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锦观智库：要加快推动工业无人机产业链培育建
设，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成都还
能从哪些角度去发力？

张宪涛：首先，要补强供应链。目前，成都工业无
人机的生产制造尚未实现完全本地化。以链主企业纵
横股份为例，纵横股份目前仅产能的 30%－40%在成
都实现配套，其原材料除摄像机等个别成熟零部件外，
电池、导航及通信模块等核心零部件均从省外供应商
采购。究其原因，成都工业无人机虽然产业链较为完
善，但配套企业质量亟待提高，相关核心关键领域供应
链还有待建强。参考其他城市成熟产业链发展规律，
一个完整的、高质量的产业链往往都有一个或几个龙
头企业的引领。因此，一方面要打造以“链主”企业为
核心的多层次供应体系。对我市工业无人机产业供应
链缺失薄弱环节进行动态梳理，大力发挥“链主”企业
的行业引领支撑作用，不断提高本地配套率。另一方
面可以尝试创新运作平台型供应链。通过建立开放式
的资源交互平台，整合我市工业无人机产业上下游、左
右岸企业所需的产品资源、营销资源等，为企业提供开
放共享的资源和合作伙伴信息。

其次，要做细产业领域。成都工业无人机企业业
务涉及的领域多，呈现出深度定制的产业特征，这就
意味着企业必须采取异质性发展策略，做强细分领
域，才能使其市场竞争优势愈发显著。所以，要鼓励
企业以“专精特新”为发展定位，通过制定细分领域标
准，挖掘新的市场机会，推动高新技术研发及成果转
化平台建设，提升产业基础支撑能力，构建协同高效
的无人机产业创新生态。

第三，要强化应用示范。工业无人机高可靠性、
高强度作业、高费用的特征，决定了现阶段的使用对
象主要针对民生或生产作业应用。有必要通过强化
应用示范，以选择示范领域、搭建示范平台、进行数字
化管理、健全空域规划，向社会宣传推广工业无人机
应用前景、服务优化低空运行和保障服务等诉求，优
化升级低空空域管理的数字保障和规划保障。

最后，要优化空间布局。可探索构建高新区“一
体两翼”工业无人机产业空间布局，通过“零部件生
产+研发创新+整机生产智造+验证中心+场景应用
试验”闭环无人机产业链的打造，加快构建专业化产
业生态，促进生产要素高效集聚，助力产业能级跃
升。同时，可以依托青羊区、金牛区，实现“主要承载
地+协同发展地”联动发展，促进产业持续集聚。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需强供应细产业重应用优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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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成都深厚的航空航天产业基础，
为工业无人机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
肥沃“土壤”。

精彩观点
② 工业无人机属于技术
密集型行业，人才是产业链
发展速度的关键要素。

③ 一个完整的、高质量的产业链往往都有一个或几
个龙头企业的引领，要大力发挥“链主”企业的行业引
领支撑作用，构建协同高效的无人机产业创新生态。

工业无人机产业如何在成都“越飞越高”？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张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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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四川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新型工业化的
重要指示和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精
神。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推进新型工业化
的战略重点，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快
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当前，全球无人机产业
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成为世界各国竞相发
展的战略新兴产业，我国的工业无人机产业
也迎来了黄金发展时期。成都在2023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成都要聚焦产业建
圈强链，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中
国工业无人机第一城。9月7日的成都市政
府第15次常务会议也对《成都市促进工业无
人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专项政策（送审稿）》
进行审议，提出工业无人机是成都推进产业
建圈强链、加快建设制造强市的重要抓手。

随着无人机在工业应用领域的不断深
入，我国工业无人机行业正处于一个快速发
展阶段，市场前景广阔。作为成都目前28条
重点产业链之一，工业无人机是成都优势领
域，具备了怎样的产业基础和发展条件？如
何才能夯实工业无人机产业发展基础，形成
工业无人机的产业品牌体系和生态圈？本
期《锦观智库》专访成都产业集团产业研究
院技术总监张宪涛，从无人机产业的现实基
础出发，对产业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锦观智库：工业无人机作为新兴产业的一种，成
都目前的基础如何？

张宪涛：成都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中
国大陆第三座拥有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全国首
批低空空域协同管理改革试点区，拥有成都飞机设
计研究所、四川燃气涡轮研究院、中电科 10 所等骨
干科研院所和成飞公司、成发公司、中航无人机、国
营川西机械厂、纵横股份、腾盾科技等航空制造企
业，航空航天产业总规模已突破 800 亿元，综合实
力位列全国前三，可以说，成都深厚的航空航天产
业基础，为工业无人机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肥沃

“土壤”。
与此同时，成都是全国四大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之一，电子信息产业也是成都首个万亿级支柱性产
业，种类齐全、优势突出，特别是中电科集团旗下的
电子信息技术企业，在各领域均具有雄厚的技术实
力和研究沉淀，可以为工业无人机的飞控、航测、通
信等核心系统赋能。

除此之外，成都拥有庞大企业集群的工业无人
机产业链已初步建成。据统计，成都工业无人机产
业上下游企业共计 244 家。2022 年，成都工业无人
机产业链 9 户整机制造企业营业收入达 40 亿元，同
比增长20%以上。可以说，已经形成了集研发设计、
总装制造、运营服务、飞行保障为一体的产业体系。
从上游来看，主要涉及发动机、电池、电机、电调、舵
机、遥控器接收器、任务载荷、机体和桨叶等加工生
产，以成发集团、鲁晨新材料、浩孚科技、泰格尔等企
业表现较为突出；中游是整机设计及制造无人机企
业，代表企业有中航无人机、时代星光、腾盾科技、纵
横股份、沃飞长空等企业；下游则主要涉及无人机应
用服务及维修保险，成都华太、携恩科技等公司在这
方面也表现出色。

从区域上来看，成都工业无人机产业聚集效应
已初步形成，工业无人机生产企业主要分布在以高
新区、武侯区和成华区为主的中心城区，以及双流
区、龙泉驿区、新都区、温江区和郫都区等近郊区
县。高新区最为集中，辖区内共有 54 家企业，占比
22%，在工业无人机整机研制、航电系统、交管系统、
运营服务等领域已形成产业集聚优势。其次是双流
区和成华区，各有 31 家和 20 家企业，占比分别为
13%、8%，业务遍布工业无人机产业链上、中、下游各
个环节。此外，除上述区域外，大邑县、都江堰市和
新津区等区（市）县也有工业无人机相关产业环节企
业分布。

锦观智库：无人机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和聚集，
带来了怎样的效果？

张宪涛：成都的无人机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专
利申请量呈现迅速增长态势。数据显示，2011 年至
2013年，成都工业无人机领域尚处于萌芽阶段，专利
申请量较少。2014 年至 2017 年，受产业迅猛发展的
影响，成都工业无人机专利申请量开始出现大幅度
增长，专利年申请量增长率超100%。

2018 年起，专利申请量步入稳定成熟期，仅
2022 年专利申请量就达到 802 件。其中，电子科技
大学以 333 项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一；成都飞机工业
集团作为大型国企单位，以 237 项专利申请量排名
第二；四川腾盾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固定翼与旋
翼大型无人机技术探索、研发制造、航空运营以及
飞行操作员培训，以 212 件专利申请量排名第三。
截至 2023 年 3 月，成都工业无人机技术专利累计
申请数量已经达 5527 件，位居全国第六。从专利
申请量排名看，成都工业无人机产业已形成“产学
研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具有较强的工业无人机技
术创新动能。

与此同时，与无人机相关的人才培养体系已经
在成都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众所周知，工业无人机
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在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
制造过程中涉及空气动力学、发动机技术、无线遥
感、通信技术和信息技术、飞行控制技术等多学科
知识，在应用服务端还涉及声学、光学、图像处理等
领域，整个技术体系庞大且复杂，当地是否有充足
的人才资源，将成为影响产业链发展速度的关键要
素。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成都理工大学等在
蓉高校，均陆续成立了无人机相关专业和实验研究
中心，在技术研发、创新应用等方面能够为成都市
深入布局工业无人机产业提供尖端科技领军人才
和产业创新人才，从而推进无人机领域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移转化。

此外，良好的政策环境为工业无人机产业发展
铺平道路。四川省发改委 2022 年 4 月正式批复设立
四川省无人机产业创新中心，这是国内首个获批设
立的省级无人机产业创新中心。2021 年 12 月，成都
在产业建圈强链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正式提
出，将大力实施产业建圈强链行动，重点打造包括工
业无人机在内的多条产业链。上个月市政府常务会
议审议的《关于促进工业无人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专项政策（征求意见稿）》也从多个方面对工业无人
机产业提供了支持。

技术人才政策正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工业无人机产业

，成都有肥沃

﹃
土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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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咋个调节娃娃压力大带来的心理问
题？”作为市文明办主办的“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
之一，在“10·10世界心理健康日”当天，位于成华区
恒盛广场，附近居民正在向心理咨询师咨询心理健
康问题和困扰，拿着宣传资料的张阿姨说，“我要拿
回去好好读一读，学习如何能有个好心态。”

中秋国庆大假期间，市文明办推出“我们的
节日”系列活动分布地图，覆盖了成都著名的地
标景点。天府广场万人升国旗仪式、文殊坊汉
服周、宽窄巷子游园会、夜游锦江歌舞快闪、天
府双塔灯光秀、铁像寺水街诗会、春熙路元宇宙
体验、电视塔 339 广场街头音乐秀、兴隆湖诗乐
会、熊猫基地音乐剧、洛带古镇美食文化周⋯⋯
喜庆热闹的节庆活动，城市地标、景区景点、公
园绿道、街道社区、乡村郊野等各类活动，在节
日新风中看见一个独具魅力的成都。

“锦绣蓉城·国旗飘扬”升国旗主题活动、
“烟火成都·月满中秋”系列文化活动、“City-
walk看文明”城市漫游活动、“文明伴我游·街头
走一走”文明旅游倡导活动、道德模范表彰宣
传、“文明微笑服务”行动、“金芙蓉·文明让生活
更美好”系列征集评选⋯⋯5 大文明场景、15 个
主题策划、21 项重点活动、23 个区（市）县上千

场“家门口”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花式过节。
近期，围绕10多个重要时间节点，市文明办

开展了 1000 余场群众性活动，线上线下参与人
数达900余万人次。比如，9月10日教师节举办

“躬耕教坛 强国有我”主题系列活动，开展“桃李
芬芳育新人，天府绿道文明行”“听‘好老师’讲

‘好人故事’”“感念恩师的N种方式”等子活动。
在 9 月 15 日科普日，为 17 个全国科普示范县和
10 个科学美空间授牌，为优秀科技志愿服务队
授旗，启动“领航少年”——科幻故事大王比赛。

此外，市文明办还发动1173个文明单位、200
余个社会组织、3000余个社区、1300余所中小学
校、数千家餐饮（文旅）企业，持续开展诚信经营、
文明行为倡导活动等“文明月月行”系列活动，提
升市民文明素养。常态开展“烟头不乱扔”倡导活
动；倡导“文明walk”，开展“老旧院落焕新颜”“背
街小巷看风景”“文明交通护平安”等系列活动；
联动餐饮行业协会开展“守护舌尖文明·争做光盘
先锋”系列活动，倡导供应“小份菜”，设立“文明餐
桌互动美市”；倡导“行业新风”组织机关、企业、
街道等开展“文明单位交流互鉴”系列活动，倡导

“小手拉大手”，在全市中小学校持续开展“画文
明”“唱文明”“颂文明”等系列亲子主题活动。

“以前丧事要办好几天，借钱都要去攀
比，现在大家都尽量少办，减轻了经济负
担。”在双流区怡心街道三江社区居民杨运
怀的眼里，社区这几年移风易俗后，社区变
化很大，对于居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杨运怀是三江社区杨氏家族的家训传
承人，在“杨家陵”算是有威望的人。2015
年，杨运怀所在的居民小组，红白喜事办酒
席的攀比之风日益严重，“居民心理层面和
经济层面都不堪重负，但是面子上又过不
去，还是要攀比。”杨运怀告诉记者，这样的
风气跟家族的祖训是背道而驰的，“勤俭持
家是我们的祖训。”

据三江社区书记邓家宜介绍，2016 年 7
月，有居民家老人去世了还要拿钱出来办席，
这件事情触动到大家了，一致同意制定一个

“民约”，倡议大家寿酒、满月酒、升学酒、生日
宴这些都严格控制在近亲范围内，文明办席
不大操大办，抵制互相攀比之风，控制酒席标
准、不铺张浪费。记者看到，这份原始的倡议
书落款处签满了居民的名字。

据了解，社区在每个居民小组都设立
了红白理事会，由小组长、有威望的老辈
组成。“我们昨天才开了会，觉得办酒席都
还 可 以 把 桌 数 控 制 一 下 ，负 担 再 减 轻 一
下。”杨运怀说，特别是白事，我们倡导，在
老人活着的时候多尽孝，去世了就不要搞
那么多名堂了，老人看不到了，还增加年
轻人的负担。

在三江社区，60%以上都是杨氏家族的
人，这让杨氏祖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据介
绍，借鉴杨氏家族的“勤俭持家”之道，三江
社区制定了为人、治家、做事等家训、社训，
大家深入交流、反复商议、形成共识，制定各
自的家规家训，并邀请书法名家统一书写制
作家规牌匾。家风家训传起来，让居民在耳
濡目染中受教育，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效果。

“以前办酒席办好多天，现在最多办两顿，邻
里都不兴大操大办了，大家顿时觉得轻松很
多。”邓家宜说。

制定勤俭持家民约
破除攀比陋习

本组稿件由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采写 图片由市文明办提供

在节日新风中展现城市万千气象

Citywalk体验文明之美
漫步于成都大街小巷，到社区院

落品味幸福美好生活，到街头巷尾体
验市井烟火气息，到乡村郊野领略诗
意栖居风景，在节日新风中看见文
明，Citywalk沉浸式感受成都文明之
美。刚刚过去的超长黄金周，成都高
居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城市前三。

成都大运会闭幕两个月有余，成
都的“后大运”效应持续发酵。成都
持续向世界展现独特的魅力与吸引
力，通过丰富多彩的文明实践活动、

“我们的节日”群众性活动和“文明月
月行”系列活动提升文明素养，向世
界展现公园城市中国式现代化的万
千气象，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和
国际影响力。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成都市文明办遴选了
首批3类29个点位，包含6个社区、6个街区、17
个村镇，形成29条“Citywalk看文明”主题线路，
邀请广大市民游客前往参观游览，感受城市文
明程度提升带来的城市“里子”与文明“里子”的
发展变化，体验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

“看了成都大运会，很向往成都，所以趁着
黄金周假期来成都耍一盘！”在东门码头外，游
客纷纷表现出对成都的喜爱。9月30日晚，“我
们的节日·中秋”夜游锦江歌舞快闪在锦江东
门码头上演，悠扬婉转的歌声和国风雅韵的舞
蹈点燃了现场市民游客的热情，纷纷驻足加入

《灯火里的中国》大合唱，灯火璀璨的锦江畔载
歌载舞，一派幸福祥和。

在高新区，市民游客文明打卡天府双塔
“在月亮上写诗”主题光影秀，感受成都的文明
与浪漫。“通过大运会认识了成都，觉得成都是
一个有文化底蕴又时尚的城市，所以这次趁着
国庆大假来成都玩。”打卡活动现场，不少外地
游客因为成都大运会更深刻地认识了成都，来
到成都旅游，偶遇中秋打卡活动，体验到了成
都的文明和烟火气。

打卡宽窄巷子“新十二月市”的火爆，体验

“望平坊”旅游休闲街区的“烟火”，走进“战旗村”
新农村建设的绚丽画卷，醉心五星村“推窗见田
出门入画”的闲适⋯⋯“Citywalk看文明”主题线
路自发布以来，吸引了广大市民游客热情参与。
人们纷纷到社区院落品味幸福美好生活，到街头
巷尾体验市井烟火气息，到乡村郊野领略诗意栖
居风景，沉浸式感受成都文明之美。

国庆节当天，宽窄巷子游人如织，成都大
运会顶流蓉宝手持国旗与游客欢快共舞，千人
齐唱红歌，“花式”表白祖国；在杉板桥社区，东
郊记忆更是热闹非凡，各类艺术展览、戏剧演
出，开展原创市集 IP 东市·拜月集、东市·千人
拜月提灯夜游、东市·东山潮流集和三体“宇宙
闪烁”等活动，为游客带来一站式多样化体
验。“成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文明的城市，City-
walk 让全国各地的游客更加了解成都。”慕名
前来玉林东路打卡的外地游客王先生说。

国庆期间，战旗村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
前来游玩打卡。“房子好看，成片的豆瓣坛子、
酱油坛子很有特色。”在乡村十八坊商业街，游
客熙熙攘攘，天南地北的口音有说有笑。在邛
崃平乐古镇戏台边上人头攒动，一场川剧变脸
快闪在人群中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29个Citywalk点位 体验城市文明和烟火气 围绕10多个重要时间节点 开展1000余场群众性活动

幸福成都 美在文明
核心价值引领 天府文化润城 先进典型示范 市民友善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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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起锦官城”成都汉服周活动

﹃
蓉宝

﹄
与游客合影

舞龙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