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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经济参考报》2月29日

刊发文章《民航局：打造若干低空经济发展示范区》。文

章称，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钧在2月28日国新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对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一些研究单位的测算，2023年我国低空经济规

模超5000亿元，2030年有望达到2万亿元。”韩钧表示。

2023年年底召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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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也强调，鼓励发展与

平台经济、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结合的物流新模式。

韩钧介绍，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链条

长，涵盖了航空器研发制造、低空飞行基础设施建设运

营、飞行服务保障等各产业，既包括传统通用航空业态，

又融合了以无人机为支撑的低空生产服务方式，在工业、

农业、服务业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

“近年来民航局已修订30余部民航法规，初步建立通

用航空标准法规体系。”韩钧说，民航局正推进低空飞行

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推动简化低空飞行计划申报和审批，

改善通航运行环境；支持地方设立20个无人驾驶航空试

验区，推动企业在江西、广东、陕西、四川等地开展无人

机物流配送试点等。

截至2023年底，我国通航企业达689家，在册通用

航空器3173架，通用机场451个，全年作业飞行135.7万

小时，近三年年均增速超过12%；无人机设计制造单位大

概有2000家，运营企业接近2万家，国内注册无人机

126.7万架，同比2022年增长了32.2%，飞行2311万小

时，同比增长11.8%。

韩钧表示，民航局将与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一同加快

推动低空空域改革落地见效，盘活低空空域资源；推动通

用机场和临时起降点建设，完善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

优化直升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适航标准、审定模式与技

术，提升适航审定能力；重构低空飞行的安全监管体系，

提升安全监管效能；落实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

行条例》，完善民用无人航空驾驶器综合管理平台，推动

打造若干低空经济发展的示范区。 （记者王璐）

低空经济
如何影响未来生活？

据新华社深圳2月29日电 生活在深圳、成
都、合肥等地的居民现在抬头看看天空，不时能看
到无人机、无人驾驶航空器、直升机忙忙碌碌：送
餐送血、观光游览、短距通勤……

低空经济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图景。未来低
空经济会如何发展？“新华视点”记者近期走访多
地，寻找“天空的答案”。

民航局：打造若干低空经济发展示范区

低空如何成就经济？

低空经济是以低空空域为依托，以各种有人

驾驶或无人驾驶航空器的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

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

低空空域，通常是指距正下方地平面垂直距离在

1000米以内的空域。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究院创院理事长沈

向洋说，低空空域有着比地面交通更高维度、更丰

富多样的产业和应用前景，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

想象空间；万亿元级的产业规模，亟待开拓发展。

2021年2月，低空经济首次写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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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召开的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鼓励发展与平台经济、低

空经济、无人驾驶等结合的物流新模式。

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韩钧日前表示，近年来，

民航局推进建设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推动简化低

空飞行计划申报和审批，改善通航运行环境；支持地

方设立20个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推动企业在江西、

广东、陕西、四川等地开展无人机物流配送试点。

记者注意到，低空经济也成为多地产业规划

的关键词，相关扶持政策陆续出台。

全国首个低空空域协同管理改革试点省四川

以低空改革试点推进低空运行管理机制创新，组建

协同运行中心，划设低空“试验田”，“放管服”结合，

简化审批流程。在成都试验区，低空飞行从原先的

飞行前1周的申请，缩短到飞行前1小时的报备。

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安徽省在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加快新兴产业集群

发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合肥、芜湖低空经

济产业高地建设，拓展低空产品和服务应用场景。

深圳出台《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

方案（2022-2025年）》《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

促进条例》等，从政策、法律等多方面为深圳先行先试

制定民用无人机管理规则和运行标准、推动低空经济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天空“好忙”：场景创新产业加速

政策、市场等利好因素正助推我国低空经济技术不断

突破，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不经意间，天空越来越“忙”了。

合肥骆岗公园曾是合肥骆岗机场旧址。2月24日

元宵节，12架亿航智能自主研发的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

EH216-S在骆岗公园腾空而起，为庆祝佳节的市民们

奉上一场绚丽的编队飞行表演。

两个月前，EH216-S飞行器搭载乘客，在骆岗公园

完成商业首飞演示。除骆岗公园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常

态化运营之外，合肥市还计划在天鹅湖等景区开设空中

观光飞行航线与服务。

2月27日，峰飞航空科技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

空器完成深圳至珠海的跨海跨城首次演示飞行，将两地

约2小时的地面行驶时间缩短至20分钟。据运营机构测

算，eVTOL航空器使用和维护成本低于直升机，这条航

线未来投入商业化运营，价格预计每人200至300元。

无人机在低空经济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我国无

人机产业链条成熟完备，是发展低空经济的独特优势。

在深圳市宝安区中心血站旁设立的无人机起降点，

搭载着血液和血液制品的丰翼无人机不时腾空而起，飞

往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松岗人民医院等7家医院。

血站业务科主任刘永梅表示，2023年3月启用无人

机运输以来，配送已超过2000单。相比传统地面交通，

无人机运输更快更精确；特别是距离较远的医院，可以节

省一半以上时间，大大缩短了急救用血运送等候时长。

春节期间，餐饮配送需求急剧上升，联合飞机集团

在安徽芜湖推出“联飞快送”，通过无人机配送年夜饭和

节日期间餐食，为消费者带来新体验。

据赛迪研究院近期发布的《2024年我国无人机产

业发展形势展望》，2024年我国民用无人机市场规模将

持续增长，预计可达2100亿元。

“通航+旅游”融合同样发展出新业态。

依托产业优势，四川消费类飞行市场火热。都江堰

川协1号空域因可以“近眺青城山，俯瞰都江堰”，成为

国内跳伞圈新宠。社交媒体上，众多以青城山跳伞为话

题的体验视频和攻略收获大量点赞。据统计，四川全省

消费类飞行量逐年攀升，累计飞行14.9万架次、2.77万

小时，直接产值超过1亿元。

“短板”补齐“飞天”可期

据测算，2023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

已经超过5000亿元，2030年有望达到2

万亿元。

低空经济是产业发展新赛道、经济

增长新引擎，这已成为政府、行业、企业

的共识。目前，低空经济领域尚处于起

步阶段，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法规、提升

保障措施、强化市场开发力度。

深圳市物流行业协会副会长周文清

认为，不同于成熟的高空飞行，低空空域

在管理主体、管理模式、协同机制等方面

均存在欠缺，建议通过立法和出台相应

的政策，为低空经济产业发展中可能遇

到的协同、管控、标准、监管等一系列问

题指明方向。

走访中，不少企业和机构坦言，保障

措施欠缺也是低空高飞的障碍之一。业

内人士表示，低空基础设施是各类低空

经济活动的关键载体，尽快建设完备的

起降场所、飞行服务基地、地面通信设施

和数字空域系统，将进一步减轻企业负

担，为低空经济发展显著提速。

国家低空经济融合创新研究中心专

家指导委员会主任范恒山认为，应在推

进体制创新基础上，从供给与需求两端

入手，以产业拓展、产品服务质量提升为

着力点，不断开拓低空经济的发展空间。

业内人士认为，可因地制宜鼓励开

发开放低空物流、通航运输、城市管理、

公共服务等领域，不断丰富应用场景；同

时，加强对消费和使用端的引导，降低消

费门槛，提升消费体验，让“低空+”真正

融入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

（记者毛思倩马姝瑞谢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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