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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8_A1_8C_c40_63839.htm 虽然电子客票在中国的环境还未

成熟，但航空公司在推广电子客票方面动力十足，它是中国

航空公司变革的一个契机，也给产业链的格局带来变数。 中

国东方航空公司总经理助理夏毅这些日子忙得不可开交。东

航在上海虹桥和浦东机场即将安装的20台自动值机设备已经

到货，他需要安排人马进行调试；此外，他还要奔波于国内

各主要机场，沟通设备的安放等一系列问题。 今年8月初，

民航总局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签署加强战略合作的谅解备忘

录，重申明年年底中国电子客票普及率要达到100%。为确保

这一目标如期实现，10月16日起，以实现全球简化商务降低

成本为目标的国际航协将停止向国内机票代理商供应纸质BSP

机票，这一消息让国内各航空公司紧张起来，他们要抓紧最

后的时间，为电子客票的全面普及扫清道路。 “航空公司在

电子客票方面肯定要比机场跑得快，眼睁睁地10月16日这个

重要的日子就要到来，旅客拿着电子客票不能快速办理登记

一定是埋怨航空公司而非机场，所以一定是我们比机场急。

” 避免ATM机的弯路 今年夏毅曾乘坐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飞

机从美国洛杉矶飞往西雅图。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并不算大，

但是他发现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洛杉矶机场的候机楼中却也

发现了数台自动值机柜台，它们和人工值机柜台几乎占据了

同样大的面积，大部分旅客都在自动值机柜台上面自主办理

登记手续。最让他吃惊的是，这个设备后面竟然还连有行李

传送带，旅客通过这台设备可将行李托运的事情全部自行办



妥。 国外机场高效的设施对夏毅触动很大，回国后曾多次主

动和国内主要大机场沟通建设自动值机设备的事情。在机场

设立必要数目的自助值机设备是电子客票普及的重要一环，

它可以极大地提高电子客票的使用便利性。比如北京机场安

装的5台国航和东航自动值机设备，旅客刷一下身份证就直接

打印出登机牌，还可以输入航空公司会员卡号累积里程，整

个过程不过1分钟。 但是，国内大部分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并

不大，机场办登机牌或打印行程单排队的现象也不明显，因

此国内机场对安装自动值机设备或其他方便电子客票使用的

措施并不积极。而且，在电子机票与纸质机票共同使用的情

况下，机场登记手续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大部分机场对电子

客票态度平淡。广州白云机场信息中心主任王金山认为：“

白云机场上半年电子客票使用率在20%左右，大部分旅客对

电子客票的信任度不高，这不是安装几台自动值机设备就能

解决的。” 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受限于国内电子客票的

使用环境，国际航协10月16日之后不再向中国机票代理商供

应印刷机票的纸张只是一个目标，他们并不会真正限制纸

质BSP机票的发放，2008年前中国电子客票使用率达到100%这

个“激进”的目标也有待商榷。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信)电子商务部电子客票组叶可经理表示

，“按照国际航协的统一计划，停止发电子客票一定是最终

目标，但是达到100%只是一个趋势”。比如南航提出的目标

就是今年年底要做到100%，但他按照全国电子客票的增长进

度推算，南航电子客票使用率在年底应该在60%～70%左右。

不过一些大机场还是愿意先尝尝鲜，目前北京、广州、深圳

、昆明、厦门等机场已经或正在筹建自动值机设备。 但是旅



客对电子客票订票、报销、签转等方面的疑虑并没有因为自

动值机设备的快捷而消除。比如国内特殊的报销政策，在国

外是不需要通过行程单来报销的，因此没有打印或运送行程

单这一环节。再有信用体制的不健全制约了网上或电话售票

的普及，而且现在的自动值机设备并不完善，这些设备的功

能和航空公司“快捷服务”的理念相去甚远，比如只能办理

登记牌而不能完成行李托运，不能打印行程单，需要报销的

旅客还需要在另外一个人工柜台排队打印行程单等等。 为此

事夏毅特意找过民航总局的相关负责人，希望民航总局牵头

协调航空公司、机场、中航信三方面共同建设自动值机设备

。中国各航空公司的核心运营系统，离港系统、订座系统，

包括现在的电子客票系统都由中航信负责开发和维护。 夏毅

所在的东航的想法是不希望民航走几年前银行业投ATM机时

的弯路：起初各投各的，最后还需要再重新更换或升级设备

来满足统一规范、互相通用，造成很大的浪费。目前一台国

产的自动值机设备大约20万元人民币，进口的则需要40万元

左右。此外投资方还需支付占用机场位置的费用。 看起来，

要想在全国达成协议是件漫长且浩大的工程，除了投资巨大

外，多方利益的平衡最难解决，因此夏毅近期则不得不挨家

挨户地和机场、中航信分别谈判。 航空公司的动力 尽管环境

不容乐观，但从中航信还是传来了令人乐观的消息：据最新

统计，截至8月我国2006年BSP电子客票航段量已经达到2151

万，8月份达到最高值，BSP电子客票占BSP总航段量比例

为61.87%，而在2005年12月仅为16.41%。2006年电子客票月增

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各航空公司电子客票比率也在今年

上半年有明显上升。航空公司之间也在电子客票互相签转等



问题上积极达成商务协议，方便旅客签转。 电子客票不是简

单的机票电子化，仅仅减少了纸票的印刷成本，平均一张纸

票在流通环节中的成本在20～40元美元之间，由于电子客票

的出现，机票在整个流通环节中的销售、运送、登记、保管

的成本都将大大降低。从机票在整个流通环节中涉及的主要

三方(销售代理、机场、航空公司)来看，极大地缩减成本是

他们一致的利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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