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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1日 星期五成都经济观察
新时代·新目标 CHENGDU ECONOMIC OBSERVER 05 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提供专家智库支持

“低空经济是一个全新的赛道，是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驱动。”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教授、中交协低空经济50人
专家库成员严月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严月浩看来，低空经济赛道之所以热，是因为其是新质生产
力的代表。作为一个新赛道，低空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潜力空间，

“低空经济是三维空间的经济，场景是根本，空域是关键，技术是支
撑，法规是保障，安全是底线。”

低空经济就是一个飞起来的经济，发展低空经济，“飞起来”是
最重要的，但前提是要有能飞的东西，飞起来以后飞得好、管得住、
落得下，这是一个系统，既需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又需要各方协
同、社会参与。而成都在发展低空经济方面，有诸多先发优势。

在他看来，低空经济与航空经济一脉相承，成都具有较为完整
的航空航天研制和配套产业体系，在工业无人机领域聚集中航无
人机、纵横股份、沃飞长空等一批领军企业，发展低空经济的工业
基础很好。面对低空经济的巨大风口，成都率先提出打造西部低
空经济中心，这都是成都抢占低空经济新赛道的重要优势。

此外，四川是全国首个低空空域协同管理试点省份，成都近三
分之一区域处于四川省低空改革试点空域范围内，低空飞行空域
宽广，在空域管理和法律法规保障方面，也有深刻的认识，这也是
成都发展低空经济的重要优势。

如何发挥优势，加快打造西部低空经济中心？严月浩建议，成
都应继续加强航空器制造业的发展，持续做好工业无人机、电动垂
直起降飞行器（eVTOL）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做好相关的制度
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从政策法规、基础设施保障等方面，营造低
空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空域开放和场景培育也是发展低空经济的关键。严月浩建
议，要发挥制度优势，通过政府、国有企业、科研机构先行先试，再
逐步转向商业应用和市场推广，面向社会大众提供低空经济服
务。同时，还要做好低空经济的宣传教育，因为低空经济是普适性
的，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要引导人们转变思维方式，充分利用
低空经济来满足高效、快捷、安全的生活需要。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富 李艳玲 刘泰山 唐小未
摄影 李冬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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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汽车”AE200可适用于多个应用场景

万亿级
低空经济

“飞”出新赛道

6月20日，成都城市低空载人验证飞行成功首飞。两条低空载人飞行航线将繁华市中心、商务中心、枢纽机场、景区景点紧密地串联在一起，在全国创新
拓展出丰富的应用场景，让低空飞行“飞”入大众日常生活。

低空起飞，产业起势。作为万亿级新兴产业，低空经济具有较长产业链属性。从把低空经济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到出台《促进工业无人机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专项政策》，再到低空经济列入实施产业建圈强链行动重点打造的产业链……成都是全国航空工业重镇，低空经济被摆在重要位置进行科学规划、政策
支持、创新融合、拓展应用等，高质量发展低空经济。发展低空经济的关键是要飞起来。事实上，在城市低空载人飞行舞动蓝天之前，电动垂直飞行器（eVTOL）

亮相成都，低空飞行紧急救援、道路巡检、空中转运，无人机递送外卖、配送包裹等场景在成都迭出。低空
飞行加速起飞，将给成都低空经济发展带来哪些机遇？成都发展低空经济拥有哪些优势？带着一系列热
点问题，记者近日采访了相关专家和企业。

伴随低空经济的兴起，曾钦勇的工作变得越来越
忙碌，忙于参加国际展览、研讨交流和商务洽谈等。
2018年，他在成都创立浩孚科技，专注于中高端光电侦查监测系统
研发。光电吊舱是低空飞行器的核心部件之一，该系统运用广泛，
而其自主研发突破“卡脖子”的过程，可谓艰辛又曲折。

“它犹如人的眼睛，是支撑低空经济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一
环。”曾钦勇称，以前光电吊舱的研发制造被国外企业垄断和控制，
国内运用大量依托于进口。看清了产业链上的“卡点”，他遂下定
决心以研发创新打破格局。

于是，他带领研发团队集中力量攻克多光谱共孔径光学设计、
高精度稳定平台控制、人工智能图像处理等关键技术。经过两年
半的攻坚克难，球形光电吊舱产品TS80成功亮相，实现了国产化
替代的突破，解决了国产替代进口的技术“卡脖子”问题。

这样的突破，减少了我国在光电系统领域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降低市场化应用成本、提高装备保障效率，增强产业自主可控能
力，促进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创新。

发展低空经济重在创新拓展应用。“立足成都，开发出更符合低
空经济应用场景需求的高端光电吊舱，保持在市场竞争中的技术领
先地位。”在曾钦勇看来，成都发展低空经济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
产业基础和广阔市场，预计未来低空经济将迎来爆发式增长。

“成都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低空经济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措施，为低空经济产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这对产业、对企
业发展来说都是颇为重要的。”曾钦勇称，作为低空空域管理改革
试点地区，成都拥有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可探索创新空域管理模
式，为低空经济活动提供更加灵活、高效的空域使用环境，这对吸
引投资、集聚产业资源至关重要。

其次，成都拥有厚实的产业基础。从以航空工业成都飞机设
计所、中航无人机、腾盾科技、纵横、时代星光等为代表的无人机整
机制造，到以浩孚科技、航维智芯、睿铂科技等为代表的任务载荷
企业，成都在无人机、通用航空等低空经济领域形成了一定产业集
群效应。伴随产业链不断完善，有利于企业间资源共享、协同创
新，降低产业成本，提升整体竞争力。同时，成都还拥有众多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能够为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输
送源源不断的动力。

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开发潜力，是成都发展低空经济第三大优
势。曾钦勇认为，成都地处西南腹地，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多样，为
无人机等低空飞行器在农业植保、地质勘探、环境保护、应急救援
等领域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作为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和
经济中心，成都在物流配送、城市智慧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对
低空经济有着广泛的应用需求。

进入2024年，“低空经济”成为一大产业热词。作为A股工业
无人机第一股，纵横股份在今年格外受到各方关注。今年年初，纵
横股份股价一度在短短1个多月时间里涨幅超过200%。股价飙升
的背后，是众多投资者对低空经济发展未来普遍看好，也是企业抢
抓发展机遇的良好“风口”。

“绝对是超过万亿级别的赛道。”对于行业的未来，任斌表示，
当前国家大力发展低空经济，随着一系列支持政策落地，对行业和
公司发展将产生极大的提振作用。

通过多年积淀发展，纵横股份在技术、产品、品牌、产业链、制
造能力等方面积累了核心竞争优势，正全力瞄准低空经济赛道进
行谋篇布局。“最近公司发布了无人值守系统，市场的订单增长很
快，预计今年无人值守系统的销量有望超过单机的销量。”任斌说，
面对未来，公司将加速创新、抢抓机遇，力争发展成为低空经济时
代的行业引领者。

今年 4 月，赛迪研究院发布《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2024）》称，2023 年，中国低空经济规模达 5059.5 亿元，增速为
33.8%，预计到2026年低空经济规模将突破万亿元。

当打造低空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顶层设计、国家战略后，
迎来的除了发展机遇还伴随着前所未有的角逐竞争。目前，全国
多个省份将低空经济、通用航空作为发展重点。在新一轮产业竞
争中，又该如何布局、突围？

在任斌看来，低空经济有三大应用场景——载人交通、物流运
输，以及以工业无人机批量应用获取海量时空大数据形成低空数
字经济赋能的社会治理。“发展低空经济的关键是解决为谁服务、
谁来买单的问题，即市场需求端在哪里。”任斌称，纵横股份发力低
空数字经济业务，以无人机搭载相机、传感器等载荷设备对地面实
现遥感监控，为社会治理进行数据赋能，“这是无人机最具发展潜
力的市场，不仅产业规模大，而且带动性也广。”

“过去，我们主要为客户提供测绘服务和无人机装备，现在则
是无人值守系统。”据任斌介绍，在现有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
CW-15基础上，公司研制出纵横昆仑无人值守系统，该系统可以
实现无人机自动巡检、自动充电、异地部署、远程规划指挥、数据自
动回传等功能，并结合纵横云平台作为用户接口，以及高可靠低延
时数据链路，有效帮助客户解决飞手缺乏、操作复杂等痛点问题，
为无人机大规模普及应用奠定基础。

任斌表示，低空经济要实现真正“起飞”，关键还是要让更多的
应用场景“飞起来”，而空域审批至关重要。因此，希望能够进一步
优化完善空域使用审批程序，提升低空空域使用的便捷性。

前不久，腾盾科创参加新疆农机博览会，在展会上首次亮相的
无人机产品引发观展热潮。“形成空、地一体化的智慧农业整体解
决方案，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腾盾科创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智慧农业、应急救援、货运物流、气象服务、广域巡护……工业
无人机在这些领域的独特优势，推动着低空经济从蓄势“起飞”到
加速“腾飞”。根据预测，到“十四五”末，我国低空经济对国民经济
的综合贡献值将达到3万亿元至5万亿元。而据摩根斯坦利预测，
至2040年，全球低空出行产业规模将达到万亿美元，其中，我国将
占据全球市场的1/4份额。

成立仅8年时间，腾盾科创已先后研制了包括双尾蝎系列大
型固定翼无人机、混江龙水陆两栖无人机、没羽箭无人直升机等在
内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10余款大中型高端无人机。

今年4月，全球首款大型四发无人机——腾盾“双尾蝎D”，从
四川自贡凤鸣机场起飞，仅用50分钟便完成218公里的航程，降落
于重庆永川大安机场。“这是大型多发无人机实现全国首次跨省物
流飞行的尝试。”该负责人称，年内还将推出专用物流无人机，并争
取尽快推向市场。

在成都，围绕腾盾科创聚集了一批无人机上下游、左右岸企
业。“作为‘链主’企业，我们的本地配套率很高。在‘低空经济’概
念爆火之前，我们就已经围绕上下游、左右岸进行了布局。成都在
低空经济领域早已聚集了一批有实力的配套企业。”腾盾科创该负
责人表示，发展低空经济需要诸多条件，对于成都这样航空产业发
展基础雄厚的城市而言，应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优势，发展低空经济
正当其时。

“成都已经有了腾盾、傲势、纵横等一批在业内具有较强影响
力的企业，应该进一步筑强优势壁垒，发展成为研发、人才聚集
地。在产业链核心环节拥有话语权，无论是对本土企业还是外来
企业，吸引力都将大大增加。”该负责人进一步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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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浩孚科技员工正在研发产品

无人机助力防洪防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