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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投资人都看到了我国公

务机市场巨大的潜力，都希望能在

其中分一杯羹。

“如果靠投资公务机市场来赚

钱，基本没几家公司能赚到钱的。”

广州泰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运控

部总经理娄小桥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目前金鹿拥有 60—70 架

飞机，而拥有10架以上公务机的公

司也就10家，很多公务机公司只有

几架飞机，而且还包括直升机等小

飞机。但为什么不赚钱甚至亏钱

还要投资公务机市场？这是因为

投资人把投资公务机当做一个投

资平台。可以利用这个平台与国

外谈合作、谈收购，还可以用这个

平台去融资。

尽管投资人普遍看好这一市

场，但是国内公务机公司关门倒闭

也不鲜见。曾因迎送美国前总统

卡特、克林顿，泰国公主诗琳通等

贵宾而名声大噪的山东航空旗下

的彩虹公务机公司，仅运营6年就

宣告退出市场。

业内人士指出，因国内缺少专

门的公务机机场，公务机只能停靠

在民用航空机场，而近期出台的促

进通用航空（民用航空分为商用航

空和通用航空）发展的相关政策也

给投资人带来更多想象空间。今

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促进通

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

到2020年，我国要建成500个以上

通用机场，基本实现地级以上城市

拥有通用机场或兼顾通用航空服

务的运输机场。

但是，娄小桥认为通用机场对

公务机市场的发展影响并不是很

大。他告诉记者，中国的企业老板

喜欢豪华的公务机，一般的通用航

空机场跑道太短，根本没法起飞。

但这并不妨碍企业家们投资

通用航空行业的热情。

据中国AOPA协会统计，截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中国已经有 116

个县级及以上城市在建或者计划

建设通用航空产业园。特别是

“ 十 三 五 ”规 划 的 出 台 ，规 划 到

2020 年，全国运输机场总数达到

260 个以上，拉高了投资者的欲

望。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很多地

方建航空产业园的目的还是为了

圈地做地产生意，要提防新一轮

的圈地占地。

而合理避税则成为一些企业家

直接投资公务机市场的动力。企业

人士告诉记者，公务机作为企业的

固定资产，拥有7年的折旧期。企

业可以将这笔折旧费计入企业成

本，成为企业利润表中的减项。如

一架1亿元的飞机，几年下来可以

为企业节约税款两三千万元。

他们的公务机生意

相关

本报记者 钟文

我国公务机的增速逐渐放缓，

2015 年中国公务机数量增长率仅有

3.8%，而曾经体现富豪们身份象征的

私人飞机也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

不过，我国公务机市场潜力仍然

巨大。业内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环境以及反腐

政策对公务机市场的确有一定的影

响，但从占比来看影响并不大。另外，

我国公务机市场的发展需要一个过

程，投资者还需要理性思考。

公务机增速放缓

我国的公务机起源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1997年，湖南远大集团公

司董事长张跃考取了我国第一份直升

机私人驾照，并成为大陆首架企业公

务飞机和直升机的拥有者。就在当

年，张跃耗资 7000 万元购买美国“塞

斯那”公务喷气式飞机及“贝尔 206”

直升机各 1 架，尔后又陆续添置至 7

架。

数据显示，目前，在整个亚太地区

740多架公务机中，将近60%为大中华

区所有，其中中国大陆地区的买家更

是购置了近 300 架公务机。然而，在

这一数据背后，增速却差强人意。亚

翔航空发布的《2015年度亚太地区公

务机机队报告》显示，2015 年中国公

务机数量增长率仅有3.8%，增速相比

之前的年份明显放缓。

增速回落已是不争的事实。浙江

九龙山航空俱乐部总经理牛衍凯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主要还是经济大

环境的影响。世界经济大多还处于复

苏阶段，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导致企业

的利润下降，继而影响到公务机的购

买。另一方面，国家实施的反腐政策

对公务机的购买也有一定的影响。他

告诉记者，2009 年中国公务机市场

出现井喷，当年公务机市场的增速超

过100%，现在估计只有10%的增速。

而在中国AOPA协会理事李晨看

来，公务机增速放缓最关键的原因还

是经济下行的压力导致的。他告诉记

者，我国公务机市场大部分都是私人

或民营企业的公务机，他们主要是解

决自己的出行、提高工作效率而购买

的。而政策变化主要是对公务机包机

市场有一定影响，如国家部委、国企包

机这块业务就减少了。

近年来，我国通用飞机保有量每

年增加200多架，呈递增趋势，其中公

务机占10%左右，也就是20多架。

“影响的是未来的潜在市场。”广

州泰翔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运控部总经

理娄小桥对记者直言，八项规定和反

腐政策对公务机市场影响还是蛮大

的，特别是对公务机租用市场影响最

大。他说，虽然这部分市场所占比例

很小，但是会影响未来潜在客户。

市场需求潜力大

“只要需求仍在，终有一日会重现

购买力。”李晨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从中长期来说，仍对国内市场充满

期待。他认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

增强，人们收入的增加，航空的配套建

设更加完善，相信购买公务机或使用

公务机的人会越来越多。他说，实际

上，飞机和汽车工业一样，当一个行业

不断发展完善，形成良性循环后，市场

自然就大了。

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员胡

润也认为，公务机行业发展潜力巨

大。他预测，中国未来 5 年有能力达

到2000多架。

根据 2016 胡润百富及民生金融

租赁《中国公务机行业特别报告》专项

调研，大陆拥有 100 亿元人民币以上

的人数为 584 人，拥有 10 亿美元（约

65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人数为970人，

拥有 2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人数为

5631 人，而拥有1亿元人民币以上的

人数是78000人。《报告》预测，在坐拥

100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中，具有

购买公务机潜力的人群量约为50%，

每人平均拥有1.5架公务机，潜在公务

机需求总量约为438架；财富为10亿

美元以上的人群，具有购买公务机潜

力的人群量约为50%，每人平均拥有

1.5架公务机，潜在的公机需求总量约

为728架；拥有20亿元人民币以上的

人群具有购买公务机潜力的人数约占

20%，每人平均拥有 1.1 架公务机，潜

在公务机需求总量约为1007 架。

牛衍凯对此也表示乐观。他认

为，随着国家政策的开放，特别是北

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建设了公务机候

机楼，另外一些旅游城市包括三亚、

舟山、大连也建了公务机候机楼，配

套设施越来越完善，而公务机数量的

增加，价格肯定会下降，购买和使用

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而且随着人们

观念的改变，公务机的功能用途也越

来越宽泛。他说，曾经有一位急诊病

人，因乘坐公务机抢救及时，转危为

安，而飞机的所有费用都是由保险公

司支付。

行业短板掣肘发展

“短期内增长率不会太高。”娄小

桥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真正的公

务机价格一般都在2亿—6亿元之间，

每年养护费用在3000万—4000万元，

其中托管费就要上千万元，运营费用

每小时也要4万—5万元，还有飞行员

工资、修理费等都是不小的开支。

浙江一位年营收近百亿元的民营

企业老板告诉记者，短期内不大会考

虑买公务机。他直言，钱倒不是问题，

主要是国内公务机很难体现其方便快

捷。另外，觉得企业花这么多钱去养

一架飞机没必要。

相比国外成熟且体制相对完善的

市场，国内公务航空还面临诸多问

题。娄小桥告诉记者，主要包括两个

方面:一方面是我国机场少，缺少专门

的公务机机场。公务机只能停靠在民

用航空机场，再使用其它交通工具到

达目的地，并不是很方便，而且使用机

场的费用也较高；另一方面还是空管

的原因，使得飞行航道受限，灵活快捷

没有体现出来。我国的航线都是军方

管理，所有飞行必须预先向军方和空

管部门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尽

管现在国家也在大力改革飞行航线问

题，申请航线获批的时间比以前大大

缩短，但相比国外，东南亚国家的航线

申请一般24小时内都可完成，美国由

于大部分空域属于民用，申请周期更

短，公务机飞行只需提前20分钟电话

通知即可。

“机场少成为制约公务机市场的

短板。”李晨对记者表示，美国有近 2

万个机场，非常密集，可以飞到你想去

的任何地方。而我国目前机场只有

300 个左右，公务机的优势反而变成

了一种劣势，市场自然受限。

另外，李晨还指出，尽管公务机的

未来市场很大，但必须要有清醒的认

识，公务机市场的发展是需要一个过

程的。诸如机场的建设，航线审批的

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求大管制严：
公务机行业的两难困局

本报记者 钟文

（上接第一版）

张诚表示，创新层的推出虽然符合新三板分层和公

司分类的大方向，但是由于新三板公司众多，一次性 900

多家公司成为创新层，使得创新层公司并未体现出其稀

缺性和宝贵性。整体来说，对于创新层市场最为关心的

是其整体的市场认可度、流动性改善和是否能带来估值

溢价，此外还有是否存在转板的可能或预期以及一段时

间观察后创新层的实际业绩含金量如何。目前看短时间

内这些问题还无法证伪，仍需一段时间的观察。

挂牌公司业绩整体增长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市场整体流动性没有得到

明显改善，但是从已经披露的新三板年报来看，绝大多数

新三板企业在2015年交出了不错的答卷。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日前官方发布了对于

2015 年新三板挂牌整体年报的评价，股转系统官方给出

了业绩整体增长、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的评价。股转系

统表示，挂牌公司整体业绩增长，研发与股权激励力度普

遍加大，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所改善；但受经济增长放缓影

响，部分行业企业的经营风险上升、发展压力较大。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数据显示，2015 年挂牌

公司平均营业收入1.64亿元，同比增长17.33%；平均净利

润 1293.65 万元，同比增长 41.75%；平均净利润率 7.87%，

同比提高 1.36 个百分点。从盈利面看，5711 家公司实现

盈利，占比 82.97%，同比基本持平；4532 家公司实现了净

利润增长，占比65.84%；3892家公司实现了营收和净利润

双 增 长 ，占 比 56.55% ；1817 家 公 司 净 利 润 翻 番 ，占 比

26.40%。

其中，创新层企业业绩更是较为亮眼。Wind 资讯数

据显示，在提取的500余家新三板准创新层企业中，有357

家企业营收规模在1亿元以上，占比65.6%；37家企业营收

规模在10亿元以上，占比6.8%；有423家挂牌企业的营收

较2014年上涨，涨幅超过1倍的有169家。

“目前大部分创新层企业不输给创业板，从标准来看

有些企业具有较高的财务标准和较好的经营业绩，针对

这类企业，市场呼声是适当降低投资者行门槛以及引入

公募基金。由于新三板是股权市场，而公募基金面对无

门槛投资者，目前阶段采取激进的措施可能风险较大，不

利于新三板长远发展。可通过特别设计，比如调整指数

体系，构建创新层指数，加快指数型公募基金入场步伐，

满足创新层企业的融资需求。”布娜新表示。

华安证券投资顾问屈放分析，新三板本来就是注册

制试点，更多是事后监管，只要退市机制完善，就应该正

常上市、正常退市。新三板还需要加快退市，留下更多真

正的优质企业，当然还需要健全投资者保护和赔偿机制。

对于新三板目前面临的困顿期，业内人士也指出，只

有明确监管政策，逐一敲定制度供给，同时应适度降低投

资者门槛，引入新资金，纳入制度供给的考虑范围，才能

明确市场预期，兑现和放大分层制度红利。

（上接第一版）

和世界500强榜单所弥漫的悲观气氛不同，“最赚钱

50家公司”榜单则反映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和潜力的部

分。美国苹果公司以533.9亿美元的利润高居榜首。同

时，代表新经济力量的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微软公

司、英特尔公司、甲骨文公司、思科公司悉数进入最赚钱

50家公司榜单。无一例外，这些公司都是美国企业，美国

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地位难以撼动。

在全球“最赚钱的50家公司”里，有12家是中国内地

企业。其中中国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

分列第二到第五位。和美国有数家高科技公司成为最赚钱

企业不同，中国内地最赚钱的12家企业中，有10家是银行

（金融）企业，其余两家为国家电网和中国移动，也都是“税

收”型公司。

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内地企业数量延续了一直上

升的势头，今年共有 103 家中国内地企业入主世界 500

强，略超过总量的1/10。在“最赚钱50家公司”中，中国

内地企业的数量和这一比例大体相当；但在全球亏损最

严重的50家公司中，却有19家中国内地企业，占到接近

2/5的比例。

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缩影，《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榜

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世界经济现状和未来趋势，

也可以反映出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

单是从这份榜单所反映出来的数据看，对于中国来说，好

的消息是在世界经济总体下滑的大趋势中，中国公司的

上榜数量持续增加；不好的消息则是在最亏损50家企业

中，中国企业的比例远超过上榜企业的比例以及在最赚

钱企业中所占的比例。还有一点，那就是中国高科技公

司还远没有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主导型力量。

世界500强公司已经有接近3/4出现负增长，钱更难

赚是大部分企业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全球经济持续下行

是几乎无法扭转的大概率事件，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各家

企业会有各家企业的高招。但对于绝大部分企业而言，

现在似乎不是投资和扩张的好时机。

世界500强榜单
折射全球经济衰退隐忧

新三板创新层交易仍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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