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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習課程提供機場經理人對於航空業的廣泛概述。它側重於提高參與者認識影響航空公

司生存能力的基礎市場行銷、 財務、 運營和競爭因素。出席者將探討航空公司的盈利能

力靈敏度如何影響航空公司管理決策，以及分析航空公司經濟、成本和定價的原則。課程

討論客運和貨運的模型，並評估低成本運營商和全商務航空公司個別特色。 

 

學習目標 

 

 描述典型航空公司商業和業務優先事項 

 認知快速移動的航空活動本質與相應之機場管理 

 描述機型選擇和網路規劃的關鍵特徵 

 瞭解航空貨運與客運市場的不同 

 解釋當前的航空聯盟策略背後的理念 

 

目標客層 

 機場總經理/高階主管 

 機場營運總監、經理和工作人員 

 機場行銷和商務經理 

 機場公共事務和資訊總監、經理和工作人員 

 民用航空管理局官員 

 全球商業夥伴 

 

課程內容 

 航空公司的收入和費用 

 機場業務及網路規劃 

 空運貨運經濟學 

 航空聯盟和低成本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的商務規劃 

 航空公司的業務挑戰-分組討論航空公司經營模擬與競爭對手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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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航空公司一直以來都是本公司最重要的客戶，因此藉由此次的參訓希望能學習該產業針對客

運與貨運營運之相關考量參數，以有助於對最重要客戶之生態認知與重要的基礎本質學能，

以期能達合作雙贏之目標。 

 

本次國外研習之課程 Airline Management for Airport Professionals 是由 ACI 主辦，上課地

點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機場園區內之航空訓練所，該課程之主要目的如下所示: 

 

 瞭解"航空公司業務" 

 瞭解潛在的動能 

 評估航空產業的商業模式和全球經營環境的變化 

 通過關鍵客戶群的角度看整體產業發展 

 

 

貳、過程 – 課程摘要 

 

本研習從105年11月28日至12月2日止，共5日，分為課堂講授、小組簡報、航空公司模擬競

賽等部分；摘要授課之內容重點如後(另附相關圖片於附錄)： 

 

影響航空產業之主要驅動力 

 油價 

 總體經濟成長 

 政治環境 

 產業基礎建設與相關法令鬆綁 

 觀光、商務、製造產業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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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全球收益延人公里與全球國民生產毛額有高度的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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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表明波音公司對於未來市場(全球經濟、航空旅客數、收益延人公里、收益延噸公里等

的預測(2013~20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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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Economics 預測全球各地區國民生產毛額成長率，其中亞洲地區成長率最高，其次為中

東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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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音公司針對2016年與2035年間各地區起迄旅客人數之成長率預估，圖中可知亞洲區內之總

客運量最高，其次為中國境內、北美境內、歐盟區域內、中東與亞洲之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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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收益 

一般典型的航空公司，如果增加 1%收入，對於利潤的影響，等同於: 

 減少 10%維護費用 

 減少 8%燃油費 

 減少 10-12%之擁有權和租賃相關費用 

 

因此航空公司應致力於收入之增加(例:如何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提高客單價等) 

 

 

上表顯示各主要航空公司之收入來源與其百分比，其中國泰航空CX與大韓航空KE之貨運收入

比例超出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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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顯示航空公司之票價結構(依照公開與不公開之費率表、全額與折扣之不同分類區分) 

 

票價之市場區隔趨勢 

 增加市場區隔性 

 顧客消費性質的改變 

 對於旅客旅遊需求做更深入的了解 

 對於貨物寄件人更深的了解 

 

不同旅客族群的特性 

機場與航空公司應共同面對不同市場需求如: 

 商務旅客 

 轉機旅客 

 團體旅遊 

 貨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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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旅客單位產出的趨勢 

 有長期下滑的趨勢 

 往較長程的規劃趨勢發展，單位成本下降 

 對於價格敏感度高的族群(如觀光客)比商務旅客成長較快 

 營運成本下降後之票價下滑 

 國際競爭下(如低成本航空)之票價下滑 

 旅客組成之變化 

 

對於貨運單位產出的趨勢 

 比客運單位產出之下滑更甚 

 更少單位數的買方使得航空公司之議價能力降低 

 貨運缺少回頭貨的本質 

 機腹載貨容量的有限性使得單價不易提高 

 航空貨運存在多種合約價格 

 

航空公司如何提高收益 

 票價設計 

 不同旅客組合 

 擴充(如航線、機型、班次等) 

 新的來源(其他輔助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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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如何透過歷史資料、定價與費用資訊、出發日期與訂票方式改變等方式使票價最佳

化。 

 

票價最佳化的策略 

 必要時調整不同機型、改變載客容量 

 超收旅客之成本與效益評估 

 重新開放訂位系統之風險與效益評估 

 

一般性的原則 

 保留座位給較高單位之旅客 

 將團體客人移往非尖峰時段 

 對於較差座位提高更多優惠 

 對於不同航程之客單價最佳化 

 超收旅客規劃的調整 

 評估季節因素的影響層面 

 提高旅客願意負擔的票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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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一般航空公司之成本結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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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一般航空公司之成本結構比例(採較廣義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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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顯示油價占一般航空公司整體成本之比例 

 

 

 

 

 

 

 

 

 

 

 

 

 

 

 

 

 



 

16 
 

上圖顯示一般航空公司之成本結構，依營運直接相關(如整體管銷成本、固定成本、間接成

本等)與非營運直接相關(如利息支出、外匯相關費用、政府稅賦、資產處理損失等)之方式

分類。 

 

成本改變的策略選項 

 階段性調整(小幅度的改善、各部門成本分配的調整) 

 商業模式的優化(過程、資產使用等) 

 商業模式的轉型(根本性的重新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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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低成本航空各地區的分配，目前歐洲、北美與亞太地區為主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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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亞洲與東南亞之低成本航空座位成長比例 

 

低成本航空之營運優勢 

 較佳之座位密度 

 較高使用率 

 較低之人員成本 

 較低的機場使用相關費用 

 機隊的共通性 

 

低成本航空之成本優勢 

 產品優勢(艙內餐飲服務、機組人員成本、載客率) 

 行銷/其他優勢(經銷成本、銷售與訂位相關成本、行政相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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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顯示每單位小時低成本航空相對於傳統航空之成本優勢與分類項目之節省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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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顯示各主要低成本航空公司之營運成果與利潤率，其中Air Asia(亞洲航空)目前之利潤

率最高。 

 

低成本航空的新興市場 

1.中東 

•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 其他 

2.亞洲 

• 中國 

• 主流航空公司建立子公司 

3.中南美洲 

4.俄羅斯 

5.非洲 

6.市場整合 

• 美國 

• 巴西 

• 歐洲 

•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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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機型選擇之考量因素(分為營運面、財務面、商業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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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全球航空公司收益延人公里之總分佈圖，其中星空聯盟占比最高、其次為天合聯

盟、寰宇一家，再其次為低成本航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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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目前三大航空聯盟2007~2015年之淨利潤，其中星空聯盟表現最佳，2008年則由於

金融風暴使得各航空聯盟皆呈現營運虧損狀況。 

 

航空聯盟的主要型態 

 股權/特許經營合作夥伴 

 共用班號 

 聯合營運/合資企業 

 共用設施空間 

 收入/費用分擔 

 聯合行銷 

 管理合約 

航空聯盟的主要原因 

 容量限制 

 減少競爭 

 降低成本 

 聯合發展 

 政治層面 

 文化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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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目前航空貨運市場之運具分配圖，其中機腹載貨與全貨機之比例相近，其次為整合

型航空公司(如 UPS、DHL、Fedex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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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航空貨運之物流供應鏈結構(從寄件人、貨運代理、地勤業者、航空公司，至收件

人等)，目前市場主導者為國際行貨運代理業。整合型航空公司則採取一條龍式的服務，相

對索取費用也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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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波音公司針對各地區之航空貨運延噸公里現況與預測，但參與學員一般認為此預估

較偏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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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亞洲地區將持續領導市場，其中以北美與亞洲間之需求最大，這也是桃園機場最佳

的表現機會(地理位置與航網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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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空中巴士公司針對目前全球成長最快速的貨運量與路徑預測，其中以中國大陸至印

度間為最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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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顯示目前全球航空貨運量之分佈比例，其中最高比例為易腐商品，台灣最具優勢之ICT

產品則約占百分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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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列舉空中巴士公司整理主要影響航空貨運量的驅動與限制因子。 

 

未來影響航空貨運的相關議題 

 歐洲及北美的經濟 

 中國大陸人力成本的上升 

 貨運代理的角色扮演 

 機腹載貨的安全問題 

 航空運輸的環境保護問題 

 3D列印對製造業回流的影響 

 使工作和利潤回歸本土的政治壓力 

 

 

 

 

 

 

 



 

31 
 

 

叁、心得與建議 

 

藉由此次的參訓，對於航空公司之客運與貨運營運之相關考量參數已有基本認識，航空公司

一直以來都是本公司最重要的客戶，此次課程設計的重點基本已吻合規劃之目的，同時也自

我期許，能於後續貨運相關產業之招商引資工作上，與航空公司盡力達成相互理解與合作雙

贏之目標。感謝公司能提供相關國外研習課程，使個人有機會能加強對航空公司營運之重要

基礎本質學能，同時期許未來有機會能整合公司客貨運資源(機腹載貨等規劃與商機)，以提

升招商整體效益。 

 

本研習課程不論指導老師與學員，確實於課程間達到航空產業綜觀之討論與交流，使學員可

以基本認知典型航空公司商業和業務優先事項，以及快速移動的航空活動本質與相應之機場

管理，同時對於航空公司機型選擇和網路規劃的關鍵特徵、航空貨運與客運市場的基本差

異、當前的航空聯盟策略背後的理念等，也能有快速的掌握。 

 

由於個人服務於公司貨運處，對於當前航空貨運市場的動態相對投入更多的關心，也有幸與

指導老師有多次請益的機會，更加明確目前全球經濟整體下滑，大宗貿易量已明顯減少，惟

電子商務逆勢成長，電商貨之快速處理與良好的客戶服務(品質與時效)已成顯學，因此有越

來越多的貨運代理或國際物流廠商不斷聚焦 B2C 的電商務流，使得各國際機場相對必須投

入相應的措施與基礎建設，以爭取更多國際電商貨源之延伸商機。另大陸及東南亞等地區之

物流相關基礎建設日益改善，以及大陸貨運機隊仍持續增加，中東之大型機隊又積極於東南

亞佈署出口北美市場，造成整體航空普貨的價格競爭激烈(也造成貨運單價下降)，使得台灣

進行貨轉貨之國際價格競爭力已不具明顯優勢，加上國內物流環境不夠便捷，更使桃園機場

之國際中轉能力有很大改善空間。 

 

雖然未來影響航空貨運的相關議題仍有很多，如歐洲及北美的經濟發展、中國大陸人力成本

的上升、貨運代理的角色扮演、機腹載貨的安全問題、航空運輸的環境保護問題、3D列印對

製造業回流的推動、使工作和利潤回歸本土的政治壓力等，本公司應該能持續積極整合各方

資源，使得桃園機場能成為目前市場主導者(即國際貨代)的其中選項，而不至於被邊緣化，

因此建議公司應能積極與國籍航空公司與相關公營單位如中華郵政(一般貨轉郵政之貨源)

等，進行深度整合並加強互動，以共同爭取國際貨源(尤其是電商貨)來台。 

 

研習課程再次顯明亞洲地區將持續引領市場，其中以北美與亞洲間之需求最大，這正是桃園

機場最佳的表現機會，不論地理位置與航網等，都應充分運用優勢，爭取國際貨源來台中轉

與加值，創造更多服務型的經濟動能，吸引更多國外直接投資，以有效提升就業機會與薪資

水平。物流業的產業帶動性極高，新加坡還因此特別提高物流業的位階，整合更多國家資源，

這些都可作為國內物流相關主政機關(如經濟部、交通部、財政部、國發會等)的施政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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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 (講師與圖片)：  

 

授課講師： 

 

(圖一) 

 

 

 

 

 

 

 

 

 

 

 

 

 

 

 

 

 

 

本次訓練課程講師為Simon Walker，現為顧問公司負責人，教學技巧與經驗豐富，長期配合

ACI相關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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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課程中相關相片： 

 

(圖二) 

 

 

 

 

 

 

 

 

 

 

 

 

 

 

 

 

 

 

來自世界各國航空相關產業的學員，包含機場公司、民航相關監管單位等，國別有台灣、馬

來西亞、烏干達、芬蘭、辛巴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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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大家於課堂頻與老師互動交流，針對課授內容彼此分享各國經驗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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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此次研習同組成員(國別為台灣、馬來西亞、烏干達)，分工完成簡報與航空公司營運模擬競賽。 

 

 

 

 

 

 

 

 

 

 

 

 

 

 

 

 

 

 

 



 

36 
 

(圖五) 

 

 

 

 

 

 

 

 

 

 

 

 

 

 

 

 

 

 

 

 

 

 

 

 

 

 

研習課程結束後取得國際課程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