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观察

07

MARKET��INFORMATION

2025-5-16���星期五 责任编辑 赵哲平 制作 赵哲平 电话：0351-�4048890

从“飞起来”到“飞得好”

低空经济需跃过几道关

“飞起来”：

技术场景加速拓新

在第八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现

场，低空经济专区成为焦点。 人们坐

进低空

eVTOL�

模拟体验舱， 通过

数字中国实景地图库沉浸式感受城

市飞行； 无人机则承担起紧急医疗

用血配送任务，

15�

分钟内即可完成

关键物资投送。 这些场景展现出低

空经济的广阔前景。

今年，“低空经济” 连续第二年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政策利好推

动下，我国低空产业快速发展。 工业

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已有

716�

家

企业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产品信

息系统完成登记注册， 备案产品达

2327�

种，总量超过

291�

万架。

装备技术与适航审定不断取得

突破。

3�

月底，亿航智能

EH216-S�

航空器运营商获得全国首批载人类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营合格证，

标志着中国低空经济迈入“载人时

代”。未来，广州、合肥等地市民可体

验低空游览、城市观光等商业服务，

并逐步拓展至城市通勤领域。 此外，

美团自研第四代无人机获全国首张

低空物流全境覆盖运营合格证，全

国首款四座电动飞机也获得型号合

格证，应用场景持续拓展。

赛迪研究院朱钧宇指出， 低空

经济具有强产业链、 广融合性和深

辐射力的特性。 随着空域管控逐步

放开，各地试点示范增多，产业商业

化进程将进一步加速。 赛迪顾问预

测，

2025�

年我国低空经济整体市场

规模将达

8591.7�

亿元。

“飞得好”：

仍需跃过多道关

当前我国低空要素发展持续向

好，但受访人士也表示，整体来看，

我国低空经济仍处于起步阶段，从

“飞起来”到“飞得好”，未来还有很

长一段路要走。

核心技术、产品性能关乎产业的

发展。 受访企业负责人表示，目前产

业关键零部件、 研发体系还存在短

板，多学科的融合创新能力还有待提

高。例如，某无人机企业负责人表示，

目前动力电池是制约飞行器发展的

关键要素，电池续航能力制约应用场

景的开拓，这些是无人机研发和运营

企业没能力解决的问题。

做好应用牵引、 健全法规标准

也很重要。 深圳一家无人机企业负

责人表示，针对城市管理巡检、应急

救援、 生态环境监测等领域的产品

和服务，近年进入的企业越来越多，

价格也越来越“卷”，企业承压较大，

急需开发更大更广阔的市场。 某通

航公司负责人表示， 城市空中交

通 由 于 公 众 认 知 度 和 接 受 度 较

低、运营成本高昂等原因 ，导致市

场需求有限， 难以支撑起可持续的

商业模式。

“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现有

的法规标准提出了挑战。 ”一家受访

企业说，目前，关于低空飞行的空域

管理、飞行安全监管、飞行器适航标

准等方面的法规标准还不够完善。

这使得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面临不确

定性，增加了运营风险，也阻碍了商

业模式的成熟和闭环形成。

除此以外，低空的“路”怎么导

航、怎么管理，需要更精准的低空感

知和智能调度系统， 低空基础设施

规划布局需加快完善。

“低空飞行活动日益增加，对低

空运营效率需求逐渐提高， 网联安

全和数据安全需要， 均对数字化基

础设施和监管服务环境提出了更高

要求。 ”朱钧宇说，当前，我国低空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数量不足、供

需错位和使用受限等问题。 需构建

空、天、地多网融合，通信、导航、监

视、 服务为一体的智能网联低空产

业新型监管和服务模式， 加快低空

智能网联技术突破。 同时，需有序高

效推进起降点、 充电设施、 维修保

障、 气象服务等基础设施和资源保障

能力布局和建设。

“飞得稳”：

跑好产业马拉松

发展低空经济是长期战略， 需要

打好基础，稳步推进。

朱钧宇建议，强化顶层设计，国家

层面整合科技资源， 加强基础研究和

创新平台建设； 企业层面提升技术创

新能力，加大研发投入；人才层面培养

专业队伍，完善激励机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

学院教授、 网络化协同空管技术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学军指出， 地方

政府应根据区域特点选择适配的应用

场景，明确运行规则，分阶段推进系统

建设，逐步优化完善。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各地积极行

动。 深圳计划

2026�

年建成

1200�

个以

上低空起降点，浙江至

2027�

年将建成

20�

个

A�

类通用机场和

150�

个公共无

人机起降场。 信息通信企业也在开展

5G�

相关技术验证和应用试点。

陆峰院长提出， 要优化通信基站

布局，发展通感一体技术，完善政策法

规和技术标准， 加强网络与数据安全

防护，提升飞行安全保障能力。

专家普遍认为， 未来十年是低空

经济商业化发展的关键期， 其影响将

超越交通领域，重塑城市和产业形态。

发展低空经济需要长远眼光和足够耐

心，通过夯实基础、完善体系，推动产

业行稳致远。 （郭倩 毛思倩）

无人机“闪送”、打“飞的”通勤、坐观光直升机“兜风”……从一次飞行到一条产业

链，从政策蓝图到产业生态，低空经济以创新之翼托起万亿级市场空间。

不仅要“飞起来”，还要飞“稳”又飞“好”。 多位受访人士认为，让科技、市场的想象

照进生活的现实，低空经济在关键技术、应用场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仍需进一

步探索。

晋华宫矿

树牢底线思维 夯实责任防线

晋能控股煤业集团晋华宫矿聚

焦安全生产主业，不断夯实“安全第

一” 思想根基，持续推进安全文化理

念宣贯、安全氛围营造、安全行为规

范教育， 进一步筑牢基层安全管理

工作，推动矿井安全生产行稳致远。

该矿从员工思想教育源头发力，

在全员范围内深入贯彻 “安全是

‘

1

’，其他是‘

0

’” 的核心理念，牢固

树立 “事故可防可控”“零死亡” 等

安全共识。 通过实施多渠道、多维度

的安全文化宣传策略，持续强化全员

安全底线思维， 筑牢岗位责任防线。

组织员工观看并深入剖析典型事故

案例，邀请亲历者现身说法，以真实

案例触动心灵， 让警示教育入脑入

心，深化职工对安全标准的理解与践行。

同时，充分利用工业广场、办公楼、车间、

区队等重点区域，借助网络平台、微信公

众号、电子显示屏等载体，广泛宣传安全

理念、法律法规及重要会议精神，有效提

升全员安全思想自觉与行动自觉， 扎实

推进安全型企业建设， 为矿井安全高效

生产提供坚实保障。 （梁峥嵘 杨静文）

资料图片

茶产业争“鲜” 升级

三茶统筹激活新动能

春茶飘香时节，在“三茶” 统筹理念引领下，我

国茶产业以创新驱动全产业链升级，综合竞争力持

续提升。

今年春节后，湖北、浙江、福建等

10�

省区市茶

区陆续开采。 尽管

3�

月的

3�

轮寒潮使春茶开采推

迟，但低温促使茶树内含物质富集，造就“香高味

浓” 的优质茶品。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数据显示，春

茶产量约占全年总产量

45%

，产值占比超

65%

。 预

计今年春茶总产量

140�-�150�

万吨， 茶青价格在

150�-�300�

元

/�

公斤。

2025�

年我国茶园面积将突

破

5300�

万亩， 总产值约

3300�

亿元， 全产业链规

模达

1.13�

万亿元。

数字与生态技术正重塑茶产业根基。 浙江安吉

打造“安吉白茶产业大脑”，运用卫星遥感、区块链

等技术，完成

20.06�

万亩茶园数字化建档，依托智

能加工装备实现标准化生产；福建武夷山燕子窠生

态茶园部署智慧监测设备， 茶农通过手机即可实

时掌握负氧离子、 温湿度等数据， 实现科学管控。

智能化、 数字化应用推动茶产业降本增效， 提升

产品品质。

春茶上市季，各地争“鲜” 布局市场。老字号吴

裕泰

3�

月初启动第九届春茶季， 活动持续至

5�

月

底。 凭借从原料到终端的全产业链质量管理闭环，

其北新桥总店近日顾客盈门。 品牌部负责人高然介

绍，老顾客复购率高，源于企业对品质的坚守。

产业融合创新不断拓宽茶产业边界。 安吉白茶

集团开发白茶维

C�

含片、啤酒等衍生产品；吴裕泰

推出茉莉花茶冰淇淋、 茶月饼等创意美食， 并将

660�

余家门店融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新茶饮

赛道同样热度飙升，奈雪的茶、茶百道等品牌“五

一” 订单量环比激增超

300%

。奈雪负责人表示，将

以创新产品与多元营销持续提升消费体验。 传统与

现代融合、科技与产业共振，我国茶产业正以崭新

姿态迈向高质量发展。 （王彦）

多元业态融合

激发消费新活力

近期，商旅文体健多业态消费融合成为消费市场

新亮点。 从中央到地方密集出台政策支持，企业与商

圈积极探索创新，多元业态“混搭” 正加速释放消费

潜力。

在西安城墙脚下的太阳庙门街道，

Take�Five�

西

餐厅将秦腔、 老腔等地方特色演出融入咖啡餐饮业

态，打造阳台音乐会。主理人李彩介绍，这种创新模式

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目前已举办超百场演出，吸引

3�

万余人次观众，带动餐厅营收显著增长。 古乐声与

城墙景致相映成趣，成为西安文旅新名片。

南京夫子庙商圈迎来全新消费场景。 迪卡侬南京

夫子庙店开业后，推出骑行挑战、趣味跑步等十余种

运动体验项目，点燃体育消费热情。 该店还计划与全

民健身中心、社区合作举办赛事，推动运动场景从商

圈向生活圈延伸，助力区域体育消费生态升级。

上海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则以沉浸式剧场为特色，

目前已入驻

20�

个 “星空间” 剧场， 总面积达

8000�

多平方米。 被演出吸引的客流有效带动餐饮购物消

费。 商场负责人赵维刚表示，未来将引入单排喜剧大

赛等新潮演出形式， 探索剧目

IP�

与多业态融合的创

新模式。

商旅文体健多业态融合发展，背后是政策的有力

支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

费专项行动方案》 明确提出深化多业态消费融合；市

场监管总局等五部门要求建设品质消费集聚区；商务

部组织开展“购在中国” 系列活动。

各地也纷纷出台真金白银的支持举措。 北京举办

电影生活节， 联动商圈在

4�

月

18�

日

-�5�

月

5�

日期

间，客流量突破

6531�

万人次，销售额达

218.8�

亿元。

江苏启动文体旅联动奖补工作，通过财政杠杆支持业

态融合发展。

投资北京研究院院长李道今指出，文商旅体融合

新业态的兴起， 是消费需求升级与供给创新的体现。

这些业态具有目标一致、资源互补的特性，通过深度

融合可产生“

1+1+1+1>4

” 的放大效应。 未来需加

强顶层设计，持续优化政策环境，为消费市场长期增

长注入新动能。 （袁小康 蔡馨逸）

资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