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朱克力

低空经济元年：风乍起，蓄势腾飞

朱克力 经济学博士，

知名经济学家、教授，现

任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

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

始院长。曾荣获中国“管

理科学奖”等国家级奖

项，出版全国首部《低空

经济》专著，对低空经济

的理论构建和实践应用

作出了积极贡献。

低空经济是中国“换道超车”的关键

领域之一，有望引领人类新一轮大航海时

代。刚刚过去的2024年被称为“低空经济

元年”，这一年，低空经济经历了超出业界

预期的开局起势。在国家政策强力推动

下，低空经济在产业规模上实现加速增

长，在技术创新、产业链构建、应用场景拓

展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2024年低空经济现状与进展

政策环境优化，低空经济迎来新机

遇。2024年，低空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且被定位为新增长引擎，标志着

其正式成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

及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为低空经

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例如，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的《通用航空装备

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年)》明确提

出，要加快通用航空技术和装备迭代升

级，建设现代化通用航空先进制造业集

群。此外，笔者关于国家部委层面设立低

空经济司的建议获采纳；多地陆续发布低

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发展目

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

市场规模加快扩大，产业链逐步完

善。《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
显示，2023年中国低空经济规模为 5059.5
亿元，增速高达 33.8%。根据中国民航局

预测，2025年我国低空经济的市场规模将

达到1.5万亿元，2035年有望达到3.5万亿

元。随着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低空经济

产业链也逐步完善。上游原材料与核心

零部件领域、中游低空制造与低空飞行保

障体系以及下游综合服务与应用场景均

取得显著发展。无人机、eVTOL（电动垂直

起降飞行器）、直升机等低空飞行器的制

造和应用成为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

技术创新持续突破，应用场景日益丰

富。在技术创新方面，低空经济产业取得

多项重要突破。无人机、eVTOL等低空飞

行器的性能不断提升，续航能力、载重能

力、在复杂环境下的稳定性等方面均有所

增强。同时，低空智联网、5G-A等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应用也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在应用场景方面，低空经济已

广泛渗透到物流配送、农业植保、旅游观

光、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例如，截至

2024年 9月，美团无人机已在深圳、北京、

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开通43条航线,并
累计完成订单超过36万张单。此外，低空

经济还在智慧城市治理、环境监测等领域

展现出巨大潜力。

产业化进程提速，区域发展特色鲜

明。在产业化进程方面，低空经济产业呈

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多地政府与企业

携手共建低空经济生态圈，推动低空经济

规模化、集群化发展。例如，北京、上海、

广东、四川等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支持

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同时，各地还根据自

身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具有特色的低空经

济项目。例如，广东将培育具有全球竞争

力的低空经济产业集群；浙江计划到2035
年全面建成高水平民航强省和低空经济

发展高地；成都以场景赋能低空产业，打

造中国（成都）低空经济研究院。这些特

色探索不仅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也为全国

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未来发展趋势前瞻

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智能化水平不断

提升。面向未来，科技创新将继续推动低

空经济产业化发展。例如，通过集成先进

的传感器、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低空飞

行器将具备更强的自主导

航、避障和决策能力。同

时，低空智联网、5G-A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也将

为低空飞行器的安全、高效

运行提供有力保障。

政策环境持续优化，基

础设施建设加速。随着低

空经济产业化快速发展，国

家及地方政府将继续出台相

关政策，推进空域开放，加快

基建进度，优化政策环

境。例如，通过简化审批

流程、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等措施，鼓励更多企业参

与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同

时，政府还将加快布局低

空基础设施和新基建项

目，加大低空经济产业支

持力度。这些政策措施出

台将有助于激发市场活力，推动低空经济

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应用场景不断拓

展。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交通拥堵问题

日益严重，消费者对低空出行的需求不断增

加。而在偏远地区和交通不便地区，低空经

济在最后一公里配送、农作物精准植保等方

面也展现出巨大潜力。此外，在应急救援、

环境监测等领域，低空经济也将发挥越来越

重要的作用。未来，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将

进一步拓展，涵盖更多领域和行业。例如，

在城市空中交通（UAM）领域，eVTOL等新型

飞行器有望实现商业化运营，为人们提供更

加便捷、高效的出行方式。

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形成产业生

态。未来，低空经济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将

进一步协同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生态雨

林。上游企业将专注于原材料与核心零

部件研发和生产；中游企业将致力于低空

飞行器制造和运营服务；下游企业则将积

极拓展应用场景，推动低空经济产业商业

化进程。同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还将加

强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低空经济产业创

新发展。这种协同发展模式将有助于提

升整个产业链竞争力，推动低空经济产业

持续健康发展。

绿色电动成为发展趋势，推动产业升

级。随着环保意识提高和能源结构转型，

绿色电动将成为低空经济产业重要发展

方向，电动无人机、eVTOL等绿色低空飞

行器将得到更广泛应用。同时，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也将加大在绿色电动技术方面

的研发投入，推动低空经济产业转型升级

和高质量发展。这种绿色转型有助于降

低碳排放、保护环境，还有助于提升低空

经济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发展挑战与应对策略

尽管低空经济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

和广阔市场前景，但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

一些挑战。首先，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

低空飞行器的适航认证、运营许可、飞行管

制等方面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其次，空

域资源相对有限且管理困难，通用机场建

设进度缓慢，空域使用审批流程繁琐。此

外，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也是低空经济产

业面临挑战之一，如何在保证性能的同时

降低生产成本，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针对上述挑战，政府和企业需采取相

应的应对策略。政府应加快完善法律法规

体系，为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提供法律保

障。同时，优化空域资源配置和管理流程，

提高空域利用效率，为低空飞行器运行提

供便利条件。企业则应加大研发投入，推

动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提升产品竞争力

和市场占有率。此外，推进低空经济交叉

科学融合创新，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

作交流，形成协同发展良好局面，也是推动

低空经济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

总的来看，2024年，低空经济在政策

环境优化、市场规模扩大、技术创新突破

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未来，随着技术创

新不断深入、政策环境日益优化以及市场

需求持续增长，低空经济产业将迎来更加

广阔的发展前景。在抓住机遇的同时，应

关注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带来的挑战与问

题，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加以解决。政

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推动低

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化经

济体系。展望未来，低空经济将成为推动

增长和创新的重要力量，为生产生活带来

更多便利与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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