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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单已超千架 C919带“飞”产业链
国产大飞机C919迎来商业化落地的“高光时刻”。5

月28日10时32分，MU9191航班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飞
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并于12时31分抵达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顺利完成了C919机型的全球首次商业载客飞行。

C919圆满完成商业首航，也让一批“搭乘”大飞机的产
业链公司备受市场瞩目。据悉，通达股份、中航西飞等多
家上市公司均参与了C919的生产制造，随着C919订单陆
续交付，产业链公司也将迎来广阔发展空间。根据上海市
科委发布的《2022上海科技进步报告》，截至2022年底，
C919累计获得32家客户、1035架订单。

中国东航成为C919全球首家用户

5月28日10时32分，中国东航使用中国商
飞全球首架交付的C919大型客机，执行MU9191
航班，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飞往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开启这一机型全球首次商业载客飞行。
近130名首航旅客“抢鲜”感受C919的空中之
旅。本次航班于12时31分顺利抵达北京首都
国际机场，并穿过象征民航最高礼仪的“水
门”。该航班的顺利飞行，标志着国产大飞机
C919“研发、制造、取证、投运”的全面贯通，也标
志着中国民航商业运营国产大飞机正式起步。

根据计划，5月29日，东航首架C919将在上
海虹桥—成都天府航线上实施常态化运行（航
班号MU9197）；后续将逐步扩展投放到更多的
航线。目前，该航班在各平台的机票已经售罄。

回顾C919历时4年的商业化进程，可谓紧
锣密鼓，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

2019年4月，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正式受
理了中国商飞公司提交的C919飞机生产许可证
申请。2019年7月，C919飞机生产许可审定委
员会召开首次会议，审查工作正式开启。此后
C919飞机生产许可审定审查组经过3年多的严
密审查，确认首架飞机已经完成生产试飞达到
交付条件。

2022年9月，C919取得中国民航局型号合
格证（TC证）。2022年11月，中国民航局向中国
商飞公司颁发C919大型客机生产许可证（PC），

C919大型客机向产业化发展迈出坚实一步。
2022年12月，一架编号为B-919A的C919

大型客机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上海虹桥国
际机场，全球首架C919大型客机交付首家用户
中国东航。此前，中国东航已于2021年3月与
中国商飞正式签署首批5架C919购机合同，成
为C919的全球首家用户。

2023年5月28日，中国东航的C919大型客
机商业首航成功，意味着全球民航运输市场迎
来了最新一款全新研制的单通道干线飞机。

累计获得32家客户1035架订单

根据上海市科委发布的《2022上海科技进
步报告》，截至2022年底，C919累计获得32家客
户、1035架订单。记者梳理发现，已有多家航司
和飞机租赁公司与中国商飞签订了关于C919的
合作协议。

中国东航副董事长、总经理李养民在5月
25日的业绩说明会上向投资者表示：“我们对
C919非常有信心。”据悉，中国东航拟在2022
年、2023年完成5架C919引进，根据实际运营情
况和公司航网规划，再决定后续引进计划。

中国国航也早早与商飞签订了购买协议。
中国国航董事长马崇贤表示，公司已与商飞签
署了20架C919飞机购买协议。南方航空副董
事长、总经理韩文胜则表示，南航对C919飞机保
持高度关注，与中国商飞保持密切的沟通，将按

照相关程序，推进后续工作。
商飞官网显示，2023年4月27日，海航航

空集团与中国商飞公司在上海签署100架飞机
采购协议，其中包括60架C919飞机确认订单和
40架ARJ21飞机意向订单。据了解，未来双方
还将在飞机进出口、航材维修、物流仓储、新技
术应用、航材支援、维修保障、飞机构型优化等
领域开展合作。

在2022年11月举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国际
航空航天博览会上，国银金租、工银金租、建
信金租、交银金租、招银金租、浦银租赁和苏
银金租等7家租赁公司与中国商飞公司签署
300架C919飞机确认订单和30架ARJ21飞机
确认订单。

众多产业链公司“伴飞”

伴随C919商业化落地，大批量订单交付，一
批“搭乘”大飞机的产业链公司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据统计，通达股份、中航西飞、中航电子、润
贝航科、博云新材、西部超导等上市公司，均透
露了参与C919大飞机的生产制造。

润贝航科向投资者表示，公司是商飞的三
类合格供应商，主要提供航空材料、消耗件航空
化学品等。在C919试验机型的生产过程中，公
司已经为商飞供应了相关航材。公司子公司润
和新材料的部分国产化航材已经获得中国商飞
工艺材料产品批准书。

中航电子在2022年年报中表示，多家子公
司成为C919项目配套供应商。公司未来会作为
供应商保质保量完成C919项目生产供货任务。

中航西飞表示，公司作为中国商飞C919飞
机核心机体结构供应商之一，承担C919飞机外
翼翼盒、中机身（含中央翼）、襟翼、副翼、缝翼工
作包的制造任务。

记者注意到，多家产业链公司的技术已经
运用于C919。天汽模的航空板块为航空企业配
套的主力机型包括：中国商飞C919、ARJ21、空客
A220等；华力创通在航空领域有成熟的仿真测
试和信号处理解决方案，并已经在ARJ-21、C919
等机型上得到应用；昊华科技所属曙光院项目
主要为国产支线飞机ARJ21、国产大飞机C919、
空客A320和波音737-800等飞机提供配套轮
胎、替换轮胎和轮胎翻新服务。

此外，还有多家公司为C919提供细分领域
的技术及产品支持。通达股份全资子公司成都
航飞是中国商飞C919的供应商，涉及产品主要
为中央翼等机体结构件；成飞集成参与了C919
小部分零部件生产制造；国睿科技参与了C919
大飞机的信息化项目建设；西部超导参与了
C919大飞机材料的研制，是其部分材料供应商；
楚江新材子公司江苏天鸟生产C919飞机碳刹车
预制体产品；博云新材主要通过与美国霍尼韦
尔公司合资的霍尼韦尔博云航空系统（湖南）有
限公司，为C919大飞机项目提供机轮和机轮刹
车系统。 据《上海证券报》

最近，可口可乐涨价的消息受到业内关注，有
网友直呼“肥宅快乐水不快乐了”。

事实上，不止可口可乐，受原材料成本上涨等
因素影响，今年以来已有多家饮品企业对旗下产品
进行提价。如果你最近到小区楼下的小卖部或者
公司附近便利店买饮料，很可能会发现，很难找到
售价在5元以下的。

5元以上饮料占60%

记者走访一些社区连锁便利店、线下商超后发
现，除了矿泉水、牛奶，5元以上饮料正在占据饮品
区更多的位置。

超市老板表示，目前5元以上饮料大概占到店
里饮品区的60%以上。“上了年纪的，基本还是会挑
3.5元的饮料，其他顾客的购买价格区间在5-5.5
元；价格再往上的，买的人稍少。”

传统商超，同样缩减了5元以下饮品占比。在
世纪联华线上的酒水饮料列表区，仅有330ml的芬
达、雪碧、可口可乐以及百事可乐价格在3元及以
下。脉动、中沃等功能饮料，以及兰芳园鸭屎香柠
檬茶、香飘飘低糖黑乌龙乳茶等网红饮料，大多突
破了7元。

记者发现，在大部分社区超市内，低于3元
的饮品多是一些矿泉水及小规格可乐、雪碧、苏
打水等，标准规格的果汁饮料、茶饮料等普遍在
3元以上，运动饮料、气泡水则多在5元以上。而
在超市的冷藏冰柜里，5元左右的饮料占据了较
多位置。

此外，在某便利店的线上渠道，除矿泉水外，低
于3元的只有一款300ml随身装可口可乐，售价2.1
元，售价在3-5元之间的共37款，5元以上共82款，
其中最贵的一款饮料卖到27.1元一瓶，为480ml的
一整根植物饮料（2号）；在另一家便利店内，低于5
元的饮料有32款，5元以上的则达70款。

今年来多家饮料品牌涨价

据报道，近日，多个终端的可口可乐都进行了
不同程度的涨价，便利店、小超市以及不同商超可
乐售价都略有不同。

为了消除不同销售渠道售价差异的影响，记者
对比可口可乐在天猫旗舰店和京东自营店铺的售
价，发现同样规格在可口可乐中国的京东自营店
24瓶的售价59.9元，也就是2.5元/瓶，而淘宝平台
未搜索到该规格产品。据比价软件显示，京东平台
的自营旗舰店可口可乐各规格产品在5月19日的
售价均相对上涨。

在经销渠道，四川一位采购商告诉记者，可口
可乐工厂在上个月涨价，24瓶的300ML可口可乐
拿货价上涨4元。

2月初，养乐多100亿活菌的原味和低糖产品
也开始涨价，单价分别从11.7元、12.7元涨到12.8元
和13.8元。

2023年开年，农夫山泉打响行业开年“涨价第
一枪”，宣布调整杭州区域19L桶装水价格，自2月1
日起，该产品由20元/桶上调至22元/桶。值得一
提的是，在此次调整之前，农夫山泉已对上海地区
的19L桶装水售价进行了调整，由26元/桶上调至

28元/桶。

为什么饮料越来越贵

近两年，饮料越来越贵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原

材料价格上涨。
均瑶健康在公告中提到，上调公司“味动

力”品牌部分产品的出厂价，主要是因为公司产
品的主要原材料、运输、包材及辅材等成本的持
续上涨。

在国内，糖价也在上涨。中国糖业协会公布的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4月底，甜菜糖厂已全部停
机，甘蔗糖厂除云南省有3家尚在生产外，其他省
（区）糖厂已全部收榨。2022年/2023年制糖期，全
国生产食糖896万吨，同比减少39万吨。全国制糖
工业企业成品白糖累计平均销售价格5865元/吨，
同比回升129元/吨。

除糖价上涨外，饮料包装瓶的主要原材料PET
（一种高分子聚酯材料）的价格也在上涨。农夫山
泉在2022年年报中提到，2022年原油价格上涨，作
为原油的下游产品PET等原料价格也出现明显上
涨，这加大了以PET等材料作为产品包装主要原料
的饮用水和饮料企业的成本压力。

中国副食流通协会饮品分会秘书长、全食展组
委会主任王海宁认为，新品研发需要投入较高的研
发成本及市场推广费用，所以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新品价格相对较高。产品升级叠加消费升级，是导
致饮料涨价的重要原因。

供稿：《每日经济新闻》

为什么5元以下饮料越来越少了？

据路透社报道，苏丹武装冲突不仅造成了人
道主义危机，也意外地让全球碳酸饮料制造商感
到焦虑。

苏丹盛产的阿拉伯胶，是制造碳酸饮料的关
键材料。

据悉，苏丹的阿拉伯胶产量约占全球的
70%，如果阿拉伯胶出口中断，包括可乐、雪碧、
芬达等在内的碳酸饮料将面临断供风险。

重要原料恐断供

近日，“可口可乐涨价”“可口可乐告别3.5
元时代”等消息在网络上快速传播，并引起不少
讨论。

而在这一波涨价疑云的背后，是全球主要碳
酸饮料生产商可能在几个月内就会面临阿拉伯
胶断供的风险。

据了解，阿拉伯胶在食品工业中主要作为稳
定剂使用，它可以使食用香精、食用色素、蔗糖等
配料“和谐共处”，也可以让汽水中的二氧化碳更
稳定地存在于液体之中。

据路透社报道，阿拉伯胶全球年产量约12
万吨，价值11亿美元，它们大部分产自于横贯非
洲的“树胶带”，主要产国包括埃塞俄比亚、乍得、

厄立特里亚等，其中，苏丹的阿拉伯胶品质较好，
约占全球出口总额的70%。

尽管食品工业界已经出现了明胶、卡拉胶
等其他添加剂，但对于可口可乐、百事这样体量
的公司，更换添加剂意味着配方和生产线的大
幅调整。

另据英国超市连锁巨头Aldi透露，虽然很
多产品在配料表中并未明确标明，但实际上都
使用了阿拉伯胶。除了可乐之外，雀巢、联合利
华、M&M、高露洁等品牌的产品中也要添加阿
拉伯胶。

出口商和行业消息人士表示，由于担心苏丹
战火持续带来的风险，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这
样依赖阿拉伯胶的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在储存阿
拉伯胶，有些公司会保持三至六个月的存储量，
以免出现供应短缺。但全球碳酸饮料的消耗庞
大，一旦库存耗尽，可能将冲击全球的碳酸饮料
生产线。

冲突影响出口

阿拉伯胶对全球食品饮料、药品及日化行业
来说至关重要，即便在早年美国对苏丹实施经济
制裁时期，该类目也始终被排除在外。

美国财经媒体指出，由于国际“中间商”普
遍还有阿拉伯胶囤货，终端厂商还不至于立马
库存告罄。但如果苏丹国内局势不能很快稳
定下来的话，阿拉伯胶的价格可能会急速上
涨，成本压力也会从原料上游传导到消费品价
格上。

过往消息显示，苏丹以往的冲突多集中在达
尔富尔（Darfur）这些边远地区，此次冲突爆发地
则在首都喀土穆（Khartoum）及周边地区。据
悉，苏丹大部分存储阿拉伯胶的设施位于喀土穆
和临近的恩图曼市（Omdurman）。

另外，由于运输线路经过冲突爆发地区，产
自北科尔多凡州乌姆拉瓦巴（Umrawaba）和青
尼罗州达马津（Damazine）的阿拉伯胶也无法
运往喀土穆和红海沿岸的苏丹港出口。苏丹航
运商会秘书长阿瓦德?穆萨（AwadMusa）称，
苏丹港主要出口中心的阿拉伯树胶储存设施都
是空的。

向德国出口阿拉伯胶的QualityHouse公
司董事长Ibrahim Abubaker表示，库存产品要
么被卡在仓库里，要么被卡在生产地。“由于苏丹
军队和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冲突，超
过5万吨（树胶），约占苏丹年产量的一半，无法
出口”。 据《国际金融报》

这个国家或将引发全球可乐“断供”
新闻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