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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首都机场集团旗下的专业化公司，北京首都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通过强化领导、落实责任、完善机制

等方式，推动降本增效工作落地。在控制人工成本总量、优化劳动用工结构的同时，充分发挥薪酬福利激励作用，提升劳

动生产率。公司还通过精益日常管理，提升运行保障能力，坚持内外挖潜，全面拓展经营收益。这些措施实现了成本下降、

效率提升和发展效益的提高，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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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机场航空安保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保公司）作为首都机场集

团旗下的专业化公司，将降本增效工

作纳入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科学统筹

安全运行与经营发展，聚焦关键成本，

加强研究实践，力求在降本增效工作

中取得实效。

一、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

治站位，发动全员打赢降本增效

“攻坚战”

落实过“紧日子”要求，推动降本

增效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具有高

度政治要求的系统性管理工程。它关

系到全局，也是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

长期坚持的基础性工作，旨在创造卓

越价值。这需要上下统筹、各方协调，

集思广益、凝聚众力，发动全体员工

共同推动落实。

一是强化领导、周密组织，在狠

抓落实上下功夫。首都机场集团启动

降本增效工作后，安保公司第一时间

成立降本增效专项领导小组，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把降本增效工作纳

入二级党委“四好”班子考核，实现降

本增效措施与党建工作的深度融合，

公司各级党组织积极行动，狠抓跟踪

落实，为实现降本增效总体目标提供

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和组织支持。

二是强化协作、落实责任，在完

善机制上下功夫。安保公司注重加强

降本增效顶层设计，建立专题会商机

制，研究部署降本增效工作措施，动

态完善任务清单，实现了任务目标的

层层分解和责任措施的落实到人，并

同步加强任务跟踪督办。同时，创新

推行“双统筹共协调”的常态化工作

机制，加强内外部沟通协调，形成了

齐抓共管促落实的良好工作态势。

三是强化宣贯、动员全员，在营

造氛围上下功夫。安保公司通过多种

方式宣传降本增效工作的背景及意

义，引导各级人员在思想和行动上与

上级要求保持一致，全力打好降本增

效“攻坚战”。公司组织开展精益管理

培训班，强化各级管理人员的经营意

识和精益理念，提升管理能力，增强

工作推进的决心和信心。此外，还开

设了“降本增效”专栏，积极开展主题

宣传，大力营造舆论氛围，在中国民

航网、中国网、集团 OA 网等内、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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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上发表了 80 余篇宣传稿件，形成

了“降本增效人人抓、抓出成效人人

享”的工作氛围。

二、突出重点环节、聚焦关

键成本，多措并举打赢降本增效

攻坚战

安保公司作为国内唯一具有独立

法人资质的航空安保企业，由于民航

安检业务的特殊性以及首都两场（首

都机场和大兴机场）的政治敏感性，

一直以来都是劳动密集型保障企业，

人工成本占比较高（达 85%）。安保公

司抓住人工成本管控这一关键，在确

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着重加强人力

资源使用的精细化管理，在控制总量、

优化存量、提高效益方面下功夫，有

效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一是严控人工成本总量，大力提

升劳动生产率。严格落实人工成本和

工资总额管理要求，开展人力资源状

况评估，实行人力资源全盘统筹，动

态调整业务量与人员配置。结合次日

业务量预测，精准配置人员。年内，

累计跨区域、跨部门调整人员 230 人

次，有效提升了人力资源利用率。建

立生产运行协同联动机制，实施三级

联动，部门缺口点对点支援，少量缺

口机关支援，大量缺口统筹支援，实

施勤务资源精细化运行，有效控制员

工总量。2023 年，各类人员累计支援

旅检现场 2 355 人次，服务一线 8 321

小时，有效缓解了人力资源压力。严

格控制人员总量，通过内外部挖掘潜

力、流程再造、勤务优化等提效措施，

实现单通道过检效率提升 15%，有力

应对了疫情后大客流保障。乙类乙管

后的首个暑运，首都两场客流量大幅

上升，人均服务旅客量较 2019 年增长

18%。截 至 2023 年 8 月 底，安 保 公 司

人员总量较年初下降 13.8%，实现了

人工成本基本可控。

二是完善低成本用工模式，大力

优化劳动用工结构。安保公司全面评

估现有用工形式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梳理并完善用工内控机制，巩固和优

化低成本用工模式。公司优化实习合

作模式，巩固低成本用工比例，明确

先实习后招聘、根据实际需要和成本

情况择优录取的原则，探索建立有利

于企业降本增效的实习合作模式，确

保实习生比例相对稳定，稳定低成本

用工数量。同时，公司优化实践教育

模式，扩大低成本用工范围，将实践

教育合作岗位从防爆岗拓展到其他低

风险岗位，完善实习生资质培训机制，

固化实践教育周期，有效提高了实践

生队伍的稳定性和工作质量。

三是发挥薪酬福利激励作用，大

力推动员工主动增效。安保公司深入

理解过“紧日子”并非过“苦日子”的

理念，主动优化薪酬福利体系，充分

发挥激励效能，促使员工积极增效。

公司在全面调研的前提下，逐渐完善

企业年金管理，修订企业年金方案，

精确核算支付所有中人补贴待遇，合

理提高划入个人账户的比例，在提升

资金效益的同时，成功实现年度成本

降低约 387 万元。此外，公司还对薪

酬体系进行系统优化，研究为不同层

级、不同类别的岗位制定有差异的薪

酬策略，建立以岗位价值为基石、以

绩效贡献为依据的薪酬管理制度，重

点向一线安检等关键岗位倾斜。

三、精益日常管理、提升效

率效益，统筹兼顾打赢降本增效

总体战

安保公司积极转变发展理念，自

觉摒弃“等靠要”“背靠大树好乘凉”

的陈旧思想，主动走出舒适圈，通过

组织优化、流程改造、市场拓展、科

技赋能、精益管理等多维度打出降本

增效组合拳，实现了成本下降、运行

效率服务质量不降、发展效益有提升

的扎实成效。

一是聚焦主责主业，提升运行保

障能力。安保公司着眼于高质量发展

全局，以强化安全管理的核心地位、

凸显经营规划的引领和统筹作用、提

高后勤保障的综合管理能力和资源

配置效率为重点，整合和优化组织架

构及部门职责。公司撤除并合并了 3

个二级部门及部分三级科室架构，使

职能职责更加明确，管理效能得到充

分发挥，实现了“聚焦核心、管理下

沉、精简高效、保障有力”的组织管

理目标。与此同时，公司坚持聚焦业

务难点，实现管理贯穿，积极推进降

本增效在勤务一线落地生根。2023 年

以来，疫情后旅客流量呈现井喷式增

长，给首都两场的安检一线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压力和冲击。在集团公司降

本增效的总体经营工作基调下，安保

公司自觉摒弃了以资源要素投入为主

的保障传统模式，积极运用精益思维

提升运行保障能力。以大兴机场航站

楼安检为例，一线部门坚持从客户需

求出发，充分运用数据思维，深入挖

掘旅客流量数据的经济价值。根据大

兴机场旅检通道的排布特点，收集和

分析每日旅客流量数据，研发出“潮

汐客流测算工具”，自动测算并生成

各安检区域、各时间段的旅客流量。

然后，依据旅客流量分布情况，精心

组织勤务，科学制定人力资源配置方

案，主动调配旅客流向。通过采取疏

导前置、宣传前置、管控前置的“三

个前置”优化措施，运用化峰填谷、

均衡资源、关口前移等方式，以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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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换时间、以时间置换空间，增进旅

客协同，多措并举提升安检通道的安

全运行保障能力，有力化解了大兴机

场资源布局分散、旅客流量骤增、经

营成本管控等挑战。经核算，全年节

省人力成本 500 余万元，实现了从流

量到效益的转化，在集团内部形成了

一种可借鉴、可推广的安检运行保障

模式。

二是坚持内外挖潜，全面拓展经

营收益。安保公司秉持“产业化方向、

企业化属性、专业化路径和市场化机

制”的发展理念，强化保障型企业也

需要懂经营、会经营的意识，充分发

挥专业优势和平台资源，积极拓展自

营业务市场。公司先后与国航、东航、

南航、新华航空、首商航、新加坡航

空等多家单位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大

力发展安保培训、安保咨询、特殊安

保等业务，年内实现“两场一办”以外

的自营业务收入 5 798.66 万元。经营

性子公司赛瑞公司不断加大智能旅客

安检系统等自主研发产品的销售推广

力度，累计收入 2 346.46 万元，切实提

高了自身的“造血”能力，实现了以副

业反哺主业。

三是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实现智

慧降本。安保公司所承接的航空安保

业务涵盖了首都机场和大兴机场两个

大型国际机场，其安保业务范围广泛、

员工众多、管理流程复杂，且人员作

业岗位分散。在过去的多年里，由于

信息化程度低且缺乏总体规划，公司

的运营管理信息汇总和分析比较困

难，无法及时反映公司的整体运营和

管理状况。原有的零散业务管理系统

已经无法应对安保现场日益增长的工

作压力和突发事件的挑战。

在 新 形 势 下，安 保 公 司 结 合 安

全、高效、友好、减负的安检工作理

念，积极制定行业安保科技发展规划，

聚焦主要责任和核心业务需求，推进

科技创新应用。通过优化组织模型层

级、重构数据模型、构建通信模型、构

建安保数字化体系等方式，实现了岗

位无纸化办公，并自主研发了安检移

动工作台，覆盖了首都机场通道管理

的所有岗位，实现了勤务管理的信息

化。这一举措减少了 189 部勤务通讯

手机的使用，年内降低了勤务通讯费

用 61 760 元，同时压降了约 32 000 元

的纸质台账费用。此外，公司还创新

研发了 E 后勤管理系统并全面投入

使用，将服装发放方式从定期按标准

全员发放转变为员工按需自主申领，

提高了服装管理效率的同时，有效降

低了服装成本，累计压降服装费用

287.91 万元。

四是精细日常管理，无死角压降

运行费用。安保公司强化精益理念，

注重精细化成本管控，坚持勤俭节约，

在各项费用支出上做到精打细算、分

毫必争，从严从紧控制非必要、非刚

性支出和非生产项目，减少、精简不

必要的公务活动。

以宿舍资源优化为例，2019 年，

为满足大兴机场筹运储备人员的住宿

需求，安保公司在首都机场和大兴机

场辐射区域内租赁集体宿舍，高峰期

住宿保障能力达 3 963 人，年住宿保

障成本达 3 600 余万元，占公司后勤

保障总成本的 65%，成为后勤保障各

项工作中最大的成本支出。为有效控

制后勤保障宿舍这一关键成本，安保

公司注重宿舍的统筹规划，平衡供需

关系，遵循集中住宿保障与成本管控

需求相匹配的原则，实现资源整合和

精准管控 ；遵循集中住宿保障与生

产运行需求相匹配的原则，实现系统

筹划和滚动调配 ；遵循集中住宿保障

与员工生活需求相匹配的原则，实现

科学优化和集中管理。初步构建了疫

情常态化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后勤

保障工作的新模式，即“大数据决策

支持、多资源动态匹配、全流程线上

管理”。2023 年，安保公司精准退租

人均住宿成本高且员工满意度相对

较低的住宿资源，累计退租 1 740 个

床位，节约住宿成本 2 420 万元，实

现了供需基本平衡，精准控制了住宿

成本。

五 是 强 化 绩 效 考 核，充 分 发 挥

激励效应。为确保降本增效各项措施

能够切实落地，安保公司建立了专项

考核机制，对“每旅客成本”和“劳产

率”进行考核，并将其纳入公司的战

略执行考核体系。通过优化激励约束

机制，增强业绩考核结果的联动性，

鼓励各部门自我加压，提高降本增效

工作的主动性和实效性，为各项任务

目标的顺利完成提供了有力的机制     

保障。

六 是 树 牢 命 运 共 同 体 意 识，积

极加强联动合作。安保公司切实强化

国企政治担当，坚持服务于首都机场

集团高质量发展全局，主动与管理机

构及驻场单位协同合作，积极采取流

程优化、资源调配等措施，全力打造

降本增效命运共同体和发展生态圈。

2023 年，安保公司主动协同首都机场、

大兴机场、首商航等单位进行业务流

程优化和岗位整合提升，累计减少岗

位编制 613 人，压降人工成本 8 945 万

元。实现了“三提升一压降”的工作目

标，即安全裕度、岗位价值、工作环

境得到提升，人工成本大幅压降，有

力推动了集团公司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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