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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长性与带动性。随着国家及地方相关支持政策密集

出台背景下，低空经济将在提升创新能级、扩大有效投

资、激发消费需求等方面激发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据统

计，截至2024年2月，我国注册成立超过5.7万家低空经济

领域企业，其中近五年新成立的企业有2.1万家。中国民

航局数据显示，有统计的民用无人机全年飞行2311万小

时；民航局已批准建立17个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3

个试验基地。根据工信部赛迪研究院2024年4月1日发布

《中国低空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2023年我国

低空经济规模已达到5059.5亿元，其中以低空飞行器制造

和低空运营服务产业占比最大，接近55%。根据2021年

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我国

低空经济产业规模将在2035年达到6万亿元。

低空经济未来应用场景

（一）低空经济+智慧农业

农业无人机是“低空经济+智慧农业”的重要载体。

农业无人机在农林作物精细化生产和管理方面有着广泛

应用，有利于以精细化生产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

地面系统的实时监控与指挥，农业无人机可以在田间进

行喷洒施药、撒肥、撒种、撒饲料等多种工作，同时完

成植被保护、火情监控及促雨扑火等生产活动，满足农

业多样化生产需求。随着我国农业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

涨，农业无人机的使用将大幅降低我国农业用工成本，

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低空经济+智慧物流

近年来，在信息技术驱动下，我国物流行业取得了

长足的发展成绩，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物流

行业能耗高、成本高，尤其是物流产业链条中“最后一

公里”的物流效率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相较传统的公

路运输模式，通过低空智联网配合，无人机可实现即时

配送、够量即飞，在航线范围内实现最快1小时到达，解

决了资源分配、交通拥堵等问题，满足医疗救急、农特

生鲜等领域对于高时效配送的迫切需求。因此，低空经

济将成为快递物流行业迎接的新风口。

（三）低空经济+旅游

当前，人们对旅游消费需求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

“低空+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通过提供低空

观光、景区低空游览以及空中主题活动等多元化旅游产

品和服务，有助于提高旅游产业竞争力和吸引力，能够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旅游服务的现实需求。未来，随着

低空旅游市场的不断扩大和低空经济相关政策的逐步落

实，低空旅游将成为我国旅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低

空经济赋能旅游模式创新将成为推动我国旅游产业创新

发展的重要方向。

（四）低空经济+社会治理

随着无人机的使用与普及，低空飞行在社会治理领

域逐渐崭露头角，无人机在环境监测、河湖治理、森林

防火、应急指挥、安全巡查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成为

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在城市

低空调度监管平台指挥下，通过无人机与5G、物联网、

人 工 智 能 、 G P S  技 术 相 结 合 ， 实 现 对 化 工 厂 、 电 力 电

网、高速公路等场景的运营监测、流量管理等工作，进一

步提升城市各区域间要素调度效率，降低空间交流成本。

当前我国低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低空空域服务保障要求高

尽管当前我国对空域分类进行重新划分，但目前我

国低空空域管理权限仍集中于中央空域管理委员会和空

军。低空经济涉及到的飞行种类繁多，低空空域飞行密

集、地面障碍物多、气象条件更复杂，必然导致需要与

之配套的低空空域通讯、导航、监视等服务难度较大、

成本较高，同时也将面临更多的安全挑战。

（二）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足

低 空 经 济 场 景 运 用 过 程 中 ， 由 于 低 空 与 地 面 之 间

交互联动具有高度复杂性较高，需要完备的基础设施体

系支撑，如机场、航空器起降站、空域管理信息系统、

高速无线网络等。当前我国适应低空经济广泛应用的基

础配套设施建设不足，初期建设环节多、难度大、成本

高。

（三）技术发展不确定性较高

作为未来产业发展的新赛道，低空经济没有成熟可

借鉴的发展模式，多领域技术仍处于探索阶段，导致低

无人机电力安全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