&rdquo;业务 

　　第四节、民航客运经济舱分析 

　　　　一、经济舱应市场需求悄然升级 

　　　　二、南航高端经济舱详解 

　　　　三、高端经济舱市场前景广阔 

　　第五节、民航客运机票分析 

　　　　一、民航业机票直销是大势所趋 

　　　　二、中国民航业电子客票发展模式探析 

　　　　三、电子支付助推民航客运机票销量猛增 

　　　　四、电子客票发展仍需多元化策略 



　　第六节、民航客运营销与服务分析 

　　　　一、航空公司市场营销与获利能力浅析 

　　　　二、我国航空货运企业微博营销探析 

　　　　三、强化国内航空公司营销管理的对策分析 

　　　　四、&ldquo;客户经济时代&rdquo;下航空企业创新策略剖析 

　　　　五、我国航空公司在线营销发展趋向 

　　　　六、航空公司与高端旅客服务 

　　　　七、大面积航班延误情况下应做好地面服务工作 

第七章、低成本航空 

　　第一节、全球低成本航空市场发展状况 

　　　　一、低成本航空业的概述 

　　　　二、世界低成本航空发展日渐壮大 

　　　　三、2009年欧洲低成本航空运量逆势增长 

　　　　四、亚洲低成本航空受青睐 

　　　　五、韩国低成本航空发展现状 

　　　　六、2012年日本首家低成本航空公司运营 

　　第二节、中国低成本航空的发展 

　　　　一、我国发展低成本航空公司的经济意义 

　　　　二、低成本航空具有多重竞争优势 

　　　　三、中国低成本航空业发展强劲 

　　　　四、中国低成本航空市场竞争激烈 

　　第三节、低成本航空发展思考 

　　　　一、低成本航空企业运营模式的选择 

　　　　二、低成本航空运营的影响因素及差异化战略分析 

　　　　三、低成本航空在中国的适应性研究 

　　　　四、国内低成本航空公司存在的难点 

　　　　五、低成本航空服务水平亟待提升 

　　第四节、低成本航空经营策略 

　　　　一、低成本航空公司致胜之道 

　　　　二、低成本航空先驱的发展经验 

　　　　三、组建廉价航空联盟具有重大意义 



　　　　四、国际低成本航空公司聚焦服务质量 

　　　　五、国内低成本航空企业的成本控制与盈利策略分析 

　　　　六、低成本航空公司应用&ldquo;常旅客项目&rdquo;的可行性分析 

　　第五节、主要低成本航空公司发展案例分析 

　　　　一、瑞安航空低成本模式难以为继 

　　　　二、亚洲航空低成本策略在中国受挫 

　　　　三、非凡航空历经艰辛最终停运 

　　　　四、春秋航空走出特色道路 

第八章、民航业整合分析 

　　第一节、世界民航业的整合状况 

　　　　一、世界民航业整合进入新阶段 

　　　　二、重组整合将对民航业产生巨大影响 

　　　　三、航空公司合并成败原因解析 

　　　　四、民航业的联合是大势所趋 

　　第二节、美国联合航空合并大陆航空深入分析 

　　　　一、合并过程 

　　　　二、合并背景及前途 

　　　　三、合并之后隐忧犹存 

　　第三节、中国民航业整合动态 

　　　　一、中国民航业再掀重组浪潮 

　　　　二、国内&ldquo;五大航&rdquo;向&ldquo;三大航&rdquo;的格局转变 

　　　　三、民航局支持&ldquo;三大航&rdquo;货运业务整合 

　　　　四、&ldquo;三大航&rdquo;相互渗透折射重组趋向 

　　　　五、我国民航业将进一步推动整合重组 

　　第四节、航空公司联盟分析 

　　　　一、全球航空公司联盟改变行业竞争格局 

　　　　二、航空公司联盟的双面影响 

　　　　三、中国航空业进入联盟竞合时代 

　　　　四、三大航入盟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析 

第九章、民用航空航线分析 



　　第一节、国际航线发展分析 

　　　　一、航空公司发展国际航线也须注重差异化 

　　　　二、区域机场涉足国际航线机遇与风险并存 

　　　　三、中国鼓励国内航企拓展国际航线 

　　第二节、支线航空发展情况 

　　　　一、支线航空的市场定位 

　　　　二、欧美支线航空市场现状 

　　　　三、中国发展支线航空运输具有重大意义 

　　　　四、我国支线航空发展现状分析 

　　　　五、国内支线航空运输存在不足之处 

　　　　六、支线航空亟需破解资金和资源难题 

　　　　七、中国支线航空市场具备巨大发展潜力 

　　　　八、2012年我国将继续大力发展支线航空 

　　第三节、通勤航空模式分析 

　　　　一、通勤航空模式特点浅析 

　　　　二、国外通勤航空发展状况 

　　　　三、我国民航启动通勤航空模式的战略价值 

　　　　四、我国通勤航空发展现状 

　　　　五、中国式通勤航空模式设计构想 

　　第四节、重点地区支线航空发展动态 

　　　　一、西南支线航空竞争愈演愈烈 

　　　　二、广西支线航空与旅游业相互促进 

　　　　三、建立政策性航空公司助推西北支线航空发展 

　　　　四、内蒙古支线航空成绩显著 

　　　　五、黑龙江支线航空发展渐入佳境 

　　第五节、支线航空与干线航空的融合 

　　　　一、美国支线和干线航空企业力图维持合作关系 

　　　　二、中国努力建设涵盖干线和支线各级航空运输平台 

　　　　三、国内干支线航空正打破界限 

　　　　四、天津航空确定&ldquo;干支线结合&rdquo;经营策略 

　　　　五、川航干支线互补战略升级 



第十章、民航业与高速铁路行业的竞争 

　　第一节、中国高铁行业发展概况 

　　　　一、高铁发展历经四个阶段 

　　　　二、高铁技术的优势 

　　　　三、高铁与民航的优势距离 

　　　　四、中国高铁运营总里程跃居世界首位 

　　　　五、高速铁路建设促进国内经济变局 

　　　　六、中国高速铁路未来建设规划 

　　第二节、高铁对民航业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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