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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查娜

空间智能创新联合体正式启航

低空经济人才稀缺低空经济人才稀缺 亟需亟需““六边形战士六边形战士””
今年 4 月，教育部印发《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本 科 专 业 目 录

（2025 年）》，增 列 29 种 新 专

业。其中，华南理工大学等 6
所高校增设了低空技术与工程

专业。这些院校的低空技术与

工程专业将于今年 9 月份迎来

首批本科生，为缓解低空行业

人才缺口带来曙光。

中国民航局此前发布的数

据显示，到 2030 年，中国低空

经济市场规模预计达 2.5 万亿

元；到 2035 年，市场规模将进

一步攀升至 3.5 万亿元。随着

低空经济“风口”临近，培养能

“上天入地”的复合型低空行

业人才，成为相关领域目标任

务的重中之重。

复合型人才稀缺

发展低空经济必须破解人

才结构失衡困境。过去依赖职

业院校培养的“飞手”仅能满

足基础操作需求，而研发和运

维等人才缺口巨大。

据了解，华南理工大学等

6 所 高 校 将 依 托 各 自 学 科 优

势，构建“六边形战士”培养体

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凭借力

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控

制 科 学 与 工 程 3 个 双 一 流 学

科 以 及 全 国 唯 一 的 直 升 机 专

业，形成旋翼飞行器领域独特

优势；北京邮电大学以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和信息与通信工程

为核心，重在低空信息传输、无

人机远程监控等技术方向；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联动 5 个一级学

科，构建“低空领域总指挥”人才

培养模式，涵盖飞行器制造与空

域管理全链条。

在 近 日 举 行 的 2025 低 空

技术与工程大会上，多位高校

专家学者就低空产业人才培养

的 创 新 和 实 践 进 行 了 探 讨 。

中 国 民 航 大 学 空 中 交 通 管 理

学院副院长魏志强认为，与成

熟行业不同，低空产业处于新

兴阶段，该行业的不断变革对

人才的需求也更为复杂。低空

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是两端：一

是需要高端人才。低空产业很

多标准目前还没有界定，需要

高 端 人 才 ，而 企 业 需 要 的 人

才，靠常规培育无法满足；二

是需要技能型人才。如无人机

“飞手”，无人机设计、生产制造

人才等。

2024 年，北方工业大学与

北京市延庆区政府共同成立无

人机学院，旨在解决低空经济

领域人才稀缺问题。北方工业

大学无人机学院院长董哲介绍

说，截至 2024 年年底，国家实

名制认定的无人驾驶飞行器有

237 万台，但是有飞手证的“飞

手 ”仅 有 22 万 人 。 据 保 守 估

计，至少存在 100 万人的缺口。

“无人机专业技术人员稀

缺。从低空技术角度看，包括

飞行器的设计、材料、飞控、通

信导航以及相关联的人工智能

（AI）领 域 的 技 术 人 员 存 在 缺

口。”董哲表示，最缺的是复合

型人才，尤其是本科层面。相

关人员除了要了解低空经济产

业的关键技术以外，还要深入

了解该行业，如从事测绘，要

懂遥感测绘技术。

打通“最后一公里”

除了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如

何推动高校技术成果转化的“最

后一公里”也是业界讨论的焦点。

目前，多所高校已与头部

企业进行深度合作，打造低空

经 济 人 才“ 课 堂 -实 验 室 -产

业”闭环培养模式。例如，北

京邮电大学联合第三代互联网

实践教学平台，构建空天地一

体化实验环境，支持无人机自

主避障等智能算法研发；西北

工业大学实施“总师型”人才

培养计划，聚焦智能绿色互联

技术；华南理工大学依托粤港

澳大湾区产业网络，在物流、

应急救援等场景开展无人机应

用实践，相关专业的学生可参

与顺丰无人机跨海运输等真实

项目。

“ 关 键 是 要 推 动 技 术 熟

化。”魏志强介绍说，就技术成

熟度方面，高校一般做到 1-3
级或者 4-5 级，但企业需要的

是 7-9 级。技术熟化是实现技

术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应

用的核心。

董哲表示，实现低空经济

产业的稳健发展，需要人才、

企 业 和 市 场 形 成 闭 环 。 企 业

和高校要步调一致，高校与企

业要共创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这 些 人 才 最 终 可 以 获 得 企 业

的 认 可 ，形 成 正 向 循 环 。 同

时，政府需给予这一领域更多

政策扶持，推动更多年轻人投

身 这 一 行 业 ，更 好 地 创 新 创

业。

低 空 经 济 是 技 术 、政 策 、

市 场 三 重 驱 动 的 复 合 型 产

业 。 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教 授

沈映春认为，对于相关人才的

培 养 要 从 顶 层 设 计 进 行 全 方

位 创 新 。 高 校 人 才 的 培 养 要

根据形势需要、市场需要以及

产业需要做调整，无论从学校

的顶层设计还是师资的配备、

课 程 体 系 的 搭 建 以 及 培 养 模

式，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本报讯 （记者 李争粉）
近日，以“空间智能 AI 重塑”

为主题的 2025 空间智能软件

技 术 大 会 在 北 京 举 行 。 会

上，空间智能创新联合体及

联合创新中心正式启航，旨

在推动空间智能技术创新和

应用。

据了解，空间智能创新联

合体及联合创新中心将聚焦

AI GIS 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

用推广，涉及人工智能（AI）
大模型、空间数据库、通用数

据库、基础算力环境等核心

领域。联合体将整合各方优

势资源，面向自然资源、水利

水资源、应急管理等关键行

业部门，提供智能化、高效能

的创新解决方案，推动空间

智能软件技术在更广泛领域

的应用落地。

“联合体旨在联合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

还有使用单位等各方力量，共同

推动空间智能技术创新和应用，

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合作、共赢、

协同的产业生态。”超图软件总

工程师、平台产品线总裁胡中南

表示，联合体可以通过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联合攻关等方式，

攻关新一代人工智能、大数据、

三维空间技术等。同时，联合体

将为自然资源、水利、水资源、应

急管理等关键行业部门提供更

加智能化高效的创新解决方案。

据悉，空间智能创新联合

体及联合创新中心由自然资

源部信息中心、甘肃省庆阳

市政府、青岛市勘察测绘研

究院、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

研究院、阿里通义大模型、电

科金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达梦数据库股份

有限公司、瀚高基础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地球

与空间科学学院、北京超图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10 家单位

共同发起成立。首批成员单

位将覆盖技术研发、学术研

究与应用实践等领域，形成

多元互补的创新生态。

下图：参会人员在2025低空技术与工程大
会低空产业成果展示区交流。

左图：公众参观2025低空技术与工程大会
低空产业成果展示区。 王查娜/摄

王查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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