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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 低空经济是低空飞行活动与产业融合的新型经济形态：低空经济是指
依托于低空空域（3000 米以内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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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
经济形态，具有产业链条长、辐射面广、成长性和带动性强等特点。
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包括低空经济+农业、低空经济+巡检、低空经济+

消防、低空经济+物流等。创新应用正不断发展，如顺丰、美团等多家
企业开展低空飞行试点实验，推广无人机末端配送业务。 

◼ eVTOL 作为未来低空经济的重要载体之一，市场潜力超万亿美元。目
前，通用航空产业仍为低空经济主体，但随着无人机对各行业渗透越
来越广，正开始主导低空经济发展。同时，随着各类上游材料端和中
游配套的不断发展，eVTOL 飞行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正在走向
落地。2023 年工信部等四部门印发《绿色航空制造业发展纲要（2023-

2035 年）》，明确提出到 2025 年 eVTOL 实现试点运行；到 2035 年建成
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绿色航空制造体系。Morgan Stanley 预
测到 2040 年，自动驾驶的 eVTOL 市场可能高达 1.5 万亿美元。 

◼ 全球低空经济处于培育初期，潜能大。全球低空经济发展至今先后经
历了早期应用探索阶段、规范化发展阶段和普及应用阶段。从全球低
空经济区域发展格局来看，美国在通用航空领域领先全球，奠定了其
低空经济的先发优势。而我国在无人机领域领先美国。目前，各国低
空经济均处于发展早期，仍在积极探索阶段，整体均以国家顶层设
计、地方政府牵头引导、市场主体开展实际建设为主要形式。 

◼ 2024 年有望是国内低空经济发展元年。2010 年以来，国家为推动低空
经济发展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2021 年首次将“低空经济”概
念写入国家规划。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支出，打造生物制造、商
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2023 年 5 月 31 日，国务
院、中央军委公布《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已经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我国无人机产业将进入“有法可
依”的规范化发展新阶段，有望成为低空经济的发展元年。预计到
2035 年，中央对国家低空经济的产业规模预期达 6 万多亿元。 

◼ 深圳无人机年产值近千亿元，政策领跑全国。截止 2023 年底，深圳已
拥有成熟完备的无人机产业链条，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 70%的市场份
额，工业级无人机占全球 50%的市场份额，世界领先。根据第九届无
人机百人会信息，截至 2023 年底，深圳市无人机年产值为 960 亿元，
增长 28%；2023 年，深圳新开通无人机航线 77 条，新建无人机起降
点 73 个，完成载货无人机飞行量 60 万架次，飞行规模全国第一。
2024 年初，深圳出台全国首部低空经济产业促进专项法规《深圳经济
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并将于 2 月 1 日起实施，有望领跑全国
低空经济产业。 

◼ 相关标的：低空信息化是规模化的低空经济的数字化底座，因此未来
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和机会。低空信息化主要包括低空管理系统、无人
机图形显控等部分，空管系统：莱斯信息、深城交、川大智胜；图形
显控系统：景嘉微；其他环节：佳讯飞鸿（指挥调度系统）、雷柏科技
（控股无人机公司零度智能）等。 

◼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技术推进不及预期、竞争加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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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空经济是低空飞行活动与产业融合的新型经济形态 

低空经济是指依托于低空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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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具有产业链条长、辐

射面广、成长性和带动性强等特点。低空空域通常是指距正下方地面垂直距离在 1000

米以内的空域，根据不同地区特点和实际需要可延伸至 3000 米。 

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 

✓ 乡村：低空经济+农业、低空经济+巡检、低空经济+消防、低空经济+物流； 

✓ 城市：低空经济+航空、低空经济+旅游、低空经济+教育、低空经济+应急； 

✓ 产业融合场景：低空经济+工程、低空经济+海洋、低空经济+基建。 

 

图1：低空经济商业模式图 

 

数据来源：国家低空经济融合创新研究中心，前瞻产业研究院，东吴证券研究所 

 

 

1.1.   低空经济产业链概况 

低空经济产业的先进飞行器主要以垂直起降型飞机（VTOL）与无人驾驶航空器为

载体，按照高度可分为：载人飞行器（1000-6000 米）、行业级无人机（120-1000 米）、

消费级无人机（120 米以下）。 其中，应用于载货、载人、城市管理等场景的行业无人

机正不断涌现，不断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完善城市保障体系，带动低空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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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飞行器类型及参数 

 

数据来源：罗兰贝格，东吴证券研究所 

 

低空经济、通用航空、无人机的关系：低空飞行活动包括警用航空活动、海关航

空活动和通用航空。通用航空是低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人机产业是低空经济的

主导产业。 

 

图3：低空经济、通用航空、无人机的关系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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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空经济产业链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 

✓ 上游：为原材料与核心零部件领域，包括研发、原材料和零部件； 

✓ 中游：为低空经济核心部分，包含载荷、低空产品和地面系统； 

✓ 下游：为产业融合部分，包含飞行审批、空域备案等，通过后的下游应用是

低空经济与各种产业的融合。 

图4：中国低空经济产业链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东吴证券研究所 

 

 

1.2.   低空经济前景广阔，潜在价值大 

低空经济潜在经济价值大。低空经济是一种依托于低空空域发展的经济形态，低

空空域作为未被充分利用的自然资源，低空经济的本质就是将低空空域这一自然资源

传化为有价值的经济资源。低空空域没有任何物理附着物，低空空域的开发依赖数字

化工具将低空空域数字化成一个可计算空域，在数字空间里将低空空域变成一个可定

标、可量化、可计算、可管理、可利用、可固执和可分享的经济资源，推动低空空域

从“可通达”到“可计算”到“可运营”性质的转变。预计未来低空经济有望蕴藏着

可以和土地价值相比拟的经济资源，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低空经济发展中，有四个关键要素：政策、应用、飞行器和基础设施， 

✓ 政策：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方向、指导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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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低空经济的核心，是规模化发展的关键； 

✓ 飞行器：低空经济中的运营主角，是低空经济各种业务的载体； 

✓ 基础设施：支撑低空飞行的基石，也是确保低空经济安全、高效率和高效益

发展的技术基础。 

目前无人机为低空经济的主导产业，下游应用场景不断丰富。目前，通用航空产

业仍将保持低空经济的主体地位，但随着无人机对各行业的渗透程度越来越广，其对

低空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目前无人机的应用场景丰富，涵盖航拍、交通

巡逻、勘探测绘，植保、物流等多个领域，新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探索中。无人机创

新应用正不断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如顺丰、美团、东部通航等多家企业开展低空飞行

试点实验，推广无人机末端配送业务。 

 

图5：美团无人机团队城市低空物流解决方案通过中国明航局审定 

 

数据来源：美团，东吴证券研究所 

 

未来 eVTOL 飞行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产业潜力大。eVTOL（电动垂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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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飞行器）是指以电力作为飞行动力来源，且具备垂直起降功能的飞行器。相对传统

飞行器，eVTOL 在安全性、智能性、经济性和环保性方面优势显著，可在低空快速流

动与灵活作业，有效缓解地面交通拥堵问题。随着各类上游材料端和中游配套的不断

发展，eVTOL 飞行器（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作为低空经济的首选工具、最重要的载

体之一，潜在发展空间大。 

城市空中交通（UAM）是未来 eVTOL 重要落地场景之一。eVTOL 未来的潜在应

用场景包括 UAM（城市空中交通）、区域客运（RAM）、货运、个人飞行器、紧急医

疗服务等。 

政策助力，eVTOL 产业化落地可期。2023 年 10 月，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

中国民航局四部门印发的《绿色航空制造业发展纲要（2023-2035 年）》正式发布，明

确提出到 2025 年，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eVTOL）实现试点运行；到 2035 年，建成

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绿色航空制造体系，新能源航空器成为发展主流。鼓

励开展绿色航空示范运营，加快将 eVTOL 融入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初步形成安全、便

捷、绿色、经济的城市空运体系。 

eVTOL 未来市场规模超万亿美元。根据 Roland Berger2018 年发布的《城市空中

交通-一种新型交通方式的兴起》”报告，报告预测到 2025 年将有 3,000 架飞行汽车投

入使用，随后呈指数增长。到 2050 年，“全球范围内将有近 100,000 架 eVTOL 飞行器

在飞行，它们将用作空中出租车，机场班车和城际航班服务。”同时， Morgan Stanley

在 2018 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到 2040 年，自动驾驶的 UAM 市场可能高达 1.5 万亿美元。 

 

图6：全球 UAM 市场规模预测（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Morgan Stanley Research，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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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低空经济处于培育初期，欧美产业基础好 

全球低空经济处于培育初期，潜能大。伴随地面交通拥堵问题日益显著、无人机

技术逐步成熟，全球正积极探索培育低空经济产业。全球低空经济发展至今先后经历

了早期应用探索阶段、规范化发展阶段和普及应用阶段： 

应用探索阶段（18 世纪-2006 年）：早期，由于低空技术不成熟， 因此以低空旅游

和在农业、工业的探索应用为主。 

规范化发展阶段（2006-2020 年）： 2010 年以后， 随着低空飞行技术的愈发成熟

和应用 的多元化， 规范化监管成为这一时期各国低空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普及应用阶段（2021-现在）：当下全球低空经济正处于进一步的应用普及阶段。 

图7：全球低空经济发展历程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东吴证券研究所 

通用航空美国领跑全球，中国在无人机领域实现超越。从全球低空经济区域发展

格局来看，美国在通用航空领域领先全球，奠定了其低空经济的先发优势。而我国在

无人机领域数量上领先美国。 

图8：全球主要国家通用机场和无人机在册数量（2022 年）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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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国低空经济均处于发展早期，仍在积极探索阶段。美国洛杉矶、日本东

京大阪作为较为典型的低空经济发展城市，在政策制度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动作具

有一定代表性，整体均以国家顶层设计、地方政府牵头引导、市场主体开展实际建设

为主要形式。 

美国顶层规划早，基础建设初有成效。先后发布了《先进空中交通（AAM）协调

及领导法案》、《先进空中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AAIM）法案》等十几项法案政策。美

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统一明确 UAM 硬件基础设施的建设标准及规范要求，并与

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牵头同产业方深度合作，研发迭代出多项子系统

（LANNC 系统、国际空域系统等），提供智能、高效、融合的低空管理服务。同时，

FAA 和 NASA 为代表的国家机构主导牵头下，地方政府配合试点，市场主体开展实际

建设。 

日本顶层规划详细，政策制度持续优化。日本由国家机构设计顶层规划、明确各

阶段发展目标；在产业应用层面，由政府牵头试点，开展了多个场景的低空实践应用

项目；在监管制度层面，由国土交通省统一汇聚管理系统，优化无人机审批监管流程，

提升监督管理效率等；在基础设施层面，国家机构也已通过连续性研发项目、牵头市

场主体，共同研究开发了相对完善的低空空域管理系统，成果显著。具体发展形式上，

也主要由国家及地方政府共同引导，市场主体主要承接落地执行。 

 

3.   国内低空经济进入元年，方兴未艾 

3.1.   国内低空经济元年，6 万亿蓝海 

2024 年有望是低空经济发展元年。2010 年以来，国家为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先后颁

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

划纲要》，提出“发展交通运输平台经济、枢纽经济、通道经济、低空经济。”首次将

“低空经济”概念写入国家规划。2023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打造生物制造、

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2023 年 5 月 31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公

布《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已经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这标志着

我国无人机产业将进入规范化发展新阶段，有望成为低空经济的发展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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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中国低空经济国家层面政策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东吴证券研究所 

 

未来中国低空经济市场 6 万亿元蓝海。根据云图智行披露的信息，2022 年中国低

空经济行业市场规模为 2.5 万亿元，预计到 2035 年，中央对国家低空经济的产业规模

预期达 6 万多亿元。 

图10：中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万亿元）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东吴证券研究所 

 

 

3.2.   深圳：低空经济第一城，产值近千亿 

无人机为支柱产业，产业链条完备度世界领先。无人机为低空经济支柱产业，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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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2023 年底，深圳已拥有成熟完备的无人机产业链条，消费级无人机占全球 70%的市

场份额，工业级无人机占全球 50%的市场份额，世界领先。直升机飞行量超 2 万架次，

飞行规模全国领先。凭借无人机、低空通航等领域的产学研和市场应用的优势，深圳

率先发力，高效推进产业发展布局，抢跑低空经济新赛道。 

深圳低空经济政策环境走在全国前列： 

1) 2022 年底，《深圳市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2022-2025 年）》出台，

为城市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2) 2023 年初，深圳首次将“低空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低空经济、

建设低空经济中心； 

3) 2023 年 7 月，《深圳市宝安区低空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

正式发布，提出以深圳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获批和构建海陆空全空间

无人体系为契机，加快建设全国领先的低空经济创新发展标杆城区； 

4) 2023 年 10 月，深圳发布《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草案修改一

稿征求意见稿）》，为促进深圳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5) 2023 年 12 月，《深圳市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正式出台，围

绕引培低空经济链上企业、鼓励技术创新、扩大低空飞行应用场景、完善产

业配套环境四个方面提出 20 项具体支持措施，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6) 2024 年初，深圳出台全国首部低空经济立法——《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

业促进条例》，并将于 2 月 1 日起实施，从基础设施、飞行服务、产业应用、

技术创新、安全管理等方面助力低空经济产业发展。 

《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部分核心要点： 

✓ 第十一条：市人民政府统筹推进下列低空飞行基础设施的建设：（一）低空飞

行起降、中转、货物装卸、乘客候乘、航空器充（换）电、电池存储、飞行

测试等物理基础设施；（二）低空飞行通信、导航、监视、气象监测等信息基

础设施；（三）低空飞行数字化管理服务系统；（四）其他低空飞行基础设施。 

✓ 第十二条：市人民政府统筹本市低空飞行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

并协同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民用航空管理部门制定本市低空飞行基础设施建

设和运营标准。 

✓ 第十六条：市人民政府组织建设低空飞行数字化管理服务系统，并与空中交

通管理机构、民用航空管理部门的平台系统进行对接，为低空飞行活动提供

服务。低空飞行数字化管理服务系统应当具备以下功能：（一） 飞行计划处

理；（二） 航空情报服务；（三） 航空气象信息服务；（四） 低空数字空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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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导航；（六） 监视；（七） 告警；（八） 协助搜寻与救援；（九） 其他

低空飞行服务功能。 

✓ 第二十一条：市人民政府组织建设低空飞行服务平台，在低空飞行协同管理

机制的统筹下，依托低空飞行数字化管理服务系统，为开展低空飞行活动的

单位或者个人提供飞行申报、飞行情报、飞行告警、信息发布等低空飞行服

务和协同运行服务，并适应大规模低空飞行管理和服务的需求，不断拓展服

务功能。 

深圳率先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家先行先试的政策鼓励下，深圳率先建设智能

融合基础设施，打造低空基础设施的四张网：设施网、空联网 、航路网和服务网，研

发全数字化的智能融合低空系统（SILAS），为低空空域管理和低空运营提供数字化和

智能化的技术工具，为低空经济各关联方提供各种各样的全数字化的智能管理手段和

运营服务，为低空经济政策、法规和标准的制定提供强有力的数据依据。 

年产值近千亿元，深圳领跑全国。根据第九届无人机百人会信息，截至 2023 年底，

深圳市无人机年产值为 960 亿元，增长 28%；2023 年，深圳新开通无人机航线 77 条，

新建无人机起降点 73 个，完成载货无人机飞行量 60 万架次，飞行规模全国第一。 

 

图11：2020-2022 年深圳市无人机发展现状  图12：深圳市低空经济主要引领企业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东吴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东吴证券研究所 

 

多省市紧跟步伐，共同推进低空经济发展。截至 2023 年， 共有 16 个省（区、市） 

将“低空经济”有关内容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其中， 有 5 个省份成为全国首批低空空

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 分别是四川、海南、湖南、江西、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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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部分省份低空经济政策 

区域 文件名称 颁布时间 指定方 核心内容 

上海市 
《上海市促进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条例》 
2022 年 9 月 

上海市人大常务委

员会 

提出鼓励无人机产业发展的战略目

标，本市鼓励无人机产业发展，支

持建设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实验基地

（试验区）、无人机起降点及通用

机场、无人机运行管理服务平台，

支持拓展无人机应用场景。 

安徽芜

湖市 

《芜湖低空经济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3-2025）》 

2022 年 9 月 芜湖市人民政府 

到 2025 年，我市产业循环体系初

步建立，技术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低空飞行基础保障体系基本完善，

飞行服务更加广泛，实现全市低空

经济“内涵式发展、高质量提

升”，成为我市社会经济发展新的

重要增长极，加快发展成为全国低

空经济发展先行区、集聚区和示范

区。 

湖南省 
《湖南省低空空域协

同运行办法》 
2022 年 3 月 湖南省人民政府 

湖南省低空空域分类划设管理、监

视、报告三类空域，对低空空域的

分裂划设和使用、空管运行的协同

机制进行了规划。 

江西省 

《江西省“十四五”

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

规划》 

2021 年 11 月 江西省工信厅 

提出支持低空经济发展的若干措

施，强化制度机制、技术人才和政

策法规支撑，全面落实《支持低空

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 

浙江省 

《浙江省航空航天产

业发展“十四五”规

划》 

2021 年 7 月 浙江省发改委 

提出推动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若干

措施，加快推动低空空域管理改

革，加快推进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

系试点省建设，推动简化低空目视

航线飞行计划申报审批环节，深化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建设。 

数据来源：罗兰贝格，东吴证券研究所 

 

4.   相关标的 

规模化的低空经济依赖一套全数字化的低空管理系统，保证空管部门有科学工具

和技术手段，有理有据、风险可控地开放和管理空域，保证低空飞行安全有序，保证

低空空域的高效利用，保证低空应用的运营成本的大幅降低。深圳出台的国内首个数

字经济条例《深圳经济特区低空经济产业促进条例》也重点强调了低空飞行数字化管

理服务系统和低空飞行服务平台的重要性。因此，作为 0-1 的方向，我们认为低空信息

化环节具有较大的潜力和机会。 

低空信息化主要包括低空管理系统、无人机图形显控等部分， 

✓ 空管系统：莱斯信息、深城交、川大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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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显控系统：景嘉微； 

✓ 其他环节：佳讯飞鸿（指挥调度系统）、雷柏科技（控股无人机公司零度智能）

等。 

 

5.   风险提示 

1、政策推进不及预期：国家和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了低空经济领域政策，如果后续

现有政策和配套政策推进力度不及预期，可能会对低空经济行业的发展和落地不及预

期。 

2、技术推进不及预期：未来无人机有望成为低空经济的主导产业，技术推进不及

预期可能会使得主导产业落地不及预期。 

3、竞争加剧影响：目前国内产业相关企业众多，如果后续优质企业增加，可能会

带来竞争加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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