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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封大山里，重载无人机空中“御剑”，轻松将
高空中高压线上的冰层敲下；千亩棉田上，农业无人
机“漫步”空中，有条不紊地收集土壤和农作物的实
时信息，帮助农户“精准作业”；火灾现场，消防无人
机在空中喷出高压水柱，成功“制服”十几层楼上的
大火；电影拍摄现场，影视无人机从天空俯冲而下，
用高清摄像头记录一个又一个精彩画面……随着无人
机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普及，低空经济正在走进大众视
野，为交通物流、文旅融合等应用场景不断赋能。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深化我国
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低空”指距正下方地
平面垂直距离在1000米以下，根据不同地区特点
和实际需要可延伸至4000米的空域。

“低空经济”则是以低空空域为依托，以通用航
空产业为主导，涉及低空飞行、航空旅游、支线客
运、通航服务、科研教育等众多行业的经济概念，
是辐射带动效应强、产业链较长的综合经济形态。

“发展交通运输平台经济、枢纽经济、通道经

济、低空经济”，2021 年 2 月，低空经济被写入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2023年12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
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

从农业植保到电力巡检，从物流配送到旅游观光，
从环境监测到应急救援，低空经济赋能千行百业，不断
催生新业态。激发市场力量，提供政策保障，加强技术
支撑，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国正从“新”出发，充
分激发低空经济潜力，让低空经济飞得更好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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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路”修到低空去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朴素的
话，从不过时。

发展低空经济，通俗地说，就是
把“路”修到低空去。在这条新“路”
上，同样会出现“路上的车”、“开车的
人”、因“路”而富的产业。曾经因为地面
上纵横交错的道路而兴起的繁荣，同样
将是未来低空经济里蕴藏的广阔机遇。

未来的上班路什么样？
出门“打飞的”，曾经似乎还是科

幻电影中的场景。而就在今年，深圳
“空中的士”的版图持续上新，从坪山
燕子湖会展中心飞往福田 CBD （中
央商务区） 的通勤航线，将两地间的
出行时间从地面的60分钟缩短到了13
分钟；在安徽，全球首款商业落地的
无人驾驶飞行器，在合肥骆岗公园正
式实现常态化飞行。用空中通勤告别
上下班的拥堵，这样的场景正离我们
越来越近。

未来的快递外卖什么样？
外卖小哥变成外卖飞手，不再需

要风里雨里奔忙；无人机送货到家门
口，再偏远的地区也可以进村入户；
配送效率从“天”变成“小时”，生
鲜产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客户手中。
对于物流这项最要求速度的产业，低
空将成为最佳解决方案。

未来的公共服务什么样？
在森林密集区域，直升机快速出

动、空中灭火，监控森林火情；在医
院的楼顶，面临危急情况的患者，迅
速通过直升机转移救援；在农林山
区，行业无人机来回穿梭，迅速完成
山林的扫描和各项数据监测，智能生
成数据回传并相应处理。更加智慧、
更加安全的公共服务正逐步落地。

以山地运输为例，作为国内山岳
型景区典型代表的安徽省黄山风景
区，为有效解决山地物资运输难题，
运用大疆运载无人机开辟无人机运输
航线，有效缓解了山上山下物资运输
压力。而此前，黄山景区每年4月到
11 月旅游旺季时日均 15—20 吨的物
资运输需求，只能通过人力加索道二
次运输的方式进行运送，面临着传统
运输方式运力不足、劳动强度大且运
输能力难以持续增长等问题。

据统计，黄山风景区在远离行人
步道区域开辟的无人机运输航线，采
用单行线双机运行模式，仅2023年6
月1日至2024年1月10日，共计运输
物资达251.5吨（约50.3万斤），其中双
机吊挂单日最大运输量突破5000斤，
景区日常经营所需的肉类、蔬菜等鲜活
物资、矿泉水、大米，以及打包垃圾、
淤泥等物资，都能通过无人机进行运输
作业，基本涵盖景区日常经营物资、应
急物资等各类物资运输需求。

未来的农业什么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尉犁县“超级棉田”的管理者
极飞科技公司员工艾海鹏给出的答案
是“无人机+智慧农业”。“超级棉田”
通过应用极飞农业无人机、遥感无人
机、农机自驾仪、农业物联网设备及
智慧农业管理系统，实施智能水肥一
体化管理，由此实现了“两个人管理
3000亩棉田”。

2023年12月11日，极飞科技在广
州举行年度大会。极飞科技创始人彭
斌带来了农业无人机 P150、P602024
款，ACS4智能手柄、SRC4带屏遥控
器，DL1数链、2024款电池雾冷箱等
众多农业“黑科技”。“最早的无人机
像皮卡，后来像大卡车，现在像巨型
工程机械。车头越来越小，功能性越
来越多、载量越来越大。”极飞相关负
责人对本报记者说，P150采用全新机
身结构，在载重量提升的情况下减少
了飞行平台重量，并通过重塑力学结
构、模块化设计等举措促使无人机更
加耐用、易保养、维护成本低。

随着技术和场景的完善，未来会
有像现在打车软件、支付软件、应用
软件等在内的空中服务平台不断出

现，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专业人士分析，低空经济未来蕴

含无限可能，低空不仅仅可以建成交
通系统，甚至可以建成工业系统。越
来越多应用场景的出现，也会延展出
全新的产业链条，数字技术、智能技
术、数字孪生技术等高新技术，都可
以在低空产业中大展拳脚。

事实上，在低空经济的新“路”
上，中国已经有公司跑在前面。

从全球的市场占有率以及产品化
能力来说，以大疆为代表的中国民用无
人机制造厂商，已经具备很强的竞争
力。其中，大疆的飞控、云台、图传、
自研影像系统等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化优势，目前全球市场占比超过70%。

依托于技术演进和研发迭代形成的
竞争优势，大疆在无人机转化成生产力
工具的变革浪潮中走在前列，以“无人
机技术+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引领
了无人机在多个垂直行业的应用普及，
在农业、低空运载、专业影像，以及城
市治理、应急救援、能源电力、林业环
保、海事等工业垂直领域有广泛应用。

大疆企业战略总监、新闻发言人
张晓楠对本报记者说：“大疆能做好

的关键，一方面是我们有核心技术，
研究得早，研究得深入，有很多自己
的专利；另一方面是我们的供应链和
产销体系，以及售后维修等全业务链
条较好地协同和支持业务发展；此
外，为了更大程度发挥无人机设备的
应用价值，我们降低了无人机尤其是
商用无人机的使用门槛，并且为不同
行业提供了安全、稳定、易用的设备
和解决方案。”

城市比拼“新赛道”

元旦假期，来自北京的曾斌在广
东省深圳市深圳人才公园饱览城市天
际线美景之余，还体验了一次独特的

“外卖”：给他送餐的不是外卖小哥，
而是一台有6个“翅膀”的无人机。

在直线距离约1公里外海岸城商圈
设置的“机场”，黄黑涂装的无人机起
起落落，工作人员将周边商户新鲜制作
的餐食放入特制的包装盒后，放置在无
人机下，在后台系统的指挥下飞向深圳
人才公园设立的智能空投柜。从点完单

到拿到两杯茶饮，只需要约15分钟，
空中飞行时间不到5分钟。

这是互联网平台美团在深圳设立
的 23 条无人机送餐航线之一，也是
深圳低空物流走入居民日常生活的缩
影。据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统计，2023
年，深圳新开通无人机航线 77 条，
累计开通航线156条，完成载货无人
机飞行量超60万架次。

无人机产业是深圳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重要部分。2023 年，深圳市委
召开专题会议，部署全市做好低空经
济发展这篇大文章；深圳第一次把

“低空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建设低空经济中心，打造通用航空
产业综合示范区、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试验区。一座面向未来、辐射全球的

“天空之城”雏形初显。
除了以无人机为支撑的新型低空

生产服务方式，深圳传统通用航空业
态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近年来，
传统通航短途运输企业积极拓展载人
飞行服务，发展联程接驳、市内通
勤、城际飞行、跨境飞行等空中交通
新业态，深圳机场往返福田 CBD 等

“空中的士”航线陆续开通，2023年

直升机飞行量超2万架次。
穿行在高楼大厦间的无人机将外卖

准时“空投”到消费者手中、从这里
“飞出去”的无人机在全球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授粉投料、数以百计的高科技企
业共同组织了一条全球领先的无人机产
业链……借助产学研和市场应用的先发
优势，深圳的低空经济产业已然振翅高
飞，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不只是深圳，低空经济正在成为越
来越多城市比拼的“新赛道”。以无人机
为例，2023年中国民用无人机产业规模
超过1200亿元，居全球首位，预计到
2025年，这个数字将会更高。粤港澳大
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IDEA）近期发布
的低空经济白皮书显示，到2025年，低
空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综合贡献值将
达3万亿至5万亿元。

“只要拿一张无人机设计图纸，安
阳无人机园区就有能力打造一架完整的
无人机。”近年来，河南省安阳市围绕
打造“航空运动之都”的战略目标，在
中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了无人机
产业园。安阳市的低空经济蓬勃发展，
成为中原经济区的靓丽名片。

在安徽芜湖航空产业园内，涉及

整机、无人机、发动机、维修运营等
的近140个项目形成了上下游配套的
产业聚集。

业内专家表示，未来，低空经济
的应用场景将会越来越多样，通用机
场、航空园区、航空小镇、无人机基
地、飞行营地等将星罗棋布，我们的
天空也会更加繁忙。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新技术促进分
会专家委员解筱文认为，发展低空经
济，有利于促进城市产业升级和经济
增长，为城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
经济效益；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和知
名度，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人才聚集；
有利于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动
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改善城
市交通状况，提高居民生活品质。

政策当好“助推器”

低空经济，飞起来才能热起来。
在全国首个全域低空开放的试点

省份——湖南，刚刚完成了全省范围
内 97 条低空航线的飞行验证。这可
以说是一本安全飞行手册，照着它
飞，就能“想飞就飞”。

在长沙飞行服务站，大屏上显示
着当天湖南空中的实时情况。几十架
飞机正在飞行，还有很多当天申报了
计划的飞机在做准备。同时在屏幕
上，整个湖南的低空空域被划分成了
179块，每一块什么时候能飞、能怎
么飞，都可以实时监测。针对每一个
报批的飞行计划都可以迅速模拟出它
的飞行路线，确保飞行安全。

服务站的负责人说，现在湖南空
域申请报批的服务速度，可以从原来
按天算，提高到现在的按小时算。就
在今年元旦假期，湖南的通航起降架
次增加了 8.3 倍，飞行小时增加了
17.9倍。

不只是湖南，近年来，围绕低空
经济发展，国家持续加强空域政策、
经济政策、行业政策等多重政策支
持，推动顶层设计与地方探索协同联
动，让政策当好“助推器”。

2021年2月，“低空经济”概念首
次被写入国家规划。由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
划纲要》提出，发展交通运输平台经
济、枢纽经济、通道经济、低空经济。

2024年1月1日起，《无人驾驶航
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施行，为低空经济保驾护航。
不仅如此，近日，中国民航局发

布消息称，民航今年将健全通用机场
政策法规与标准管理体系，支持地方
加快通用机场和临时起降点建设，引
导支持运输机场开展通航业务。深化
拓展航空医疗救护、无人机物流、应
急救援、新兴消费等业态发展。支持
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 （基地）
为基础，推动打造若干低空经济发展
示范区。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相关政策扶
持驱动下，低空经济产业有望持续快
速增长。

广州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副总
裁贺天星认为，《条例》 将规范无人
驾驶航空器的飞行及相关活动，为无
人驾驶载人航空器的商业运营提供了
规范化的保障，对持续推进商业化打
下坚实基础，有利于促进低空经济生
态的建设完善。

“《条例》还提出，国家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积极创新空域供给和使用
机制，完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配套
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这对行业发展
是极其利好的信号，有利于促进无人
驾驶航空器产业快速、高效、健康发
展。”贺天星说。

中国民航大学临空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曹允春认为，发展低空经济，离
不开政策法规的规范引导。曹允春
说，低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得到政
策法规的有力支撑，包括低空经济发
展战略规划、政策体系以及财政、金
融、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通过制
定完善的法规体系，吸引更多的市场
主体参与低空经济的投资和运营。

乘着中央政策东风，各地加快布
局低空产业的政策也纷纷出台。

2023年，安徽省芜湖市发布《低
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3—
2025年）》，提出到2025年，低空经
济相关企业数量突破300家，其中龙
头企业超过 10 家，“专精特新”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数翻一番，低空产
业产值达到500亿元。

2023年12月，《广州开发区 （黄
埔区） 促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措施》及政策实施细则公布。广州
市开发区、黄浦区对符合条件的低空
产业项目奖补最高达3000万元，加快
打造未来千亿元级产业集群。

2023 年 12 月 29 日，《深圳经济
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 经深
圳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并将
于2024年2月1日起实施。这是全国
首部低空经济产业促进专项法规，
为促进深圳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提供
法治保障。

让低空经济飞得更好更远
本报记者 杨俊峰

①①①

③③③

②②②

图①：2024年1月19日，由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初级教练机
领雁AG100首批飞机在浙江省湖州市莫干山高新区下线交付。

谢尚国摄 （人民图片）

图②：2023年9月16日，安徽省芜湖市宜居国际博览中心，市
民在参观低空经济创新成果展。

肖本祥摄 （人民图片）

图③：2024年1月10日，乘客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CBD（中央
商务区）的大中华直升机场登机。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