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空经济“起飞”需跨越三道坎

新空天新空天 21212025年4月21日星期一
编辑：李洋 组版：沙欣
邮箱：liy@stdaily.com

▶ 本报记者罗晓燕

广州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亿航智能”）旗下

全资子公司广东亿航通用航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航通

航”）和亿航智能与合肥国资成

立的合资运营公司合肥合翼航

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翼航

空”），近期收到了由中国民航局

颁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

营合格证（OC）。

至此，亿航智能成为全球首

个具备无人驾驶载人 eVTOL（电

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完整商业运

营资质的企业。业内人士表示，

该OC证的落地标志着低空经济

载人空中交通运营场景实现了从

“0-1”突破。

低空经济进入市场验证期

OC 证，是民航局向运营商

颁发的资质证明，标志着企业

具备安全、合规开展商业飞行

的能力。

此前，亿航智能的EH216-S
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已获得全球

首个载人eVTOL产品型号合格证

（TC）、标准适航证（AC）、生产许

可证（PC），OC证则是其迈入商业

化运营的最后一环，标志着低空

载人服务及未来城市空中交通可

以正式开启商业化进程，逐步走

向大众消费的普及阶段。

国泰君安证券研报分析认

为，全球首张载人 eVTOL 运营

证 OC 落地，形成了可复制的标

准与模板，全国多地低空经济

OC 运营证有望陆续获批，低空

经济商业化运营有望提速，飞

行器制造环节有望充分受益。

低空经济产业环节包括低空基

建、飞行器制造、低空运营保障

等。其中飞行器制造环节技术

壁 垒 较 强 ，政 策 大 力 支 持

eVTOL 技术研发，整机制造标

准化程度有望提升，eVTOL 商

业化量产有望加速。

“首张OC证落地，是低空经

济迈向规范化的关键一步。”国

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国空

科技（中国）低空经济研究院院

长朱克力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OC证的颁发，标志着监管

框架首次从理论走向实践，为行

业树立了可操作的准入标准。

朱克力进一步表示，对行

业而言，OC 证是商业化进程的

软性基础设施，让企业有了明

确的合规路径，资本和技术的

投入风险随之降低，产业链上

下游的协作效率将大幅提升。

更重要的是，OC 证为后续差异

化监管提供了“试验田”，比如

针对物流无人机、载人飞行器

等不同场景细化规则，避免“一

刀切”扼杀创新。“这也意味着

低空经济从政策孵化期正式进

入市场验证期。”

“飞起来”还需跨越多道关卡

根据民航局批准规定，亿航

通航有 2架EH216-S获准运营，

合翼航空有 4 架 EH216-S 获准

运营，总计 6架。其运行种类是

“留空飞行”，经营种类是“载人

类”，背后有多项限制条件。如，

航空器只能在指定区域和航线，

在人烟稀少、低海拔区域的垂直

高度 120 米以下的非管控空域

隔离下，进行“A 点起飞 A 点降

落”飞行。此外，航空器仅限在

昼间目视气象条件下保持视线

范围内开展单乘员、单机运行。

亿航智能在 3 月 31 日发布

OC 解读回应多方疑问。其中，

对于运行种类为 A 点起飞 A 点

降落的“留空飞行”，亿航智能解

释称，这并不代表航空器只能做

起降飞行，而是处于起降点上空

附近的盘旋、徘徊、往返等飞行

都属于留空飞行，可用于载人旅

游观光和飞行体验。亿航智能

同时透露，已与民航局制定策

略同步进行 A 点起飞 B 点降落

的载人旅游观光和体验飞行申

请。此外，亿航智能、运营人

（OC持证企业）将根据运营情况

合法合规逐步开拓城市通勤等

其他场景，实现载人空中出租车

运营航线，最终达到城市内全无

人化低空出行商业运营。

“‘打飞的’时代不会因一

纸证书瞬间到来。”朱克力认

为，OC 证解决了“能不能飞”的

资格问题，但“飞得起来”还需

跨越三重门槛。一是空域动态

管理技术的成熟度，例如如何

实现千架级无人机在同一空域

避让；二是基础设施的配套，起

降点、充电站、通信网络的地面

布 局 需 要 与 传 统 交 通 体 系 融

合；三是用户习惯和信任的培

育，公众对飞行安全的疑虑不

会因政策放开自动消失。“未来

3-5年，会是低空经济商业模式

试错期，企业需要证明技术可

靠性和成本可控性。”

朱克力告诉记者，低空经

济商业化落地已进入“最后一

公里”，但破局关键在于场景穿

透力。目前低空经济的应用仍

集中在物流配送、电力巡检等B
端领域，这些场景虽能验证技

术却难引爆市场规模。真正的

拐点在于找到高频刚需的消费

级场景，例如城市短途通勤、医

疗物资即时配送。

在朱克力看来，当前低空

经济实现商业化落地亟待突破

的瓶颈并非单纯的技术迭代，

而是建立经济模型，当单次飞

行成本低于地面交通边际成本

时，市场才会自发扩张。此外，

空域资源的定价机制、保险产

品的创新、事故责任划分等“软

规则”也需同步突破。

本报讯 近日，在苏州吉天星舟

空间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天星

舟”）会客厅的电子屏幕前，该企业董

事长张刘向来访者分享“苏州一号”卫

星拍摄的最新“地球大片”。

“苏州一号”镜头下，棋盘格般的

察尔汗盐湖宛如巨大的翠绿色调色

板；利瓦沙漠沙丘间宝石般的冰湖与

金色沙海呈现出奇妙的撞色；美国黑

水野生动物保护区内，海湾的海水呈

现出渐变的梦幻色彩……

2024年 8月，吉天星舟自主研发

的“苏州一号”卫星搭载着“高时效、高

几何、高光谱”创新型光学相机成功入

轨。

与传统卫星不同，“苏州一号”卫

星不仅能沿着弧形、S形等曲线进行成

像，让人们“看清”地面，还能在短时间

内快速完成图片的传载和处理。这也

意味着这位太空“摄影师”具备了给地

球高效拍摄“无死角”高清大片的能

力。

据介绍，“苏州一号”卫星主要应

用的新型遥感技术分为两大类。一是

非沿轨一次过境曲线成像技术，它突

破了传统严格沿轨道方向成像的限

制，使卫星能够沿任意曲线目标的走

向进行成像。二是新型计算重构高几

何高光谱成像技术，这项技术可以在

现有光谱分辨率条件下，实现空间分

辨率提升 1个数量级，从而大幅降低

相机的重量、体积和功耗。

“我们的卫星一秒钟能够拍摄大

约100平方公里，可以做到2000公里

左右拍摄范围的一次成像。”张刘表示，

这些技术的在轨应用打破了国外技术

封锁，标志着我国在商业航天新型对地

观测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米级几何精度与 10纳米光谱分

辨率的光学相机，仅需 5分钟就能完

成无人机大约 1万天的拍摄工作量。

“这张卫星影像捕捉到了海水颜色的

细微变化，专家们通过不同光谱的形

状大小，就能判断水域是否存在污

染。”张刘介绍说，吉天星舟的新型遥

感技术已经逐步服务于流域管理、生

态环境、农业林业等领域。

目前，吉天星舟团队正全力攻关

更高精度的成像技术。“一旦实现1米

几何精度与10纳米光谱分辨率，我们

就能用大约1/10的时间、1/10的成本，

完成大概10倍于当前的工作量。”张刘

透露，这项技术一旦实现产业化，可以

很好地提高环境监测效率，未来甚至可

以实现长江、黄河与全国范围内电网等

环境的实时动态监控。 惠译 陈志豪

本报讯（记者 叶伟）在近日北京

举行的 2025 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大会

上，北京并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业

事业部高级副总裁、北京超算行业云

业务首席战略官郭宇以“低空经济企

业数智化转型”为主题发表演讲，聚焦

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行业的

技术革新与挑战。

郭宇认为，当前，作为新质生产力

的代表，eVTOL领域呈现多旋翼、复合

翼等技术构型并存的多元化格局，未

来市场潜力巨大，但行业面临技术成

熟度低、安全性验证不足等瓶颈。同

时，低空经济企业存在研发成本高、适

航取证周期长、跨地域协同效率低等

痛点。

对此，郭宇建议，搭建企业数智化

研发平台，构建“灵活、安全的数智化

研发体系”，以全流程数字化能力（设

计、仿真、试验等）和弹性云化算力为

核心，通过“云端万核弹性算力+本地

数据融合”模式，以提升研发效率、保

障数据安全，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这意味着，可以满足企业的研

发、适航、跟产、外场试验等多场景灵

活接入；能够保护企业核心数字资产，

避免信息外泄；随时随地安全获取数

智化资源开展工作；基于云的数据中

心基础架构，可随业务增长动态扩

展。”郭宇说。

“此外，依托云边一体化的设计、仿真、智算全

栈研发算力服务和全层级数据监控指导决策，可

有效突破行业关键堵点。”郭宇说，以“云边一体，

超智融合”为路径，低空经济企业可加速实现安

全高效、全域协同的数智化转型，推动低空经济产

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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