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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8 月 1 日，多家国内外航空公司下调了国际航

线燃油附加费。耐人寻味的是，包括国航在内的多家国内

航空公司宣布从 8 月 2 日零时起上调 800 公里以上航线燃

油附加费，即由调整前的每位旅客 140 元调整为 150 元。

在国际原油价格下跌的背景下，国内航油价格以市场

化的名义涨价，并没有赢得市场的理解。虽然航空公司回

应国内燃油附加费上调是市场联动的结果，国际航线尚未

与油价接轨，但“为何内外有别”以及“高企的燃油附加费

是垄断产物”等质疑之声却不绝于耳。

受强台风“梅花”影响，上海虹桥和浦东两大机场被

迫取消了部分时段的航班。原本订好了东方航空公司 8

月 7 日由上海转机飞往美国洛杉矶机票的李先生，不得不

调整出行计划，改为由北京飞往首尔，再由首尔转机去洛

杉矶。麻烦归麻烦，“梅超风”也给了李先生一个意外之

喜。携程旅行网机票业务部的客服人员告诉李先生，他

新订的大韩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班往返机票，比一个

月之前预订的机票，节省了 300 元，这其中，燃油附加费下

降了近 100 元。

“平常出门，到处都是涨价的消息，习惯了听‘涨’声，

这冷不丁地说不仅不加价，还由于降价要退回点儿钱来，

倒是头一回。”李先生说。

李先生这便宜，拣得确实“蹊跷”。因为相比之下，很

多乘坐国内航线的乘客却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国际油价

最近不是说下跌了吗？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怎么反倒

涨上去了？”

国内涨价 国际迫降

8 月 2 日零时起（出票日期），国内多家航空公司 800

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由每位旅客 140 元调

整为 150 元；800 公里（含）以下航线未作调整，仍为每位旅

客 80 元。

“目前，春秋航空、国航、东航、南航、深航、山航、厦

航、昆明航空、河北航空、吉祥航空、幸福航空、华夏航空

等十余家航空公司均已正式发出通知，宣布按上述标准

调整燃油附加费。”携程旅行网机票业务部的客服人员做

出这样的提示。

据记者了解，这已是今年以来航空公司第四次提高

燃油附加费。今年 2 月、4 月和 5 月 3 次调价后，800 公里

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由 70 元提高到 140 元。此次上调

后，150 元/人的价格已经看齐 2008 年下半年时的征收标

准，重新回到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开征以来的最高水平。

令人不解的是，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年内“四级跳”，

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却在下调。记者了解到，深航、港龙

航空、国泰航空以及韩亚航空均发出通知，于 8 月 1 日（出

票日期）起下调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

“例如，国泰往返香港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洲、

欧洲、非洲、中东、南亚次大陆的航段，每段减少了 3.5 美

元，往返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以及其他航段每段减少了

0.7 美元。”上述客服人员介绍说。

机票燃油附加费调价的差异性措施，让很多旅行社

在暑期游如火如荼的时候，不得不调整旅游线路的报价，

进一步缩减了部分出境游和国内游的价格差。

“对于国内线和国外线都跑的旅行社，报价上的调整

有升有降，受到的影响应该会小一些。如果只有国内游

的业务，由于机票燃油附加费增加，线路报价或多或少会

上调，旅行社的客源就会受影响。”在北京某旅行社工作

的导游赵小姐告诉记者。

虽然没受到调价“冲击波”的影响，东莞市国际旅行社

副总经理李秩波还是在个人微博中表示了不解：“在油价连

跌 5 天跌破 90 美元/桶的关口后，为什么航空公司还不断增

加燃油附加费？”后面还不忘加了一个抓狂的表情。

涨价有理 随行必须就市

不解归不解，面对航空公司的照“涨”不误，谁都没脾

气。更何况，这次航空公司上调燃油附加费，那是有国家

发改委的“尚方宝剑”在手啊。

山东颐衡律师事务所律师丛伟解释说，航空公司之

所以敢“擅自”上调燃油附加费，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国

家发改委制订的《关于推进航油价格市场化改革有关问

题的通知》。有了政策上的依据，航空公司迫不及待地

上调燃油附加费，自然就是可以想象的事情。

“在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多降少，或者更准确一些说，

国内成品油价格该涨时必涨，该降时不降的大背景之下，

得到了国家发改委‘尚方宝剑’的航空公司，自然有了想

涨就涨的底气。”丛伟说。

自今年 7 月 1 日中国航空煤油进口关税完全取消后，

7 月 12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推进航油价格市场化改

革有关问题的通知》，航空煤油价格市场化改革再度迈出

重要一步——自 8 月 1 日起，国内航空煤油市场价格正式

迈入了“每月一调”时代，航油出厂价由新加坡航油进口

到岸完税价和贴水两部分构成，且不超过新加坡市场进

口到岸完税价。

记者了解到，最近一个月，新加坡航油价格的确呈震

荡上升趋势，7 月平均价格为 129 美元/桶，相当于国内航

油完税价约 8000 元/吨，国内航油价格提升确有依据。

所以，7 月 29 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厅文件核定 8 月份航

空煤油进口到岸完税价格为每吨 7768 元以后，中石油立即

发布了调价通知。记者从中航油方面获悉，他们从中石油

主要炼厂采购航油的价格已经上涨到每吨 7768 元。而在

航油采购价本身上涨的同时，中航油的采购综合成本价也

从之前的每吨 7700 元上调到每吨 7785 元，多了 85 元。

这些都成为国内航空公司上调燃油附加费的直接理

由。据悉，航油是航空公司最大的成本消耗。中国国航、

东方航空、南方航空这三大国有航空公司的航油成本都

已超过总成本的 40%。而由于南航 80%的航线为国内航

线，每次受国内航油价格调整的影响也最大。所以，航油

价格调整，航空公司也将不得不随行就市，宣布调高燃油

附加费来弥补成本。

东航财务会计部总经理吴龙学表示：“我们测算了一

下，此次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以抵消九成以上航

油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

“攘外安内”远水解不了近渴

国内航空煤油价格与国际油价联动是大势所趋，但是，

油价与国际接轨为何没有落实在燃油附加费上？同样是在

国际原油价格下滑的背景下，燃油附加费为何“外降内升”？

对此，中国民航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邹建军给出的

解释是，一方面，这与国外航油采购价格较低有关，航空

公司国外航油采购均价近期的确是在下降，而国内航班

航油采购均价今年以来一直呈上升趋势；另一方面，这也

与航空公司的消费政策有关，当国际航线景气不足时，航

空公司自然愿意通过价格调节吸引旅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型国有航空公司相关负责

人也对媒体透露：“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上调是因为与

航油价格联动，8 月，航空公司从中航油采购航油的综合

采购成本价从 7700 元/吨上涨到 7785 元/吨，航企必然

会采取上调燃油附加费的做法。而国际航线燃油附加

费并不与油价联动，是由执飞的几家航企协商制定的。

如果航企希望获得更多客源，就可能采取下调燃油附加

费的做法。”

“具体说来，国内航线调整燃油附加费需要国家主管

部门批准，周期较慢，而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调整时间

较快，只需航线上对飞的两国航空公司之间协商后直接

向各自的民航管理部门备案即可完成。”中国能源网首席

信息官韩晓平介绍说。

不过，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并不会永远“协商”调

整下去。在外界质疑燃油附加费为何“外降内升”之时，

有业内人士透露：“国内燃油附加费上调是与航油价格联

动的结果，未来，民航局也将推动国际燃油附加费与航油

价格接轨。”

此举，颇有点儿“攘外安内”，让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

服从中国航油市场价格波动趋势之嫌。

“我们已经听说这一消息，但国际燃油附加费与市场

联动并不容易实现。”吴龙学进一步称，“因为中国征收的

税较高等原因，国内航企采购航油价格本来就高于其他

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国外航企显然不会上调燃油附加

费，而中国企业如果调整，将削弱自身竞争力，这是种两

难的局面。所以，民航局要推动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与

市场联动，必须与国际航协进行协商找到解决办法。”

一边是整体下跌的国际油价，一边是伺

机上涨的国内油价，这事发生了，不能不说是

一个“奇迹”。8 月 2 日零时起，国内多家航空

公司联手抬高 800 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

征收标准。对于终端消费者多掏的 10 元钱，

他们众口一词的说法是：由航油出厂价攀高

所 致 。 石 油 企 业 自 然 也 是“ 站 着 说 话 不 腰

疼”：你们涨不涨，反正我是涨了。

有底气。

在高铁故障频发、动车追尾事故的影响

下，旅客的消费心理逐渐偏向民航，航空公司

在国内自然多了许多提价的底气。

但这需求旺盛的市场形势，远不是涨价

的充分理由。值得注意的是，8 月 1 日，国内

航油按照国家发改委的“有关通知”，正式实

行一月一调的市场化定价，8 月 2 日，国内多

家航空公司便迫不及待、而且步调非常一致

地在“同一天”就宣布了上调燃油附加费的消

息。这让外界一片哗然。不得不说，如果不

是相互串通或达成默契，国内燃油附加费征

收标准和调整时间不可能如此一致。这次涨

价，航空公司貌似早有准备，只等这 8 月 1 日

的一场“东风”了。

不管这集体涨价的背后是阳谋还是阴

谋，航空煤油价格市场化改革的这场“东风”

可是来得有理有据。国内航油定价主要参

照新加坡航油价格，而新加坡航油价格在最

近一个月确实呈震荡上升趋势。这无疑给

了航油价格上涨、航空燃油附加费增加的十

足底气。

由于汽油、柴油涨价牵扯面太广，于是才

挑航油下手。航油价格的月度调价机制“先

行一步”，本是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的一次试

水。不可否认，“一月一调”的新规更能灵敏

地反映市场变化，但是，这“首发”后的表现，

不得不让人怀疑，月度调价机制很有可能成

为航油价格的“助涨器”，并借由航空燃油附

加费，最终转嫁给航空乘客。

虽然有分析认为，航空乘客属于高端消

费人群，10 元的涨幅对他们来讲比较容易承

担和消化，但是，承担得起并不意味着人家就

不能为了这 10 元钱来讨一个说法。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许小年便表示，在国际原油价格下跌之际，航

空燃油附加费却在上涨，国家发改委应该给

个明确的说法。 他认为，产品定价是企业不

可剥夺的经营自主权，反对在价格管制上明

显地区别对待。对政府垄断定价产品，解决

的根源不是定价问题，而是打破和取消垄断。

由于航油垄断和国家发改委统一定价，

燃 油 附 加 费“ 涨”与“ 不 涨”，道 理 都 摆 在 那

里。而据民航专家透露，中航油垄断经营国

内 航 油，致 使 航 油 价 格 一 直 高 于 国 际 油 价

15%至 30%。一直以来，中国的航空公司使用

着几乎是世界上最贵的燃油。

而包括此次国内燃油附加费逆市涨价在

内，中国航油市场暴露出的最大问题就是航

油供应的垄断。国内民航的航油供应、管道、

加油终端都把控在中航油手中。公开资料显

示，中航油是全球第五大航油公司，在全国

155 个机场、为国内外 180 多家航空公司提供

服务，总储油能力达 200 余万立方米。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2005 年，海航曾经希

望联合中石油、中石化成立航油公司，共分航

油市场的一杯羹，甚至将可行性报告提交给

当时的民航总局，最终却不了了之。

可见，在国内航油供给仍处于中航油“一

言堂”的语境之下，任何与国际油价接轨的市

场化改革都显得十分可笑。而任何这种“可

笑”的“涨价机制”所带来的“额外消费”，消费

者都不应该稀里糊涂地买单。

提价要有底气 花钱定讨说法

国内航油出厂价格调整

时间

2008-06

2008-12

2009-01

2009-03

2009-05

2009-06

2009-07

2009-09

2009-10

2009-11

2010-04

2010-06

2010-10

2010-12

2011-02

2011-04-07

2011-05-26

2011-08-01

价格（元/吨）

7450

5050

3990

3560

4020

5050

4770

5070

4870

5190

5690

5470

5690

5990

6340

6840

7640

7785

航空公司燃油附加费调整

时间

2008-7-1

2008-12-25

2009-1-15

2009-11-14

2010-4-6

-

2010-10-27

-

2011-2-22

2011-4-8

2011-5-26

2011-8-02

800 公里以下（元/人）

80

20

暂停收取

20

20

-

40

-

50

60

80

80

800 公里以上（元/人）

150

40

50

40

-

70

-

90

110

140

150

《短评》

国内航油出厂价和航空公司燃油附加费调整时间表

航油涨价有理航油涨价有理？？ 附加费外降内升附加费外降内升

■ 本版撰文 本版记者 高洪艳

（本表格由本报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