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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国际起降成本管控探讨

吴龙梅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西南分公司，四川 成都 610202）

摘 要：近年来，航空公司面临激烈市场竞争，公司管理层从低成本战略、提高成本分析能力、强化预算管理上，对国际起

降成本核算从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控推行。本人结合这几年的国际起降成本审核工作，针对目前存在的预提成本差异大、

缺乏系统性控制、内控管理不严等诸多问题，提出了通过定期梳理协议，优化协议合同，推行SIS电子化账单，建立业绩评价，

将起降成本管理与绩效工资挂钩等措施和解决方法。

关键词：航空公司；国际起降成本；管控探讨

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国家，国内航空公司

广泛参与世界航空市场竞争。作为航空公司三大变动成本的

起降成本，占有公司总营业成本的15%，起降成本中的国际起

降成本，涉及全世界各大机场，各国民航局及大小供应商，物

料种类多，大到飞越航路费，小到值机柜台的装饰花，其管控

难度无不让公司决策层头痛。近年来，航空公司花大力气，通

过上起降成本FCM财务系统，集中化结算，将起降成本核算从

粗放型管理向精细化管理迈进。通过这几年的运行实践，遇

到一些问题，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探讨。

一、加强航空公司国际起降成本管控的重要性

（一）低成本领先战略

在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中，低成本战略越来越受到同行

业的认同。航空业既是高风险，又是高投入的行业，一方面要

保障生产安全，另一方面又要注重经济效益，两方面都要兼

顾。国内航空公司想跻身于世界一流航空公司队列，在同行

业中保持领先，实现最低的成本管理目标，必须对国际起降成

本进行精细化管理。[1]

（二）提高成本预提水平、提高可行性分析

国际起降成本结算周期长，公司经营决策需要提前测算

成本费用，锁定利润目标。根据国际起降成本协议数据，能较

准确预提成本。对一些新航线开辟，国际起降成本数据能提

供可行性依据，测算航线边际收益。

（三）实行国际起降成本预算管理

国际起降成本由于金额大，物料种类多，涉及国外机场及

供应商，内部多个部门参与管理，管控较难。只有将国际起降

成本纳入预算管理，层层分解，进行业绩评价，才能有效控制

成本费用。目前对国际起降成本进行精细化管理，摸清成本

习性，整理出几年的历史数据，为下一步对各单位实施成本预

算管理打下基础。

二、目前国际起降成本管控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物料预提成本与审定成本差异大

国际起降成本采用FCM系统生成预提成本数据入账。有

些物料预提成本与审定成本差异大，主要原因是不能准确将

协议内容转换为系统公式。国际起降协议一般为英文，更新

快，收费物料内容涵盖地服、货运、机务、飞越航路费等，没有

此类工作经验的财务人员对相关工作理解空洞，协议设置准

确较困难。例如法兰克福机场收取噪音费，有按飞机机型，起

飞和降落时间，旅客人数和货物重量等六项不同方式来收取。

要将协议内容转换为数学公式来设定，对非计算机专业的财

务人员，准确设置有难度。部分物料全年有淡旺季差异，例如

货运物料淡旺季的差异很明显，除冰费冬季与春季差异大，需

要对系统公式有不同的时间设置，较复杂。[2]

（二）缺乏系统性控制

有的起降成本协议没有事前规划性控制，在成本收费上

有交叉，没有从源头控制成本。例如一个航站签了按时间收

费的值机柜台费，还签了超时使用柜台费，各项物料细分之

后，多产生费用。在国际起降成本管控中，没有延伸到投入航

线机型对比，航班时刻选择，航路费路线选择等全面考虑最佳

的成本方案。在协议执行中，是否存在疏漏与偏差，协议管理

部门没有系统地跟踪与持续改进。

（三）账单存在较多问题，结算周期长

1.纸质账单没有统一格式，结算周期长

目前，各国机场及供应商提供的起降成本账单为纸质账

单，格式各异，语言不同。有的账单只有汇总数据，没有单价、

使用时间等明细数据，有的账单提供的明细数据不准确。航

空公司不得不招聘录入人员对账单进行分析，每一项、每个航

班录入FCM系统，工作量大，增加了人工成本支出。从境外传

递纸质账单回国内审核，有二至四个月的时间差异，结算周期

长，发现账单差错，调账时间更长，不利于公司资金周转。

2.账单有多收费情况，内部无明细数据复核

账单有多收费情况，一是重复收费；二是开账航班数量

比实际航班量多；三是航班取消，已提前通知供应商，账单上

仍有取消航班收费；四是账单上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收费；五

是供应商开账的具体人数和使用时间，公司内部无明细数据

复核，可能导致多收费。如星盟休息室、廊桥及桥载设备使用

费等，在公司内部没有或者在不同信息系统里，没有整合到

FCM系统里，不能有效复核账单的正确。

（四）起降成本协议和账单内控管理不严，成本影响大

1.起降成本协议管理不严

国际起降成本协议分为网站下载和与供应商签署。飞越

航路费和各大机场收费更新是在 IATA（国际航协）网站上下

载。旅客和站坪服务协议、机务维修协议、货物协议、国际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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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费协议由航空公司各相关部门与供应商签署。国际起降成

本结算由公司财务部负责。当新签协议或协议更新时，各部

门要及时将协议传递给财务部，审核会计收到协议后，修改协

议，增减预提成本。如果相关人员责任心不强，遗漏或没有及

时传递协议，审核会计没有及时去网站下载新协议，还有收到

协议后，没有及时修改协议，协议设置差错大，以上情况都会

导致国际起降成本预提不准确。[3]

2.起降成本账单签字审核管理不严

驻外营业部航站负责人须对其航站发生的起降账单的真

实性、完整性、正确性签字审核。有的航站对签字流于形式，

没有认真审核账单。有些供应商直接将账单发给ACCA（中国

民航结算中心）结算，缺少当地航站确认环节，这些情况一般

会造成多付起降费用。

三、国际起降成本管控措施

（一）定期梳理协议，不断优化起降财务系统

首先要提高语言能力，能读懂协议，不清楚向业务部门咨

询，理解协议中物料的成本习性，按不同的驱动因素设置FCM
系统公式。定期组织审核人员检查系统协议，核实每一项协

议系统维护的准确性，运用趋势分析法分析成本差异，重点关

注差异大的物料成本。财务部要定期与起降成本系统管理公

司沟通，对于复杂的协议，向计算机专业人士求助，确保系统

公式设置正确。不断优化系统功能，充分挖掘数据价值，监控

境外每个航站各项成本的变动差异，增加差异预警提示，有效

提高预提成本的准确性。

（二）优化协议合同，降低起降成本

在协议签署前，多对比几家供应商，择优签订。针对地面

值机多重收费，采用打包或一揽子收费，把小额或不经常发生

的费用合并到大项收费条款中。在起降成本管控中，综合考

虑投入机型，大机型起飞降落费高，航班时刻在晚上收取的噪

音费高，航路费路线上测算几套成本方案，选择最优方案。协

议管理部门要对每个航站建立系统监查档案 ，收集在协议执

行中的问题，不断将改进措施优化到新签协议里。了解境外

机场的优惠政策，对新开航站，与机场谈判，最大化争取起飞

降落费的优惠比例。[4]

（三）推行SIS电子化账单，是未来标准化结算趋势

1.使用电子化账单，提高结算效率

针对没有统一格式，不能数据共享的纸质账单问题，IATA
在2011年推行SIS 整合结算平台，旨在彻底简化结算流程，实

现全程无纸化的数据交换和共享。它的优点是结算数据通过

SIS平台传递，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大大提高。结算电子化

后减少账单录入的工作量，节约人力成本，减少延迟付款风

险。有拒付争议时，直接通过平台专有渠道交流沟通，缩短结

算周期，加快资金周转。

2.增加系统功能，提高数据审核质量

在起降系统中增加重复互斥检查功能，通过生产信息验

证账单的航班信息，能有效拒付多收费账单。对于星盟休息

室、廊桥及桥载设备使用费等，通过整合公司内部各信息系统

到FCM系统中。有些明细数据仅在供应商手上，航空公司无

法获取，解决的途径可以通过供应商和航空公司上SIS平台系

统，分析整合数据，有效提高审核质量。SIS数据有统一格式，

包含12个费用大类、80种费用编码和400多种费用类型，能明

细到每一个航班层级。

3.航空公司上SIS系统，具备的条件和成本支出

航空公司对接SIS平台后，需要开发一套可以解读和生成

XML格式的接口来对接 FCM系统。公司财务人员需要具备

一定的语言能力和沟通能力。航空公司需向 IATA支付使用

费。IATA提供 IS-WEB和 IS-XML两种格式，需要每年支付

1000美元的年费和每次交易费用。起降成本结算作为航空公

司是信息的接收方，不需要支付交易费用，每年只需要支付

1000 美元年费，此费用与 ACCA 的结算手续费相比，支出

很小。

（四）建立业绩评价，起降成本管理与绩效工资挂钩

1.对起降成本协议实行闭环管理

明确公司起降各相关部门的协议管理职责，及时将新签

协议上传到合同管理系统里。对起降结算部门收到的协议，

从传递、解读、系统维护等流程，明确职责及时限，建立逐项复

核机制，由审核，复核，内控稽核各岗位形成一套闭环管理措

施，避免遗漏和出错。

2.建立业绩考核机制，奖惩分明

将国际起降成本控制目标细化到工作手册中，层层分解，

落实到各成本中心和责任人，工作业绩与部门和个人绩效工

资挂钩。所有账单，包括由ACCA结算的起降账单，一定要有

境外营业部相关责任人签字，采取“谁签字，谁负责”原则。对

国际起降成本费用定期组织各部门分析总结，考核各单位业

绩情况。对节约成本做得好的单位及个人，绩效奖励，对成本

支出偏差大的单位，通报批评，扣罚奖金。[5]

四、结语

综上所述，面对激烈的航空市场竞争，航空公司对国际起

降成本管控是长期、持续、全面的改进过程，成本精细化管理

永无止境。对比分析标杆航空公司的国际起降成本，寻找差

距，不断改进成本管理方法。在国际起降成本管控中还要注

意政治风险，国内航班飞出去是代表中国公司，要遵守所在国

的法律和风俗。对专包机业务，要特事特办，优先付款。飞越

被制裁国家，航路费暂时不能付款，要与对方沟通说明，杜绝

国际事务风险。

参考文献

[1]刘芬芳 .从起降成本浅谈航空公司集团化管理[J].现代

经济信息，2012（21）:59+75.
[2]郑黄嘉 .航空公司航油成本管理问题分析与对策探讨

[J].现代商业，2018（13）：102-103.
[3]祁佳 .浅谈航空公司成本管理存在的不足及解决措施

[J].财经界，2016（13）：50+54.
[4]李嘉荻 .国内航空公司成本管理的问题分析与建议[J].

全国流通经济，2019（36）：40-41.
[5]姜伟 .浅谈 S国有航空公司的成本控制[J].中国乡镇企

业会计，2020（06）：141-142.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