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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闪送”、打“飞的”通勤、

坐观光直升机“兜风”……从一次飞

行到一条产业链，从政策蓝图到产业

生态，低空经济以创新之翼托起万亿

级市场空间。

不仅要“飞起来”，还要飞“稳”又

飞“好”。多位受访人士认为，让科技、

市场的想象照进生活的现实，低空经

济在关键技术、应用场景、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探索。

“飞起来”：技术场景加速拓新

坐进低空 eVTOL模拟体验舱，打

开数字中国实景地图库，沉浸式体验

城市上空飞行；无人机打通低空“生

命线”，15 分钟可完成医疗用血紧急

配送——近日举办的第八届数字中国

建设峰会现场体验区首设低空经济

专区，现场人头攒动，“未来交通体

验”令人眼前一亮。

今年，“低空经济”连续第二年被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着各方支持

政策不断强化，科技链、产业链同频

共振，供给侧、消费端齐头并进，千米

以下的天空越来越“繁忙”。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我国

低空装备行业已有 716家企业在民用

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信息

系统完成了登记注册，备

案产品 2327 种，超过 291
万架。

“我国主要的信息通

信企业以及动力电池、电

机等企业都积极布局参与

到低空经济中来，各领域创

新要素正在加速向低空产

业集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

关负责人说。

装备技术水平持续提高，

适航审定也在不断“破冰”。

3月底，亿航智能 EH216-S
航空器的运营商广东亿航通

用航空有限公司及合肥合翼

航空有限公司获得由中国民

航局颁发的载人类民用无人

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这

是全国首批载人类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

证，标志着中国低空经济“载人时代”

序章正式开启。

“接下来，市民和消费者可以在

广州和合肥相关运营点购票体验低

空游览、城市观光及丰富多彩的商业

载人服务，未来运营商还将根据运营

情况合法合规逐步开拓城市通勤等

其他更多场景。”亿航智能相关负责

人说。

不仅如此，今年以来，美团自研

第四代无人机通过民航局审查，获得

了全国首张低空物流全境覆盖运营

合格证；全国首款四座电动飞机获颁

型号合格证，未来可广泛应用于飞行

员培训、观光旅行、体验飞行、空中摄

影及航空测绘等领域。

赛迪研究院先进制造业研究中心

研究室主任朱钧宇认为，低空经济具

有“强链条、广融合、深辐射”的产业特

性，随着空域管控逐步放开，先行先试

示范多点开花，企业将加速商业化进

展，低空经济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据赛迪顾问预估，2025 年我国低

空经济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 8591.7亿
元。乘风而起，低空经济正“飞”出万

亿级产业“新航道”。

“飞得好”：仍需跃过多道关

当前我国低空要素发展持续向

好，但受访人士也表示，整体来看，我

国低空经济仍处于起步阶段，从“飞

起来”到“飞得好”，未来还有很长一

段路要走。

核心技术、产品性能关乎产业的

发展。受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

前产业关键零部件、研发体系还存在

短板，多学科的融合创新能力还有待

提高。例如，某无人机企业负责人表

示，目前动力电池是制约飞行器发展

的关键要素，电池续航能力制约应用

场景的开拓，这些是无人机研发和运

营企业没能力解决的问题。

做好应用牵引、健全法规标准也

很重要。深圳一家无人机企业负责

人表示，针对城市管理巡检、应急救

援、生态环境监测等领域的产品和服

务，近年进入的企业越来越多，价格

也越来越“卷”，企业承压较大，急需

开发更大更广阔的市

场。某通航公司负

责人表示，城市空

中交通由于公众

认知度和接受度较低、运营成本高昂

等原因，导致市场需求有限，难以支

撑起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现有的

法规标准提出了挑战。”一家受访企

业说，目前，关于低空飞行的空域管

理、飞行安全监管、飞行器适航标准

等方面的法规标准还不够完善。这

使得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面临不确定

性，增加了运营风险，也阻碍了商业

模式的成熟和闭环形成。

除此以外，低空的“路”怎么导

航、怎么管理，需要更精准的低空感

知和智能调度系统，低空基础设施规

划布局需加快完善。

“低空飞行活动日益增加，对低

空运营效率需求逐渐提高，网联安全

和数据安全需要，均对数字化基础设

施和监管服务环境提出了更高要

求。”朱钧宇说，当前，我国低空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数量不足、供需错

位和使用受限等问题。需构建空、

天、地多网融合，通信、导航、监视、

服务为一体的智能网联低空产业新

型监管和服务模式，加快低空智能网

联技术突破。同时，需有序高效推

进起降点、充电设施、维修保障、气

象服务等基础设施和资源保障能力

布局和建设。

“飞得稳”：跑好产业马拉松

作为极具潜力和前景的新兴产

业，发展低空经济是“竞速跑”，更是

“马拉松”。

“要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加快

技术与装备创新，构建满足不同应用

场景需求、低成本、高可靠、高安全的

低空装备产品体系。”朱钧宇说。

对此，他建议，在国家层面，整

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原创性

引领性科技攻关，加强低空领域基

础研究，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在

企业层面，提升低空航空器整机和

零部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通过财

税优惠等政策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

入力度，集中力量整合提升一批关

键共性技术平台，完善企业创新服

务体系；在人才层面，培养高水平低

空人才队伍，完善人才评价和激励

体制，优化创新创业创造生态保护

人才创新收益。

围绕加强多场景应用牵引，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

授、网络化协同空管技术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主任张学军认为，地方政府应

该根据区域特性和经济发展情况，选

取与自身相适应的低空典型应用场

景，并以各应用场景为牵引，在明确

作业空域、角色职责、飞行规则等运

行概念的基础上，开展所需能力分

析，选取相应的技术手段，开展系统

建设。

“各地需要充分考虑投入和产出

比，根据飞行量开展阶段性分级建

设，每个阶段设计相应的管理方法、

建设标准、运行标准，再逐步迭代优

化，由简到繁。”张学军说。

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低

空新型基础设施的护航。目前多地

正加快建设：深圳计划到 2026年建成

1200 个以上低空起降点；浙江计划至

2027年省内 A类通用机场达到 20个，

公共无人机起降场达 150个。不少信

息通信企业已开展基于 5G/5G-A 的

低空通信及感知网络技术验证、应用

试点等工作。

北京前沿未来科技产业发展研

究院院长陆峰说，要优化基站布局，

建设专用通信网络、完善导航设施。

推动通感一体技术发展，发展智能组

网技术，促进应用创新。同时，制定

和完善针对低空经济网络设施建设

和运营的政策法规，加快制定低空经

济网络设施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加强

网络安全防护，强化数据安全管理，

提升飞行安全保障能力。

受访专家还表示，未来十年，

低空经济将迎来高速商业化发

展的时期，其影响将超越交通

范畴，重构城市空间、产业形

态和社会运行方式。这一过

程本身就是一场技术、资

本与时间的“马拉松”，

要 给 产 业 界 更 多 耐

心，做强基础、健全

体系，助力低空经

济“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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