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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

管理改革的意见》，距离正下方地平面垂直

距离一千米以下，根据实际需要最多可延至四千米的空

域称之为“低空”。“低空经济”的概念是以低空空域

为依托，以通用航空产业为主导，涉及低空飞行、航空

旅游、支线客运、通航服务、科研教育等众多行业的经

济概念，是辐射带动效应强、产业链较长的综合经济形

态。2021年2月，国务院印发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

划纲要》首次将“低空经济”纳入国家规划，提出发展

交通运输平台经济、枢纽经济、通道经济、低空经济。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2024年起正式施

行，为我国发展低空经济提供了政策依据。2024年，包

括国家民航局在内的相关部门健全低空经济相关政策法

规与标准管理体系，并出台低空飞行器在无人机物流、

医疗救护及其他业态发展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措施，加快

形成一批低空经济发展先行示范区。低空经济正在成为

全国各地比拼的“新赛道”，多地加快布局低空产业的

政策也纷纷出台。新疆发展低空经济虽然存在低空飞行

器制造业方面的短板，但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新疆发展低空经济的基础和优势

新疆地域辽阔，是我国的农业大区、资源大区、旅

游大区和民生大区。新疆的地域环境非常适合低空通用

航空发展，广阔的低空空域成为新疆的天然资源，通航

的大多数作业项目在新疆也有广泛的需求，特别是与北

上广深等超大城市相比，市内低空通勤可能面临巨大的

安全压力，而新疆则可以利用地广人稀优势，率先开展

城市间低空通勤，并在各类低空飞行器（飞行汽车）等

的试运行和安全测试等方面发挥优势。

截至2023年底，新疆共有25个民用运输机场，17个

通用机场，79个通航起降点，是我国机场数量、通航起

降点数量最多的省份。按照自治区规划，2035年以前全

疆将建成A2+级通用机场一百个左右，密度接近6个/10

万km2。当前，全疆已有低空旅游景区超过20家、开展空

中游览的景区和营地近20家、各种类型低空飞行器十余

种、开展低空旅游的县市超过三十个，低空旅游线路已

开通16条、5A级景区17个、世界自然遗产地1个、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1个、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区4个、国家级滑

雪旅游度假地3个。新疆发展低空经济潜力巨大。

在低空飞行器制造领域，目前新疆主要分布在三个

地方，分别是乌鲁木齐、石河子以及克拉玛依。其中，

促进新疆低空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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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经济正在成为新质生产力的聚集地，新疆发展低空经济有短板也有优势，分析

新疆发展低空经济的基础、优势，梳理存在低空飞行器制造业基础薄弱、空域管理限制

严格、低空飞行器通过适航审定有一定难度及安全、技术和经济等方面的制约因素，提

出积极吸引相关企业落户、发挥援疆机制作用联手打造低空经济、完善相关基础设施、

发展低空旅游和低空通航、做大低空物流市场规模和鼓励拓展多领域应用等建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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