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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 我们认为，低空经济行情的主导因子主要有政策、订单、业绩三个重要
指标。政策是行情第一波启动的先行指标，随着政策的不断明晰，将进
入政策向订单转换的阶段，此时会看到政府和企业启动相关低空经济项
目的招投标工作，行业迎来第二波机会。随着项目的实施完毕，最终会
兑现到企业的业绩端，从而推动行情的继续演绎。 

◼ 各地低空经济政策陆续出台。2023 年，“低空经济”被提升至战略性新
兴产业。2024 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
将作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引擎。截
止 2024 年 3 月底，全国近 20 个省份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发展低空经
济。在地市层面，深圳、苏州、珠海、合肥、芜湖、南京、北京等市纷
纷出台低空经济发展条例、实施方案、行动计划以及产业具体支持措施，
预计 2024 年内国内主要地市针对低空经济的具体行动方案和措施将广
泛出台。从各地具体的政策支持细则来看，普遍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如
通航机场、起降平台）、下游应用场景拓展（开设物流、载人航线）、产
业链培育和产业化、企业投资项目落地方面的支持和补助。 

◼ 各地政府和企业陆续落地低空经济相关订单。从产业落地的节奏来看，
我们预计低空经济产业后续迎来政策向订单转化密集期。2023 年到现
在，中央和地方的低空经济政策不断推出。随着各地不断明确低空经济
的发展方向，低空经济的相关订单也在逐渐落地，政策往订单传导的预
期正不断强化。近 3 个月各地的低空经济招投标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订单涉及整机及零部件、规划设计、管理系统、运营等低空经济的
主要环节，产业趋势落地节奏明显超预期。 

◼ 相关标的：随着低空经济“政策+产业”的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环
节有望带来规模较大的新基建机遇。关注订单释放标的：莱斯信息；关
注各细分赛道龙头：万丰奥威、宗申动力、纳睿雷达、深城交、中信海
直、四川九洲、卧龙电驱、西域旅游；关注估值较低品种：国睿科技、
中国通号、广联航空、华设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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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向订单转换，订单落地可期 

我们认为，低空经济行情的主导因子主要有政策、订单、业绩三个重要指标。政策

是行情第一波启动的先行指标，随着政策的不断明晰，将进入政策向订单转换的阶段，

此时会看到政府和企业启动相关低空经济项目的招投标工作，行业迎来第二波机会。随

着项目的实施完毕，最终会兑现到企业的业绩端，从而推动行情的继续演绎。 

各地低空经济政策陆续出台。2023 年，“低空经济”被提升至战略性新兴产业。2024

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将作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

造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引擎。截止 2024 年 3 月底，全国近 20 个省份政府工作报

告提到了发展低空经济。在地市层面，深圳、苏州、珠海、合肥、芜湖、南京、北京等

市纷纷出台低空经济发展条例、实施方案、行动计划以及产业具体支持措施，预计 2024

年内国内主要地市针对低空经济的具体行动方案和措施将广泛出台。从各地具体的政策

支持细则来看，普遍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如通航机场、起降平台）、下游应用场景拓展

（开设物流、载人航线）、产业链培育和产业化、企业投资项目落地方面的支持和补助。 

 

表1：各地区低空经济相关政策 

地区 政策 时间 目标 重点内容 

湖南 

《湖南省低空空

域划设方案》

《湖南省低空空

域协同运行办

法》 

2022.3 

力争到 2025 年，全省低空经

济领域规模以上企业超 20

家，基本建成“1+13+N”通

用机场网，低空经济总产值

达 1600 亿元左右。2035

年，实现“县县有通用机

场、乡乡有临时起降点”。 

湖南省低空空域(3000 米以下)分类划

设管制、监视、报告三类空域共 171

个，规划常态化低空目视飞行航线

97 条，并建立空域灵活转换机制，

真正实现湖南省全域 1000 米以下空

域划设无缝衔接，飞行计划方面，将

现行飞行前一日 15 时前申请、21 时

前批复，改为涉及管制空域的前一日

15 时前申请、21 时前批复，仅涉及

监视、报告空域的，只需在飞行前 2

小时报备 

芜湖 

《芜湖市低空经

济高质量发展行

动方案（2023—

2025 年）》 

2023.1 

到 2025 年，低空经济相关企

业数量突破 300 家，其中龙

头企业超过 10 家，“专精特

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数

翻一番，低空产业产值达到

500 亿元。引入 20 家以上低

空领域研发制造龙头企业，

产业链企业基本健全。 

以无为通用机场、芜宣机场

为大型起降枢纽，在市域范

围内的医院、重点广场、道

路以及重要区域规划布局建

设 30 个以上临时起降场地、

起降点，利用通用机场及飞

行营地规划建设 1 至 2 个固

到 2025 年，在航空整机、航材、主

控芯片等方面实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突破，国产核心零部件本地化率超过

90%。 

推进芜宣机场改扩建工程、芜湖专业

航空货运枢纽港等项目建设。 

依托低空经济研究院推进“低空智

联”项目，加快推进 5G 通信、北斗

定位导航、ADS-B 基站等天地一体

化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融合运用网络

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构建智能化

数字网络体系，优化城市低空通信网

络，保障低空飞行通信数据互联互

通。到 2025 年，基本实现主要建成

区低空飞行监视、导航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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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运营基地（FBO），建成

5 个以上航空飞行营地。 

广州

市黄

埔区 

《广州开发区

（黄埔区）促进

低空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

施》 

2023.10  

支持建设低空飞行器应用验证场地，

对获得空域批复，提供公共服务的本

区低空飞行试验场的企业，按照每年

实际运营费用最高 50%进行补贴，每

年度不超过 300 万元。 

支持低空飞行器场景应用，对于提供

低空飞行器年载人飞行服务 1000 架

次以上的示范项目，按照最高 300 元

/架次给予补贴；对于提供低空飞行

器年载物飞行服务 10000 架次以上的

示范项目，按照最高 90 元/架次给予

补贴。每家企业每年度该项补贴金额

不超过 500 万元。 

合肥 

《合肥市低空经

济发展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 

2023.12 

打造 2—3 个覆盖技术研发、

生产制造、运营保障等多元

业态的低空经济产业先导

区。 

建设全国首个面向政务服务的“一网

统飞”系统，按市场化模式提供无人

机公共治理服务。鼓励各相关部门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加大无人机在

交通管理、应急救援、城市消防、城

市治安、血液运输、国土测绘、水务

监测、电力巡线、环境监测等领域的

应用。 

建设一批起降设施。出台基础设施布

局规划、建设方案，明确起降点

（地）、航空港、航空枢纽等基础设

施选址。 

深圳 

《深圳市支持低

空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 

2023.12  

低空物流配送：小型无人驾驶航空

器：取得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并常态化

运营（每年完成 5000 架次以上）的

航线，每条新开航线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首年企业年运营每增加 2

万架次给予 40 万元奖励。次年开

始，对于企业新开航线、同比上一年

总飞行架次增量部分按相同标准给予

奖励。  

对取得行业主管部门审批的深圳首条

eVTOL 商业航线运营企业，给予一

次性奖励 100 万元。为鼓励低空载客

运行向清洁能源方向发展，参照境内

通航短途运输航线奖励标准，对

eVTOL 商业运行航线、架次给予奖

励。 

苏州 

《苏州市低空经

济高质量发展实

施方案（2024～

2026 年）》 

2024.2 

到 2026 年，力争聚集产业链

相关企业 500 家，产业规模

达 600 亿元。建成 1～2 个通

用机场和 200 个以上垂直起

降点，开通至周边机场 3～5

条通用航空短途运输航线、

100 条以上无人机航线，无

构建低空地面基础设施体系，发挥交

投集团等国资平台引领作用，引导社

会资本投入，分阶段推进各县级市

（区）通用机场、水上机场、垂直起

降点等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内重点物

流企业共同推进无人机起降点建设 

选择 3～5 个产业基础较好的县级市

（区）开展低空经济先行示范，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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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商业飞行取得突破性进

展。 

低空飞行与市场消费有机融合，培育

低空消费新业态，形成可操作、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发展模式 

深圳

市龙

华区 

《龙华区低空经

济试验区 2024

年度建设方案》 

2024.3 

到 2024 年底，初步建成低空

经济先导区。建设一批地面

基础设施，新增 40 个以上低

空飞行器起降平台及末端配

送设施。力争开通 35 条以上

区内无人机航线，载货无人

机商业飞行突破 30 万架次/

年。引导 10 个以上低空产业

项目在龙华落地，加快产业

集聚发展。 

支持美团、丰翼科技等企业在核心商

圈、甲级写字楼、社康、社区等存量

空间，建设无人机起降场及末端配送

设施。 

加快推进亿航智能在龙华开通城市载

人运营航线，发展以 eVTOL 为主的

城市观光、空中通勤等城市空中交通

服务新业态。 

武汉 

《武汉市支持低

空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

稿）》 

2024.3  

对在武汉市建设无人机智能起降机

巢、中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起降场、

eVTOL 起降场、直升机起降平台等

低空经济相关基础设施并实际运营的

企业，按照实际建设投入的 50%分类

别给予一次性补贴，每个智能起降机

巢不超过 10 万元，每个中大型起降

场、eVTOL 起降场、直升机起降平

台不超过 100 万元，每家企业每年不

超过 500 万元。 

共青

城市 

《共青城市低空

经济产业三年行

动计划（2024-

2026 年）》 

2024.3 

落户一批 eVTOL、固定翼、

无人机整机制造龙头企业，

形成低空经济产业园+低空制

造企业的“1+N”产业格

局，打造全国有影响的低空

经济产业集群 

组建江西省低空经济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负责低空经济产业园投资建设和

运营管理，提升专业化水平。组建

50 亿元的低空经济产业发展专项基

金，为低空产业项目进行资本赋能。 

开通共青—井冈山短途运输航线，规

划共青—黄山、共青—庐山、共青—

庐山西海等空中旅游航线，支持在共

青城低空文旅小镇开通 eVTOL 空中

游览航线。 

山东 

《山东省低空经

济高质量发展三

年行动方案

（2024-2026

年）（征求意见

稿）》 

2024.4 

到 2026 年，创建 2 个城市低

空融合飞行示范基地，打造

4 个飞行服务站，建成 40 个

通用机场、400 个数字化低

空航空器起降平台。 

形成 10 个以上可复制、可推

广的典型应用示范，开通 50

条以上市内无人机航线、20

条以上区域无人机物流航

线、20 条以上景区旅游航

线、10 条以上短途运输航

线，载货无人机实现常态化

飞行，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eVTOL）实现商业化飞

行。 

培育亿元级龙头企业 20 家以

上，专精特新企业 50 家以

上，链上企业 300 家以上 

组建山东省低空飞行服务中心，建设

省级（济南）综合飞行服务站和全省

智慧低空飞行管理服务系统。 

制定《山东省低空空域协同运行管理

办法》《山东省低空目视飞行规

则》，推动低空空域灵活转换、动态

使用，实现全省低空空域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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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安徽省加快培

育发展低空经济

实施方案

（2024-2027

年）及若干措

施》 

2024.4 

到 2025 年，建设 10 个左右

通用机场和 150 个左右临时

起降场地、起降点，部分区

域低空智联基础设施网初步

形成。到 2027 年，建设 20

个左右通用机场和 500 个左

右临时起降场地、起降点 

到 2025 年，低空经济规模力

争达到 600 亿元，规模以上

企业达到 180 家左右，其

中，培育生态主导型企业

1—2 家。到 2027 年，低空

经济规模力争达到 800 亿

元，规模以上企业力争达到

240 家左右，其中，生态主

导型企业 3—5 家。 

到 2025 年，全省通用飞机飞

行力争达到 1 万小时，无人

机飞行力争达到 160 万小

时。到 2027 年，通用飞机飞

行力争达到 1.5 万小时，无

人机飞行力争达到 200 万小

时。 

支持固定翼飞机、无人机、eVTOL、

直升机等低空飞行器在城市安全、城

市消防、空间测绘、气象探测、环境

保护等场景应用。鼓励有条件的运营

企业开展城市空中交通应用示范，丰

富城市空中交通的商业运营模式，培

育空中交通新业态。 

支持低空企业申报国家首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首批次新材料保险项目，对

于符合条件的企业项目，积极争取中

央预算内投资支持。 

无锡 

《无锡市低空经

济高质量发展三

年行动方案

（2024—2026

年）》 

2024.4 

到 2026 年，低空经济产业产

值规模突破 300 亿元，成为

无锡社会经济发展新的增长

极。 

构建“2（硕放机场、丁蜀机

场）+N（直升机场、起降

点）+X（无人驾驶航空器起

降场、智能机巢）”起降设

施体系，到 2026 年建成 200

处各类起降设施。低空飞行

规模达到 30 万架次/年。 

抢先布局 eVTOL（电动垂直起降航

空器）、飞行汽车、无人直升机、工

业级无人驾驶航空器整机制造新赛

道，争取引入 1~2 家头部企业，提升

本地整机研发制造能力。 

积极争取 eVTOL 首航首试，提升定

制化服务水平，打造城市“空中的

士”。 

沈阳 

《沈阳市低空经

济高质量发展行

动计划（2024-

2026 年）》 

2024.4 

到 2026 年，低空飞行器在城

市空运、物流配送、应急救

援和智慧城市管理等领域综

合服务高效运行，打造 10 个

以上低空经济应用示范场

景，培育低空经济相关企业

突破 100 家，产业规模达到

30 亿元。 

加快推动低空物流配送服务、开拓低

空文旅消费新业态、培育低空维修产

业 

重点推进完善机场跑道等基础设施、

提升试飞保障能力和推动新型基础配

套设施体系建设 

珠海 

《珠海市支持低

空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

稿）》 

2024.4  

支持开设低空载人航线。拟对经审批

在本地新开设并常态化运营（公开渠

道售票）的 eVTOL 载人航线给予补

贴，其中，空中观光游览类补贴 150

元/架次，市内交通类补贴 200 元/架

次，城际交通类补贴 300 元/架次，

每家企业每年度补贴总额不超过 500

万元。对经审批在本地新开设并常态

化运营的无人机或直升机跨境客运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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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按照 400 元/架次、每家企业每

年度不超过 500 万元给予补贴 

北京 

《北京市促进低

空经济产业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4-2027

年）（征求意见

稿）》 

2024.5 

到 2027 年，低空经济相关企

业数量突破 5000 家，在技术

创新、标准政策、应用需

求、安防反制等领域形成全

国引领示范，带动全市经济

增长超 1000 亿元。 

培育 10 亿元级龙头企业 10 

家，过亿元产业链核心环节

配套企业 50 家、技术服务企

业 100 家。 

围绕应急救援、物流配送、

空中摆渡、城际通勤、特色

文旅等，新增 10 个以上应用

场景，开通 3 条以上面向周

边地区的低空航线。 

到 2027 年，建立起覆盖各类无人机

及“低慢小”航空器、多种技术搭

配、高中低空高效协同的安防反制能

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方

案及低空安防模式，确保首都低空安

全，打造全国标杆。 

巩固低空制造全产业链竞争力，包括

支持先进整机研制、加强发动机等核

心部件及材料配套、推动机载、空管

等设备开发、提高制造技术供给能

力。 

南京 

《南京市促进低

空经济高质量发

展实施方案

（2024—2026

年）》 

2024.5 

1 个总量指标：全市低空经

济产业规模超 500 亿元。 

7 个具体指标：建成 240 个

以上低空航空器起降场及配

套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成

3 个以上试飞测试场和操控

员培训点；规划建设 1—2 个

通用机场；开通 120 条以上

低空航线；全市低空经济领

域高新技术企业超 120 家；

建成 15 个省级以上创新平

台；培育 30 个以上具备示范

效应的创新应用场景。 

每年遴选发布 10 个以上具备示范效

应的创新应用场景。同时，鼓励政府

部门、公共企事业单位加强与低空制

造企业、低空飞行服务企业的对接合

作，开展各项城市公共服务。 

低空飞行场景方面，鼓励企业使用小

型或中、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开展低

空配送业务，对符合新开航线和架次

标准的运营企业给予奖励。低空消费

场景方面，鼓励各区发放用于低空飞

行体验和游览的飞行券；对新建并获

得国家体育总局航管中心、中国航空

运动协会授牌的无人机、航模航空等

各类飞行营地，最高奖励 30 万元。 

惠州 

《惠州市推动低

空经济高质量发

展行动方案

（2024-

2026）》 

2024.5 

到 2026 年，低空产业创新能

力显著提升，低空数据产业

发展壮大，低空装备制造产

业规模迈上新台阶，低空经

济服务与配套产业活力迸

发，形成以低空应用创新为

牵引、低空数字服务为动

力、低空装备制造为支撑的

低空经济产业体系，打造粤

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产业高

地；低空管理机制运转顺

畅，“两网一平台”基础设

施基本完备，应用场景加快

拓展，低空航线成型成网、

场景丰富多元、供给智能高

效、监管安全规范，打造面

向未来、立体协同、便捷智

能的“天空智城”。 

到 2026 年建成 200 个以上垂直起降

设施，其中大型综合起降场 1-2 个、

中型载人级起降平台不少于 20 个、

物流级起降点不少于 80 个、感知级

起降点不少于 100 个，加强起降设施

统筹建设、兼容共享、集约利用，形

成多场景、多主体、多层次、有人机

与无人机兼顾的起降点网络。 

广东

省 

《广东省推动低

空经济高质量发
2024.5 

，到 2026 年，广东低空经济

规模计划超 3000 亿元，全省

聚焦“干-支-末”物流配送需求，构

建低空智慧物流体系。大力发展城市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行业点评报告 

东吴证券研究所 

 

 9 / 11 

展行动方案

（2024—2026

年）》 

通用飞机飞行将达 15 万小

时，无人机飞行将达 350 万

小时。基本形成广州、深

圳、珠海三核联动、多点支

撑、成片发展的低空经济产

业格局。为实现此目标，广

州、深圳等市将先行先试，

加强城市空中交通管理组织

运行模式研究，完善管理措

施。 

空中交通新业态，支持广州、深圳、

珠海等具备条件的城市开通市内和城

际低空客运航线，打造覆盖粤港澳大

湾区主要区域的低空空中交通走廊。 

数据来源：各地政府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各地政府和企业陆续落地低空经济相关订单。从产业落地的节奏来看，我们预计低

空经济产业后续迎来政策向订单转化密集期。2023 年到现在，中央和地方的低空经济政

策不断推出。随着各地不断明确低空经济的发展方向，低空经济的相关订单也在逐渐落

地，政策往订单传导的预期正不断强化。近 3 个月各地的低空经济招投标也正在如火如

荼地进行。订单涉及整机及零部件、规划设计、管理系统、运营等低空经济的主要环节，

产业趋势落地节奏明显超预期。 

 

表2：近期低空相关订单（部分） 

时间 招标单位 中标单位 项目 成交金额(万元) 

2024 年 6 月 6 日 中国邮政 中信海直 

海直通航（中信海直控股子公司）成功中

标 2024 年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无人机设备机型、培训资源池采购项目

（包 1：无人机设备机型资源池），成为

中国邮政无人机物流配送指定供应商，为

邮政企业及相关单位提供无人机设备飞行

保障等服务，执行不同应用场景的飞行任

务。 

 

2024 年 5 月 31

日 
净月潭景区 北斗伏羲 净月潭景区低空智联网先期展示项目 489.32 

2024 年 5 月 31

日 

太原西山文

旅 
亿航智能 

订购了 50 架 EH216-S 无人驾驶电动垂直

起降航空器（eVTOL） 
11300 

2024 年 5 月 30

日 

某头部飞行

汽车制造商 
祥鑫科技 

国内某头部飞行汽车制造商（根据与相关

客户的保密协议，无法披露客户的具体名

称，以下简称“客户”）的飞行汽车项目

定点开发，确定公司为其供应电池下箱体

总成及液冷板等产品。根据客户预测，此

次获得的定点项目量产时间为 2025 年，

生命周期为 5 年，预计项目销售总额约人

民币 6,000 万元。 

6000 

2024 年 5 月 14

日 

南京市交通

运输局 
华设集团 

南京市城市场景的空中交通航线网络近期

规划 
58.8 

2024 年 4 月 17

日 

武汉经开通

航卫星产业
中衡设计 华中智能飞行器产业基地项目（一期） 53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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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数据来源：招标网。公司公告，东吴证券研究所 

 

2.   相关标的 

随着低空经济“政策+产业”的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环节有望带来规模较大的

新基建机遇。关注订单释放标的：莱斯信息；关注各细分赛道龙头：万丰奥威、宗申动

力、纳睿雷达、深城交、中信海直、四川九洲、卧龙电驱、西域旅游；关注估值较低品

种：国睿科技、中国通号、广联航空、华设集团。 

 

3.   风险提示 

1、政策推进不及预期：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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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