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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通程化服务体系

促进支线航空高质量发展



一、民航大国向民航强国转变需干支协同发展



干支机场通达性差异巨大现状

u 干线机场通达性是支线机场的2倍多，干支发展差异巨大

ü 通达性定义：指早8点到晚8点之间，一个城市通过过直飞或一次中转到达42个中心城市的平均时间，该指标越小

代表通达性水平越高。

u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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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机场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现状

u 国内枢纽机场中转比例普遍较低，远低于国外水平



二、干支结合是支线高品质发展的必要基础



支线旅客出行需求离散决定必须干支结合为什么要干支结合

数据来源：2018年冬春季航班计划，华夏航空OD需求预测模型

支线城市到全国主要中心城市的OD需求份额
u 旅客出行需求呈离散型

ü 根据OD需求测算模型，预测国内所有

支线至40多个全国主要干线城市的旅

客需求分布相对均匀

u 满足更多支线城市出行需求，支线

必须走干支结合的道路

ü 支线机场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航线网

络既不经济也不现实（航空投入高，

资源瓶颈大）



干支结合的痛点

u 各枢纽机场航司市场份额占比分散，干支结合必须跨航司、多家合作

市场层面：跨航司间的合作尚未形成行业共识（1/3）

数据来源：2018年冬春季航班计划



干支结合的痛点

u 干支结合方面的行业规章与制度有待健全与完善

ü 行业内尚无对干支结合有切实指导的规章文件

u 有关干支结合的航班信息系统尚不支持

ü 民航航班信息发布与结算系统中尚不支持干支中转

u 干支结合的展示与销售渠道仍不健全

ü 干支结合无法顺畅对公众销售，并被消费者感知

行业管理层面：缺乏行业规则与公用信息系统支持
（2/3）



干支结合的痛点 支线诉求：支线航空发展尚处于青春期阶段（3/3）

初始期/缓慢发展

青春期/如何发展

成熟期/高质量发展

成熟度

时间

2012年 2020年



三、建立通程化服务体系是解决干支结合的关键路径

                                       



通程服务体系建立 什么是通程航班（1/5）

           通 程 航 班

ü   一个航班代码

ü   两个承运人

ü   标准独立产品

ü   全责任服务产品

ü   全保障服务体系

中转机会→中转产品
u 明确服务标准

u 全程无忧服务保障

u 承担客规级服务责任

的

超级中转



通程服务体系建立 什么是通程航班服务体系（2/5）

01 02 03 04

行业政策与法规
的认可与支持

提供贯穿于全流
程的服务与规范

完善的民航销售
与结算系统支持

客规级的服务责任
保障与应对机制



通程服务体系建立 通程航班服务体系相较于一般中转的区别（3/5）

携程关于通程航班展示

中航信关于通程航班展示

通程航班号 机型 通程航班标识（经停机场）

1、全渠道标准化产品展示



通程服务体系建立 通程航班服务体系相较于一般中转的区别（4/5）

通程
全程
无忧
保障

短信

提醒

地面值
机提示

优先

登机

中转专
人引导

客舱广
播提醒

航延

预警

航延单
独服务

行程失
效保障
服务

2、全程无忧服务保障 3、客规级的服务责任

ü 多种不同渠道的责任处理机制

ü 通程航变的完善的应对方案与措施

ü 通程航班失效后的不同类别的责任主

体判别以及赔付标准认定

4、高品质的中转效率

ü 多方协同推动机场MCT（最小衔接时间）缩

短至1至1.5小时，实现高效中转



通程服务体系建立 建立通程航班服务体系带来的变化（5/5）

u 干线航司网络布局完善

ü 引导干线航司调整、优化并完善现有干线网络，以获得更多的衔接机会，提供优质

的通程产品

u 枢纽机场航班波的逐步形成

ü 通过网络协同，逐渐建立起在枢纽机场的航班波，实现枢纽的高效运转



机场实践案例 国内部分干线机场崛起，引领行业发展（1/2）

u 国内部分干线机场枢纽意识觉醒，在中转联程上做出了诸多努力与尝试（呼和浩特机场）

内蒙古机场集团“经呼飞”中转品牌打造

ü 发布中转品牌，制定全新品牌LOGO

ü “九免五优”双享政策，中转服务贴心化

ü 通程值机自动识别中转旅客，中转服务高效

化

ü 蒙内九个机场的快线模式，中转出行便捷化



机场实践案例 国内部分干线机场崛起，引领行业发展（2/2）

u 国内部分干线机场枢纽意识觉醒，在中转联程上做出了诸多努力与尝试（贵阳与重庆机

场）
国内不同枢纽机场在中转联程的实践

贵阳飞

ü 构建一小时飞行圈

ü 云上公交

ü 空中快线

西部游,重庆飞

ü 打造西部中转枢纽

ü 最便捷、最实惠、最舒适

ü 重庆中转，先游重庆



u 始终坚持支线战略，深耕支线航

空市场

ü 95%以上的支线航线

ü 92%以上的独飞支线航线

ü 覆盖中国40%以上的支线机场

ü 多家支线机场的独家承运人

坚守行业分工，获得广泛合作（1/5）华夏航空的支线实践 

中国国际航空

深圳航空

山东航空 四川航空

东方航空

吉祥航空

西藏航空 成都航空东海航空 青岛航空



关键节点建立全程无忧服务体系（2/5）华夏航空的支线实践 

支线航司 干线航司

n 值机

1. 值机柜台提醒

2. 打印两段登机

牌

n 登机

1. 快速登机

支线机
场

基地机
场

目的机
场

中转服务链条

n 空中服务
1. 机上广播介

绍中转流程
2. 落地中转提

醒

n 中转地下机

1. 专人引导

2. 专车接送

3. 专人陪同

n 中转手续

1. 中转休息室

2. 快速安检

3. 优先登机

n 空中服务

1. 机上广播

提醒中转

流程

u 实现8个基地（重庆、贵阳、呼和浩特、西安、大连、天津、库尔勒等）全保障的中转服务



建立全保障的中转信息服务系统（3/5）华夏航空的支线实践 

u 通过中转信息系统的

建设使用，打破信息

割裂的现状，形成信

息链条，在系统层面

上实现对整个运营保

障流程的全面监控。

购票
服务

值机
服务

安检
服务

登机
服务

机上
服务

中转
服务

机上
服务

接机
服务

行李
服务

机场 航空公司
值机岛

安检信息

登机口/机位

行李转盘

……

飞机信息

航班信息

旅客信息

行李信息

……

信息
割裂

通过系统打通信息链条
实现全流程保障



与合作航司联手打造责任体系（4/5）华夏航空的支线实践 

u 健立全责任保障服务

ü 提供全责任保障服务，建立中转服务

失效处理机制

ü 无服务责任的产品不能称之为有效产

品

ü 面对中转服务失效情况，结合广泛性

合作优势通过多渠道处理，以及建立

“客规级”赔付标准

承担服务责
任

多渠道的
责任处理

建立“客规级”
赔付标准



华夏航空的支线实践 “兴义模式”成功探索（5/5）

u 兴义模式

ü 通过开辟兴义=贵阳每日8班，时刻分布均匀，点对点的快线形式，以干支结合的方式，实现

兴义到全国主要中心城市的快速通达。

携程网的通程航班展示界面同程网通程航班的展示界面



华夏航空的支线实践 “兴义模式”成功探索（5/5）

u “兴义”模式产生的网络效应相当于

500万吞吐量的机场

ü 与多家航司实现了代码共享，每周提供4924个

中转产品，通达全国主要个中心城市，平均频次

达到每日4班

ü 实现兴义机场航线网络等同于500万吞吐量中型

机场的规模

u 兴义=贵阳航班的中转比例最高达到

29%

ü 单月贵阳=兴义航班中转旅客最高占比达29%，

1-10月整体平均达到21%

航线 日频次

兴义-北京 6

兴义-三亚 5

兴义-南京 5

兴义-深圳 5

兴义-杭州 4.5

兴义-上海虹桥 4

兴义-广州 4

兴义-厦门 4

兴义-青岛 4

兴义-昆明 3

兴义-郑州 3

兴义-成都 3

兴义-福州 3

…… --

平均值 4



四、需要行业各方的支持

                                       



展望 各方齐力，共同推进通程航班标准建立

民航局

中航信

干线支线承运人

枢纽机场支线机场
与地方政府

• 给予通程航班以直飞、经停同等政策地位

• 建立通程航班收费标准，取消双航段收费政策，即收取一次机场建设费

• 完善的通程航班基础设施设备

（显示屏、中转车等）

• 建立标准化的通程航班服务保障

• 更广泛更深入的跨航司间合作• 为通程航班提供信息系统支
持

• 组建通程联盟，推进通程标

准化真实落地



展望 您的航班有以下三种选择

一、直飞航班

三、通程航班

二、经停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