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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经济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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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开展相关航空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并

广泛辐射带动低空飞行活动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飞行服务、产业应用、

技术创新、安全监管等相关领域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

它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

而来，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

力质态。它的主战场在天空中，价值也产生于空中，是空天时代竞争的

重要一环，也是打开未来空间的重要一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新赛道。

低空经济既包含通航、警用和军用等传统领域，也包括使用电动垂直起

降飞行器（eVTOL）为主的城市空中交通（UAM）等新兴应用场景。

通用航空是低空经济的主体产业，无人机产业将是未来低空经济的主导

产业，两者结合的城市空中 交 通 UAM 是 发 展 热 点，eVTOL 则 是 

UAM 的主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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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经济的政策支持

2024年3月27日
《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

（2024-2030年）》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财政部、中国民用航空局联合印发，对我国通航产业未来发展提出明确指引，对装备、

基建、运营、保障全低空产业环节体系形成予以充分解读，重点任务包括推进通用航空器北斗标配应用等，为我国低

空经济发展带来新牵引力

2023年12月26日
《关于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放宽

市场准入特别措施的意见》

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发改体改〔2023〕1730号 ），从六方面提出20条具体措施，明确推动合作区全域建设

海陆空全空间智能无人体系，推动合作区无人驾驶空域开放，优化飞行活动申请审批流程，缩短申请办理时限，研究

试点开通合作区与澳门及周边海岛等地无人机、无人船跨境跨域物流运输航线

2023年12月21日 《国家空域基础分类方法》
民航局发布，依据航空器飞行规则和性能要求、空域环境、空管服务内容等要素，将空域划分为A、B、C、D、E、

G、W等7类，其中A、B、C、D、E类为管制空域，G、W类为非管制空域，有助于低空经济规范化发展

2023年12月8日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适航安全评定

指南》

民航局适航司发布通知，就咨询通告征求意见。针对2024年1月1日以前已经设计定型且不进行设计更改的民用中型

和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相关运营人如需申请运营合格证从事特定类运行，该系统可在2026年11月26日前按本

咨询通告要求进行安全评定，通过取得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特殊适航证获得适航批准

2023年11月3日

《关于明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

理暂行条例〉空中交通管理有关事项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国家空中交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相关部门起草，主要围绕快递物流、空中巡线等运用广泛的行业和领域，体系设计和

细化固定空域常态飞行、管道空域、特殊间隔等标准规范，最大程度减少空域资源对行业发展的限制

2023年11月2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域管理条例（征

求意见稿）》

国家空中交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相关部门共同起草，主要对空域管理机构职责和空域分级分类、划设与调整、使用、

评估、保障、战时和平时特殊情况下的空域管理和监督检查等做出规定

2023年10月30日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物流运行

通用要求 第1部分：海岛场景》

民航局发布行业标准，于2023年11月1日正式实施，规定应用于海岛场景从事物流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

的通用要求，包括运营人要求和运行要求

2024年底，国家发改委牵头成立低空经济发展司，标志着中国低空经济进入系统性规划阶段，一系列政策红利将推动低空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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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低空经济作为新兴的融合经济形态，产业辐射面极大，从制

造端上游基础材料横跨到下游服务运营，万亿规模是行业共识。

赛迪顾问日前发布《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研究报告》，认为，低

空经济主要包括低空基础设施、低空飞行器制造、低空运营服

务和低空飞行保障四个环节。低空要素化、要素场景化、场景

经济化是当前发展低空经济的本质。

据测算，2023 年中国低空经济规模达8591亿元。随着低空飞

行活动日益增多，低空基础设施投资拉动成效逐步显现，未来

几年，我国低空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预计到2026年，低空经济规模有望突破万亿元，达到 10644.6 

亿元。其中，在低空经济规模贡献中，低空飞行器制造和低空

运营服务贡献最大，接近55%；围绕供应链、生产服务、消费、

交通等经济活动带来的贡献接近 40%，而低空基础设施和飞行

保障的发展潜力尚未充分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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