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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山航

人物

2013年，工程技术公司航材
部协议室参加了当年山航飞机设
备选型项目 (Buy e r Fu rn i s h ed
Equipment简称BFE)，这是新飞机
引进前的重要工作。飞机引进时，
机上的各种设施比如座椅航空公
司都可以找厂家谈好价格，发货
送到波音公司。波音再在生产线
上将这些设施组装到飞机上，这
样可以降低从波音采购整机的成
本。

BFE项目的难点就在于要跟
大量供应商反复商谈采购价格，
组织了BFE选型中最复杂、最枯
燥、最繁琐的部分——— 前期询价
比价工作。前期，对几十家供应商
多次询价比价；后期，积极参与
BFE谈判工作，协议室主管徐世
旸更是将办公地点从机场转为大
厦，全力以赴参与谈判。

由于谈判需要严格保密，谈
判期间他们全天封闭，从早上一
直工作到深夜。他们从大局出发，
严格遵守工作纪律，整个BFE谈
判历时半年，最终圆满完成各项
谈判任务。

在历次谈判中，徐世旸他们
逐渐发现了credit这种奇妙的东
西。通俗地说，credit就相当于消
费者平时购买商品时商家为促销
而发放的代金券。在谈判中，当他
们发现某些时候无法将价格再降
低一些时，获取credit就成为降低
总体成本更可行的举措。

在BFE谈判中，为了及时有
效地对BFE协议中的credit进行索
要、控制和使用，协议室对BFE协
议进行了详细的分解，找出了每
个credit的索要条件、触发时间、
使用范围，并制定了详细的跟踪
表、管理表、交接表，确保credit得
到及时有效的使用。

通讯员 白新宇
本报记者 廖雯颖

““锱锱铢铢必必较较””的的航航材材人人

几十家供应商比价

用好“代金券”

在山航机务几乎清一色“纯
爷们”的队伍里，航材成本协议班
组两位男主管带了三位女兵，女
性比例高达六成，饱受其他机务
同事羡慕。

“我们团队虽然只有五个人，
但大家工作之外关系很好，每个
人在班组中都有自己的职责，很
有家的氛围。”成本控制室成员赵
春燕是工会小组长，除了日常工
作外，她会关心大家的生活和个
人情绪，随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
助。徐世旸则是团小组长，经常组
织大家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活动。
王静说，去年五个家庭“拖家带
口”一起自驾游去了日照，大家在
海边冲浪、阳光浴、沙滩排球、堆
沙子，玩得不亦乐乎。“我对象经
常问我，你们班组啥时候再搞活
动呀？我们还经常互相串门，家里
孩子都是女孩儿，年龄相仿，能玩
到一起。”作为班组中最年轻的成
员，季源觉得自己很幸运：“来了
之后感觉上司挺温柔，各位前辈
也都像哥哥姐姐一样关照我，手
把手教我去做好工作。”她还爆
料，两位主管都是居家好男人，办
公桌上摆的都是妻子和孩子的照
片。

最近这个五人班组又迷上了
公益活动。从去年开始，成本协议
班组正式加入了济南公益助学组
织“麦田计划”，成为了“麦友”，为
贫困学生提供各种帮助。“去年平
安夜，我们一起参与了济南麦田
组织的苹果义卖，所得资金都资
助给周边地区的贫困学生。今年
年初，我们又一同走访了商河县
沙河乡沙河村小学，帮助他们建
立了图书角，配备了一些教学设
施。”张猛猛说，这样的“集体活
动”大家都乐在其中。

不再清一色“纯爷们”

业余做公益

通讯员 白新宇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少花一分钱

净赚2个亿

“我们股份公司的董事长
于海田在一次会议上讲过，航
空业是高成本运行的行业，飞
机、航油、人力、维修成本都很
高。高到什么程度呢？按照座
公里成本(每个座位飞一公里
的成本)核算，每增加一分钱，
全年增加成本2 . 278亿元。”山
航工程技术公司航材部成本
控制室主管张猛猛语出惊人，

“从座公里成本上讲，山航节
省1分钱就是降低2个亿的成
本。”

山航的成本构成中，维修
成本排在航油成本、飞机拥
有、起降服务费和人力成本之
后的第五位。“山航74架飞机，
一年的维修成本大概几个亿
吧。”这个和他威猛的名字相
去甚远，形象温和的大叔轻描
淡写地说出一个天文数字。
张猛猛介绍，在维修成本中，
发动机维修和机身维修费占
大头，这部分成本是比较固
定的，比如按照计划进行的
发动机、A PU ( 辅助动力装
置 )、机身定期维护的大修。
另一部分是计划外的维修成
本，比如飞机运行过程中的
机械故障导致的采购或修理
费用。

张猛猛一边说一边向记
者展示一个飞机航材件号。因
为欧美国家技术垄断，航材只
能从规定的欧美制造厂购买，
价 格 普 遍 较 高 。比 如 波 音
B737NG飞机上，为飞行员提
供飞机所在位置信息的惯性
导航组件，外观仅有一个笔记
本电脑大小，价格却高达30多
万美金，加上各种税负，折合
成人民币就是两三百万，完全
可以买一辆兰博基尼豪华跑
车，“这还是打了折扣后的价
格。”张猛猛说。

据介绍，2013年，山航工
程技术公司通过合理制定发
动机维修计划、细化航材租售
索赔流程、加强预算控制与分
析等管理措施，在保障安全正
点 的 前 提 下 为 山 航 节 约 了
1 . 2 5亿元。张猛猛坦言，“省
钱”的职业习惯还不至于让他

在生活中变成“小气鬼”，却练
就了一身理财的好本领。“我
对象在银行工作，但是我们家
的钱都是我来管，她也放心。”

多管齐下

节约成本有妙招

张猛猛告诉记者，他们通
过各种方式千方百计节省成
本，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各
类报表预测、监控各项维修预
算的执行情况，及时提醒相关
部门“省着花”。另外，他们会
根据航材的历史消耗规律确
定预期消耗数量，进而确定最
合理的采购数量。“比如3年前
买了3个配件，一查报表发现，
3年只从库房中领用过一次，
那下次可能就要少买几个或
者不买了。”

确定合理的航材库存量
是个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库
存量少了，就可能造成飞机出
现故障时没有航材可用，那就
是真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延误旅客行程同时造成经济
损失。库存量多了用不到，又
会占用库存成本。张猛猛说，
航材部的计划工程师通过分
析历史消耗，自己摸索形成了
多种数学模型进行数据测算，
以掌握保障和成本之间微妙
的平衡关系。

有时飞机在外地临时出
现故障不能起飞，又没有航材
可换，该如何解决？“借。”张猛
猛告诉记者，“别看机票营销
时航空公司之间竞争十分激
烈，但在机务领域，‘天下机务
是 一 家 ’，大 家 都 会 互 相 帮
助。”就在采访前一天，张猛猛
值夜班，山航一架飞机在厦门
出现了故障。当地山航库房没
有需要的航材，经过一番联系
和沟通，张猛猛顺利从厦航机
务求援到了所需的三件器材，
及时保障飞机顺利出港。“当
然，借了用完要尽快拆换下来
归还给人家。”

英语专八加经验

谈判“必杀”组合

37岁的航材协议室主管
徐世旸操着一口略带喜感的
东北口音，但这并不妨碍他在
谈判桌上一次次巧妙化解合
同中的“陷阱”。航材部除了送
修岗位其余的他都干过，身为

一名“老机务”，他对整个航材
业务都十分熟悉。作为航材部
规模最小的科室，徐世旸唯
一的下属，2 9岁的季源是名
牌 大 学 英 语 专 业 的 女 研 究
生，身怀英语专业八级的“绝
技”。“徐哥机务经验丰富，但
有时候对英语理解没那么准
确，或者说不像我那么敏感。
我限于专业和资历，对机务
业 务 的 了 解 又 远 远 比 不 上
他。”季源这样向记者解释他
俩的“强强联合”。

英语八级加上多年机务
经验的组合，在谈判桌上就成
为规避各种陷阱的“必杀技”。
经验老到的徐世旸能够清楚
意识到合同中的某些条款难
以执行，从而规避许多问题。

“某次跟飞机轮胎供应商谈
判，合同中有一项条款，对方
要求我们每个月都要向他们
提供每个轮胎上标明的件序
号，以确保实时监控。但是根
据实际情况，执行这样的条款
会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根
本不可能。这样的条款我们就
不能接受。”

对季源来说，女性的细腻
令她在合同谈判和签订文本
中发现一些容易被遗漏的细
节，避免了语言和文字的歧
义。“比如合同中某个器材后
面标注40%discount，可以表示
4折出售，也可以表示打4折，
其实是6折。这种表述可能就
是个‘陷阱’，我们都会要求对
方改为60%off，明确表示是4
折，这样的表述就不会有歧
义。”英语专业出身的季源对
英语有着敏锐的直觉，在与外
籍供应商代表谈判时，她经常
直接跟对方沟通，省掉翻译的
环节。

讨价还价有技巧

谈判也能“打包”

徐世旸打了个比方，跟航
材供应商谈判商定价格，有时
候就像去市场上买东西，如果
要用最实惠的价格买到质量
好的正品，就一定要让自己懂
行。最关键的就是谈判前要有
充分的准备，“充分了解要购
买的器材的市场价值，了解报
价中可能含有的附加费用，了
解竞争厂家和替代产品的情
况，了解行业在索赔质保等方
面的基本规定……”

徐世旸透露，谈判前一定
要将谈判组成员组织起来召
开碰头会，确保我方参与谈判
的人员口径一致。不能泄露我
方的谈判方向和心理价位，否
则在后面的谈判中就会处于被
动。“比如突然告诉对方另外一
家厂商也对这个供货合同有意
向，让对方乱了阵脚，这也是杀
价小技巧。”谈起如何在与供应
商的谈判中尽量降低采购送修
成本，徐世旸讲得头头是道。他
总结出了一个诀窍：搂草打兔
子——— 捎带。“有些大的器材供
应商提供的产品种类多，除了
有竞争厂家的产品外还有独家
生产或销售的产品，这些独家
产品往往不提供任何优惠政
策。利用竞争性谈判时我们掌
握的主动权，可能会让对方对
独家产品提供一些优惠。”打包
是徐世旸常采用的方法。

徐世旸说，工作对他日常
生活的最大影响就是养成了仔
细查看各种合同条款的习惯。比
如保险合同、买房买车的合同，

“一般人可能浏览一下就签了，
我会一条一条地仔细看。”

一提起机务人，大部分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身穿工作服和反光背心，在机坪上检修飞机的
形象。山航还有一群不为人知的“特殊”机务工作者——— 航材人。山航工程技术公司航材部成本协
议班组，这个仅有5个人组成的小团队，平均年龄已过而立。每天奋战在各种报表和谈判桌上的他
们，只要一进入工作状态，立刻变身“小气鬼”，为了给公司降低每一分钱而“锱铢必较”，与各类器
材供应商、承修商据理力争，从每一份协议的字里行间维护公司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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