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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高新区前瞻布局低空经济未来产业广州高新区前瞻布局低空经济未来产业

广告

10 月 1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

财政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印发《绿色航空制造业

发展纲要（2023-2035年）》，明确提出抢抓航空动

力变革机遇，加快培育航空产业新业态。10月13
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向亿航智能设备（广州）有限

公司颁发EH216-S型载人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

型号合格证，这意味着EH216-S型号设计符合民

航局适航要求，具备了载人运营的安全能力。这

也是全球载人 eVTOL航空器中首个获得合格证

的型号，标志着中国“低空经济”发展迈入了一个

全新发展阶段。

亿航智能自2014年成立以来，一直扎根广州

高新区、黄埔区，是该区培育的城市空中交通上

市第一股，也是该区低空经济产业的龙头企业。

近日走访该区多家“低空经济”产业上下游企业

后发现，产业集聚效应和创新生态的形成正推动

“低空经济”发展驶入新赛道，“天空之城”的想象

正在这里加速成为现实。

打造“低空经济”全产业链
年营收规模达125亿元

所谓“低空经济”，是指以各种有人驾驶和无

人驾驶航空器的各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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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 2021年中国首次将“低空经济”纳入国民经济

发展规划，“低空经济”在各地越发得到重视。

目前，广州高新区有低空产业链企业 45家，

年营业收入规模约 125亿元，覆盖了产业链上中

下游，包括上游的研发设计与原材料、零部件制

造和集成，中游的飞控、导航、通信、任务载荷系

统等重要组件制造环节，下游的物流、智慧城市

管理等多场景应用与服务等环节。

广州中雷电科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该区一家

位于“低空经济”产业链上游的科技企业。2018
年，中雷电科看中广州高新区的营商环境、产业

政策以及契合公司发展的产业链上下游生态，落

户该区。经过多年发展，中雷电科已经在微波毫

米波相控阵系统领域具备全流程自主创新研发

生产能力，产品适用于无人机雷达管控系统、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集成电路设计、导航终端制造、

卫星移动通信终端制造及气象雷达天线等。

“随着‘低空经济’产业不断发展，我们对未

来市场十分看好。”中雷电科财务总监柳筠说，该

公司研发生产的通信设备、电子测量仪器与“低

空经济”产业发展方向非常契合。“比如一款反无

人机雷达，可为空中管控提供技术手段；另一款

气象相控阵系统，可以监控低空的突发气象。”

广州程星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也是服务于“低

空经济”的企业，为高低空飞行设备提供强有力

的卫星通信保障。该公司战略发展总监胡登玲

表示，广州高新区拥有新材料、半导体、通信、传

感器、无人机、汽车等相关产业，未来有望在低空

经济领域形成一个更加完整的上中下游产业

链。从整体看，“低空经济”可为广州高新区相关

企业带来超过数十亿元的产值发展空间。随着

低空监管体系和政策的成熟，长期看，这将形成

一个万亿元级别规模的市场。

探索多场景应用
“空中出租车”将落地

作为一款具有时代意义的产品，亿航智能获

得型号合格证的EH216-S型载人无人驾驶航空

器可应用在载人交通、空中游览、空中物流、医疗

应急响应等场景。在亿航智能董事长胡华智看

来，城市空中交通是“低空经济”产业非常重要的

组成部分，而亿航智能最想实现的愿景就是让普

通人都可以打“空中出租车”出行。他说：“不同

于现在的道路交通，车辆只能在一个平面里沿着

一条线运动。空中交通是立体交通，其容量和潜

力是巨大的。”

除了EH216-S之外，亿航智能的展厅里还停

放着同样可无人驾驶，同时具备旋翼结构和平直

翼结构的机型，可飞行300公里，用于解决城际之

间低空等距离的载人飞行。

“随着材料技术、电池技术、飞控技术的成

熟，无人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广州中科智

云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张凡表示，作为国内最早

涉足无人机机巡业务的企业之一，中科智云自研

了可见光、红外、激光雷达等多种技术手段于一

体的 AI 智慧附件，给无人机装上“眼睛”和“大

脑”，衍生了“智能航线规划”“机载AI盒子”“无人

机智能管控作业系统”等自主产品和技术。“通过

AI技术的加持，无人机在前端就能判断故障的类

型，确保巡检飞行有效，比传统人工巡检效率提高

了近20倍。”目前，该公司的无人机巡检业务已覆

盖十余个省份，与国内三大电网均有长期合作。

同样利用无人机开展社会治理的广东翼景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在广州高新区中新广州知

识城等地安装了 5G无人机基站，通过构建地空

一体感知网络，实现一控多机、多控多机等远程

操控。翼景科技自研的无人机可应用于社会治

理、公安执法、应急救援等多元场景，依托自动更

换电池等技术实现连续巡飞。翼景科技董事长万

施霖还介绍了一款该公司正在研发的太阳能无人

机“小型版彩虹”。“在发生自然灾害等情况下，它可

作为通信中继载体，为灾区提供通信能力。”

众多应用场景的出现，为“低空经济”上下游

企业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让“低空经济”的发

展走上快车道。

广州高新区依托整机企业的技术力量，以交

投集团为牵引，逐步推动“低空经济”与城市管

理、娱乐观光等深度融合。在空中通勤方面，广

州高新区开辟了迳下—九龙湖广场空中测试航

线，建设了粤港澳大湾区首个空中智能交通体验

中心。在空中物流方面，广州高新区开辟了“知

识城-科学城”“鱼珠-大吉沙”2条航线，能够实

现紧急药品和生活物资的快速转运。在空中旅

游方面，广州高新区试运行了纳米小镇、长洲岛

都市农业公园2条空中旅游体验航线。在智慧城

市管理方面，广州高新区在街道管理、交通执法、

水质监测、占道施工等领域开展无人机应用。

完善基础配套支持
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

广州高新区正着手强化新基建对于“低空经

济”的支撑作用。2022年9月，该区引入拥有全国

唯一的国家无人机系统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及多

项国内外认可资质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

研究所，成立广东赛宝新天地科技有限公司，统

筹完善基础设施和飞行服务保障体系，重点打造

“N个配套设施+1个平台”，即统筹建设若干个低

空飞行器起降点、低空监视设施、无人机自动值

守机库等低空飞行地面基础配套设施。

“我们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快速推进广州高

新区的‘低空经济’产业发展。”赛宝新天地副总

经理陈涛表示，广州高新区科技创新产业氛围浓

厚，先天具有发展“低空经济”产业的优势。

在“低空经济”产业布局上，广州高新区充分

发挥“三城一岛”战略平台的优势，根据自身禀赋

进行引导和优化：在中新广州知识城，利用中俄

直升机产业园项目落地契机，加快建设低空飞行

器制造交付中心及低空飞行器应用验证基地；在

广州科学城，依托电子元器件、传感系统、导航系

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发展基础，重点

深耕零部件制造、原材料、基础软件、低空服务等

领域；在广州海丝城，依托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

经济试验区（鱼珠片区）建设，重点突破基础软

件、算力算法等关键技术；在广州国际生物岛上

则探索落地更多智慧城市应用领域。

“低空经济”的活力快速与当地产业资源、科

技底蕴发生催化反应，加快“低空经济”增长。低

空管理服务平台、低空飞行器制造交付中心、低

空飞行器应用验证基地、无人机自动值守机巢、

无人机智慧城市巡检示范、无人机应急救援、低空

医疗救援、低空文旅体验……低空基础设施及场景

应用的未来画卷，正在广州高新区徐徐展开。

“我们相信未来两三年内，广州、深圳两地将

有10万架无人机投入应用。”陈涛对此充满期待，

“随着广州高新区‘低空经济’产业体量不断壮

大，希望有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到黄埔寻

求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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