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搭建低空数字化底座
低空产业才能“管得住”“飞得好”

刘昱向记者介绍，依托自观气象、监控系

统以及空域管理等技术，他们对立体空域进

行网格划分，构建起覆盖飞行前、中、后全流

程的管控机制。

“低空智慧管控平台可实现海南省内有

人机和无人机全域全作业流程实时监视，当

航空器运行轨迹间距突破限值，即触发碰撞

告警提示；一旦遭遇紧急情况，则可通过卫星

通信等技术实现应急指挥。”刘昱把低空智慧

管控平台比作串联起无人机物流、应急救援、

短途通勤、文旅融合等多元低空场景的“智慧

大脑”，在她看来，搭建好低空数字化底座，低

空产业才有底气“管得住”“飞得好”。

数字化、智能化低空基础设施建设的进

展，是中国通航综合实力的一个侧面。2022

年底，中国通航作为我国通用航空领域“国家

队”，以海南省属国企的新身份投身自贸港建

设。几年来，从不断扩大海上石油后援、海上

风电后援、航空应急救援等方面的竞争力，到

将海口甲子等几个通用机场升级为高品质A

类通航机场，再到上线国内首个自主研发的

低空智慧管控平台、设立三亚低空文旅公司

及三亚通航两家企业……中国通航对低空产

业的布局稳扎稳打。

“结合海南实际情况，我们一直在探索可

持续、可盈利的商业路径，希望发挥低空产业

链链主企业优势，让海南成为全国低空产业

的场景孵化器和开放合作枢纽。”刘昱表示。

眼下，中国通航正依托新成立的三亚通

用航空有限责任公司，整合海南地区的低空

旅游资源，探索低空旅游业态创新。“通过标

杆性、有网红效应的起降点建设，丰富低空旅

游消费产品，在三亚打造低空旅游的新标杆，

进而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刘昱信心十足。

中国通航董事长刘昱：

扮好“链主”角色 把握封关机遇
为全国低空产业提供“海南智慧”

技术人员娴熟地触控着屏幕,各基
地飞行计划、机型分布等动态数据在硕
大的高清数字显示屏上一览无余……
“你看，屏幕左下角这片闪烁的区域，是
正在进行飞行计划推演，我们通过推
演，评估飞行路径，就能够精准挖掘潜
在冲突风险。”中国通用航空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通航）党委书记、董
事长刘昱向记者解码他们打造的低空
经济“智慧大脑”。

中国通航是海南创新央企总部引
入模式引进的第一家省属“中”字头企
业。这家国内最早从事通用航空作业
的头部企业，伴随着自贸港建设浪潮
投身海南低空事业，备受各界关注。
几年来，他们是如何利用自贸港政策
优势构建独具海南特色的低空经济发
展体系的？封关运作机遇面前，他们
将如何为全国低空产业贡献“海南智
慧”？

南国都市报记者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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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空中飞”
实现更多地“落地用”

海南低空产业正乘势起

飞，但如何让“空中飞”能够更

多地“落地用”，其实还有很长

的探索之路要走。

“低空经济的发展要以安

全为首要前提，坚持‘管得住才

能放得开’，先要‘飞起来’才能

‘发展起来’。”刘昱表示，海南

要进一步巩固传统通航基本

盘，做实全国领先优势，还要补

强基础设施与管理保障，夯实

安全运行底座。

谈及产业路径，刘昱表示，

对于中国通航而言，他们将立

足海南，以面向全国、辐射全球

为目标，以场景运营牵引带动

低空产业链前端研发制造和后

端综合服务，进而聚链成群、集

群成势，向全国乃至全球持续

输出低空场景“海南标准”和

“中国通航解决方案”。

如何增加对上游制造和下

游应用的强黏性是中国通航面

临的重要课题。

中国通航的方案是：按照

“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

合、先远郊后城区”的原则，分

类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

景，以“运营商+制造商”“岛内+

岛外”路径，产生对全产业链的

直接拉动效应。

近几年，中国通航已经落

地了一批标志性场景，比如有

人机方面，在三亚开通省内首

条集低空观光及免税购物为一

体的高端低空航线、首条常态

化飞行跨琼州海峡直升机旅游

及通勤航线；无人机方面，开通

省内首批城市内无人机物流航

线；开展三亚西岛无人机物流

航线测试飞行任务等。

“我们正积极筹建海南省

低空经济产业联盟，通过‘组织

化’运作，解决单个企业难以突

破的政策、资源、市场等问题，

实现从分散发展到协同共赢的

升级。”刘昱告诉记者,中国通

航将全面拓展岛内及跨境低空

场景，以低空运营带动产业链

上游组装制造落地，助力海南

走出一条“低空+旅游”反哺“低

空+制造”的逆向建链补链之

路。还将通过信息化手段建立

起覆盖全岛的智慧低空网络，

全面链接省内通航机场、起降

点、飞行主体，真正实现看得

见、呼得到、管得住、飞得好。

中国通航落户海南，承载着特殊使

命。这家国内安全运行时间最长的通

航公司，在航空探矿、航空护林、海上搜

救、高海拔森林灭火等多个领域开创了

国内通航作业先河。

海南，亦是在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

领域起步较早、根植广泛的地区。自贸

港浪潮下的“双向奔赴”，对于海南培育

壮大通用航空市场、打造低空开放“前

沿阵地”有着重大意义。

“国家层面高度重视通用航空及低

空经济发展，这一产业赛道展现出了无

限潜力。”刘昱分析称，海南作为唯一的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在推动全国低空

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具备独特优势。

刘昱介绍说，海南省每年可供低空

飞行天数超过300天，空域条件得天独

厚。同时，政策环境日益完善，比如已

建立和高效运转军地民协同运行管理

机构；已划设全国最大省级无人机分类

分级管控空域与适飞空域。“同时，海南

在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工作中已尝

试允许企业自主协调飞行器冲突和安

全间隔，最高峰时有10余架飞行器同

时安全运行，积累了验证飞行规则的重

要经验。”

她告诉记者，目前海南低空经济基

本涵盖了低空制造产业、低空飞行产

业、低空保障产业和综合服务产业，截

至2024年底，近210家企业在海南开

展低空经济活动。得天独厚的气候优

势、自贸港政策优势，为中国通航施展

拳脚提供了广阔舞台。

今年3月初，中国通航从境外引进

一架AW109SP型直升机通过海口美

兰机场海关申报，完成进出海口空港综

合保税区业务，成为在海口空港综合保

税区落地的首单“保税租赁+‘零关

税’”航空器业务，有效节约公司直升机

引进成本。

“中国通航是自贸港政策的受益

者。”刘昱表示，自贸港企业进口自用的

生产设备、用于交通运输的船舶、航空

器等营运用交通工具及游艇免征进口

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

“双15%”优惠等政策，都为他们的发

展注入了动力。

她展望道，全岛封关运作后，海南将

形成“境内关外”特殊监管体系，零关税、

低税率的海南自贸港税制红利进一步扩

大，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可降低航空器

制造、运营、维修等成本，将为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提供多重竞争优势。“自贸港封

关运作对中国通航企业是重大战略机遇

期，将进一步增强对企业的吸引力，我们

将把握机遇，发挥自身核心运行能力优

势及省属国企通航产业引领作用，推动

产业集聚和规模化发展。”

把握封关运作机遇 引领行业壮大产业链

直升机应急救援演练。(中国通航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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