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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推测，到2027年，中国低空经济对国民经济的综合
贡献值将达到3万亿至5万亿元。摩根士丹利预测，到2040
年，全球城市空中交通可触达的市场规模可能达万亿美元
级别。

“2024年将会是低空经济发展元年。”有业内专家预测。

18世纪末，热气球技术在法国巴黎试验
成功，此后热气球观光活动在法国迅速传播，
可谓是低空经济的开端。

1980年，日本公司洋光（YoichiInoue）在
全球农业领域首次使用遥控直升机进行农业
作业，让低空飞行的应用场景再次得到拓展。

如今，抬头看着天空，无人机外卖、智能
物流、空中救援、智能巡逻……新的应用场景
纷纷出现，空中配送也开始常态化运营。从
外卖“飞起来”，到“空中出租车”，过去一年，
这些科技感十足的低空应用场景逐渐为深
圳、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市民所熟悉。

“低空经济+旅游”的形式，成为开拓低空
消费新业态最常见的途径之一。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探索更
新奇、有趣的旅游休闲项目。网络社交平台
上不少人晒出了“土耳其热气球”“瑞士滑翔
伞”“纽约直升机”等短视频，刺激了消费者的
欲望，有利于国内“平替”产品的涌现。

中国地域辽阔，旅游资源分布非常广
泛。随着低空空域开放政策逐步实施，低空
旅游业也迎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2024年元旦前后，低空飞行类的多形态
消费持续火热。《四川日报》报道，以四川著名
景点都江堰为例，游客乘坐通航飞机从机场
起飞，3分钟可抵达青城山老君阁，6分钟—7
分钟便可到达都江堰，从空中俯瞰千年不衰
的水利工程奇迹。

“从深圳飞到澳门仅需20分钟左右。深
圳、香港、澳门之间，以及城市区域内，都非常
适合发展电动‘空中出租车’业务。”吉利沃飞
长空CEO兼首席科学家郭亮在一次采访中告
诉记者。

与直升机、滑翔机等通用航空器相比，无
人机与大众的距离似乎更近。如今深圳、上
海等城市的上空正变得越来越热闹，像去年
火爆的概念CityWalk一样，如今CityFly正
在悄然兴起。

“低空经济+农业”的重要载体是植保无
人机。植保无人机在农业领域发展较早，在

农林业应用广泛。因此，农业是低空经济快
速融合的产业，两者的结合有利于提升精细
化生产和管理，以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
续发展。

在青岛平度市张戈庄镇杨家营村，“新农
人”可以通过植保无人机代替人工劳动，高效
精准地完成播种、撒肥、施药等繁重的农事作
业。这意味着单个农民管理的农田规模更
大，收入也随之大幅提升。

“一架农用无人机，抵得上以前80人的工
作量。”国内知名农业无人机企业极飞科技相
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涉足农业领域的十多年里，极飞的足迹
已遍布57个国家和地区，为应对农业劳动力
短缺和老龄化、种植成本上涨、气候变化等全
球性挑战，提供了无人化生产解决方案。极
飞的遥感无人机，单人单机每小时航测效率
可达8000亩，其最新发布的极飞P150农业无
人飞机，更以70公斤最大载重、30升/分钟最
大喷洒流量和280公斤/分钟最大播撒推料速
度，刷新农业无人飞机的作业性能。

“低空经济+物流”也成为智慧物流和数
字化配送的加速器，特别是低空智联网的出
现，为低空物流发展提供了空间。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的《2024年中国低
空报告》，到2035年，中国仅无人机物流行业
产值可超万亿元规模，因此“低空经济+物流”
拥有巨大的发展机遇。

送快递，能有多快？答案是：直线距离3
公里，飞行时间只需6分钟。

美团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1
月，美团无人机已在深圳、上海等城市8个商
圈运营22条航线，累计完成用户订单超21万
单；配送时长方面，无人机2022年平均配送
时长约 12分钟，比传统配送模式提效近
150%。

除了旅游、物流、农业等领域以外，低空
项目还涉及工业、林业、渔业及医疗卫生、抢
险救灾、气象探测、科学实验、文化体育等众
多领域，发展潜力和前景不容小觑。

低空经济“飞”得如何？

低空经济的发展大潮正滚滚而来、势不
可挡！

2021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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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空经济”概念首次被写入国家规划。
2023年6月13日，民航局发布《“十四五”

通用航空发展专项规划》，指出要广泛开展通
用航空改革试点，激发短途运输、低空旅游、航
空运动、医疗救护、无人机物流配送等新兴业
态发展活力，促进通用航空有序发展。

2023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低
空经济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极大推动包括低
空智能制造、低空飞行应用、低空服务及其他
低空经济形式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加强
社会保障、服务国防事业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
要的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是低空经济发展

的支柱，正逐渐成为扩大内需、促进就业、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兴战略性
产业。在物流运输、农林植保、城市管理、消防
应急救援、环境保护、休闲娱乐等上百个行业
具有广泛应用。

2024年1月1日起，《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
管理暂行条例》正式施行。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
生认为，低空经济是未来具有巨大经济增长潜
力的经济新增长点，无人机监管技术基础设施
建设，是低空安全的重要内容，既涉及经济高
质量发展，又关系到国家安全。

该《条例》对无人驾驶航空器从设计生产
到运行使用进行了全链条管理，旨在规范无人
驾驶航空器飞行以及有关活动，促进无人驾驶
航空器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维护航空安全、公
共安全、国家安全。

政策助力低空产业“高飞”

在电影《第五元素》中，23世纪的未来世界呈现
出一个充满科技感和未来感的模样。电影中展示了
低空载人飞行器的运行，这些飞行器可以在城市中
自由行驶，具有高速移动和精确导航的特点，使得城
市交通更加高效便捷。

硬核科技的体验之旅中，低空生态圈呈现出以
典型场景为导向的电动航空器供给能力、运营支持
能力和产业化发展能力。

低空经济不仅仅是飞行器的问题，也与整个产
业生态息息相关。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低空经济分院执
行院长李世鹏认为，从产业角度看，低空经济是一条
具有高度延展性的全新产业链；从需求角度看，能够
以新的消费需求创设助推消费升级；从投资角度看，
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将带动有效投资；从要素角度看，
探索创设空域使用权能够促进低空空域从自然资源
向经济资源转变；从管理角度看，建设精细化智能低
空基础设施有助于低空空域的有效管控；从标准的
角度看，有利于中国率先在低空经济领域创设新的
领先的国际标准和规则。

中国低空经济产业链上游为原材料与核心零部
件领域，研发包括各种工业软件，原材料包括钢材、
铝合金、高分子材料等，零部件包括芯片、电池、电机
等；产业链中游包含无人机、航空器、高端装备、配套
产品、低空保障与综合服务；衔接下游需要有飞行审
批、空域备案等，通过后的下游应用是低空经济与各
种产业的融合。

目前，已经进行商业化探索的应用领域有物流、
农业、旅游等。潜在的低空飞行场景还有许多，可以

按照生产作业类、公共服务类、航空消费类这三类进
行细化产业门类和服务链条的拓展。

此外，可以载人的无人机即电动垂直起降飞行
器（eVTOL）作为未来空中交通产业的细分领域，是
高端制造最为热门的新领域之一。无论是载人还是
载货，应用型无人机的相关技术设想概念已经落地，
成为未来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在国内，以深圳、南京、上海、杭州、合肥、广州、
深圳、珠海、成都为代表的诸多城市，均在积极布局
和推进低空经济产业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有16个省份将低空经济、
通用航空等相关内容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在今年青岛城阳区两会期间，城阳区人大代表、
青岛远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谭炜提出建议，
加强城阳区智慧低空经济产业发展。

西海岸、城阳、即墨、平度、莱西、崂山、胶州……
青岛多个区域，都加快了布局低空经济的脚步。

在前往青岛莱西市店埠镇采访时，店埠镇政府
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未来，莱西市将充分发挥自身
地理位置优势和载体空间优势，进一步聚焦通用机
场、航空制造、通航运营、航空教育、航空旅游、航空
食品六大产业集轻群，深化各通航项目协同发展；同
时重点突破工业无人机的产线落地和市场创新应
用，大力培育eVTOL、氢能源等前沿航空项目在莱西
开花结果，让百亿元市场规模的通用航空产业在莱
西市竞相迸发，将莱西通用航空产业园区建设成为
青岛市乃至全国通用航空高端产业基地。

竞逐低空经济，蓝天与地面之间，又一个万亿级
产业正在崛起。

16省份竞逐蓝天

万亿低空产业未来飞向哪里？

1月3日，全国首部低空经济相关法规——《深圳
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正式公布。该《条
例》将自2024年2月1日起实施，从基础设施、飞行服
务、产业应用、技术创新、安全管理等方面助力低空
经济产业“高飞”。

在一系列扶持政策推动下，中国低空经济迅猛
发展，低空飞行器和相关企业持续增多。

根据民航局网站对外发布的《2022年民航行业
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2年底，获得通用航空经营
许可证的传统通用航空企业661家，通用航空在册航
空器总数达到3186架，全国在册管理的通用机场数
量达到399个。

民用无人机方面，截至2022年底，获得通用航空
经营许可证的无人机通用航空企业15130家，全行业
无人机拥有者注册用户70.0万个，全行业注册无人
机共95.8万架。截至2022年底，全行业无人机有效
驾驶员执照15.28万本，全年无人机累计飞行小时
2067万小时。

国家低空经济融合创新研究中心的统计信息显

示，2022年，中国开展有低空经济相关业务的上市公
司或新三板挂牌公司共38家，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
牌公司低空经济产业营业收入合计为418.35亿元。

通用机场是通航产业的核心基础设施，中国通
用机场建设规模仍有较大空间。到2035年，通用航
空机场或将是新的基建投资方向。

2016年，国务院《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就提出，“到2020年，建成500个以上通用机
场，基本实现地级以上城市拥有通用机场或兼顾通
用航空服务的运输机场”。按照中国690个市的行政
规划，2025年，中国通用机场数有望达到700个左右。

在2018年印发的《山东省民用机场布局规划》
中，按照山东省A1、A2级和B类通用机场布局方案
（2035），青岛将布局新增7个通用机场。目前，平度
旧店镇的青岛慈航机场、莱西店埠镇的青岛莱西通
用机场、青岛即墨机场已对外开放。

空域等同于地上的公路，有了空域，飞机才能
飞，低空经济也随之起飞。

要想富，先修路！2024，轮到修建空中的“路”了。

无人机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2024.1.23 A5责编：国瑾 美编：王瑶 审校：刘璇 电话：68068209 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