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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 7 月以来，低空经济领域持续升温，成为市场焦点。政策层面频现利好，
三中全会印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决定》中明确提到“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同时，多地政府也在
推进各自的低空经济的建设方案/行动计划，对起降点、航线、空域、飞
行架次等都提出了明确的量化目标。此外，国内头部企业也在积极探索
应用场景/运营牌照的落地。 

◼ 期待一：更多的低空经济示范区/城市。自 2017 年以来，四川、海南、
湖南、江西、安徽 5 省成为全国首批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自
2022 年开始，相关政策逐步落地实施，深圳作为城市级试点率先发力。
2023 年 12 月，深圳市正式向国家有关部委申请创建国家低空经济产业
综合示范区。2024 年 3 月，中国民用航空局明确支持深圳市建设国家低
空经济产业综合示范区、支持深圳完善产业发展服务体系，同意开展低
空物流、城市空中交通等研究试点，丰富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构建低空
规章标准体系，加强数字化网络平台建设和低空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我
们预计低空经济产业的发展有望继续采取“多个试点—推广”的模式进
行开展。国家有望通过开展试点城市的模式，来鼓励各地开展低空经济
商业模式的探索。 

◼ 期待二：设立低空经济职能部门。2024 年 7 月 10 日，民航局成立促进
低空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组，促进低空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
主要职责包括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低空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
统筹民航局促进低空经济发展各项工作；研究确定局内推进低空经济发
展的工作方案、工作安排，督导各部门（单位）落实工作，听取关于重
点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研究民航促进低空经济发展工作中涉及的重要
决策、重大事项和重点问题，按程序提请党组会、局务会审议；与中央、
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建立协调关系，完善工作机制，协调解决低
空经济发展中跨部门、跨央地问题。为了更好地规划与管理低空经济这
一蓝海市场，我们预计国家后续有望成立专门的低空经济职能部门。该
部门应承担制定行业标准、规划空域使用、促进技术创新、加强安全监
管等多重职责，为无人机物流、空中出行、低空旅游等新兴业态提供有
力支撑。该部门不仅能够更好协同各部门之间的工作，还能有效推动低
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主导产业协同。 

◼ 期待三：更为全面的低空产业规划政策。近年来，多个部委提出了低空
经济的发展规划，如 2022 年 8 月，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民用无人驾
驶航空发展路线图 V1.0》；2023 年 10 月，工信部等四部委提出《绿色
航空制造业发展纲要（2023-2035）》；2024 年 3 月 27 日，工信部等四部
门联合发布了《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 年）》。未
来，我们期待更为全面、详尽的低空产业规划政策出台。这些政策应不
仅聚焦于空域管理的优化开放，还应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激励、
安全监管体系构建、产业链融合发展、技术标准定等多个维度。通过明
确短-中-长期的发展目标，给出详实的实现路径，针对不同区域的重点
实施产业布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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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两类方向：（1）产业落地上有
望迎来订单释放方向：莱斯信息、纳睿雷达；（2）各地的总牵头单位：
深城交（深圳）、四川九洲（成都）、宗申动力（成都）、苏交科（苏州）、
万丰奥威（浙江）、大名城（福建）、四创电子（合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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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空经济后续可以期待什么？ 

7 月以来，低空经济领域持续升温，成为市场焦点。政策层面频现利好，三中全会

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提到要

“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民航局成立促进低空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组。

同时，多地政府也在推进各自的低空经济的建设方案/行动计划，对起降点、航线、空域、

飞行架次等都提出了明确的量化目标。此外，国内头部企业也在积极探索应用场景/运营

牌照的落地。 

 

表1：近期低空重大事件汇总 

时间 部门/城市/公司 事件 

2024 年 8 月 3

日 
峰飞科技 

宁德时代与峰飞航空签署战略投资与合作协议，宁德时代独家投资数

亿美元，成为峰飞航空的战略投资者。 

2024 年 8 月 2

日 
深圳市 

深圳市发改委发布《深圳市低空起降设施高质量建设方案(2024-

2025)》，到 2025 年底，建成 1000 个以上低空飞行器起降平台，航线

1000 条以上；2025 年全市开放无人机适飞空域占比力争突破 75%，低

空商业航线总数破千条。 

2024 年 8 月 1

日 
峰飞航空 

峰飞航空盛世龙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完成跨长江首飞，从位于

南京浦口区的南京市无人机基地起飞，飞越长江并沿江盘旋巡航后返

回基地，航程 25 公里，往返飞行时长 10 分钟。 

2024 年 7 月 3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总书记要求：努力建设强大稳固的现代边海空防，做好国家空中交通

管理工作，促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 

2024 年 7 月 31

日 
南京市 

南京市政府出台《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4—

2026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至 2026

年，南京市将建成 240 个以上低空航空器起降场（点）及配套的低空

信息化基础设施，划设 1500 平方公里以上空域，开通 120 条以上低空

航线。 

2024 年 7 月 30

日 
上海市 

市经济信息化委印发《上海市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2024-2027 年）》，方案重点支持 10 家以上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工业级无人机和新能源通航飞机研发制造领军企业落地发展，培育 20

家左右运营服务领军企业，集聚 100 家以上关键配套企业，打造 30 个

以上标志性产品，实现“100+”低空飞行服务应用，建立低空空域开

放协调机制，完善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建成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监督

管理服务一体化平台，联合长三角城市建设全国首批低空省际通航城

市，初步建成“海-岸-城”低空智慧物流商业体系，积极申请城市空中

交通管理试点，建成全国低空经济产业综合示范引领区，核心产业规

模达到 500 亿元以上。 

2024 年 7 月 27

日 
法国巴黎 

法国政府已经批准，奥运期间，巴黎地区将推出测试和展示性质的飞

行出租车服务，飞行线路至少有两条，一是往返于戴高乐机场和勒布

尔歇机场，二是往返于巴黎西南方向伊西莱穆利诺市内的直升机坪和

塞纳河边奥斯特利茨码头附近的垂直起降场。 

2024 年 7 月 26

日 
无锡 7 月 26 日， 无锡硕放机场“空中巴士航线”正式开通。 

2024 年 7 月 22

日 
亿航智能 

亿航智能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运营合格证(OC)申请获得中国民航局受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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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7 月 21

日 

中共中央人民政

府 

中国政府网、新华社发布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发展通用

航空和低空经济”被明确写入《决定》。 

2024 年 7 月 13

日 
苏州市 

7 月 13 日，苏州市发布全国首部地方性低空空中交通规则《苏州市低

空空中交通规则（试行）》。 

2024 年 7 月 10

日 
民航局 

民航局成立促进低空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组，领导小组由民

航局局长宋志勇担任组长，副局长胡振江、韩钧、马兵担任副组长，

成员包括民航局各司局、直属单位的负责同志。 

2024 年 7 月 1

日 
杭州市 

杭州市发布《杭州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7

年）》，计划到 2027 年，建成低空航空器起降场（点）275 个以上

（其中公共无人机起降场 40 个以上，末端无人机起降点 220 个以上，

试飞测试场 3 个以上，各类直升机起降点 15 个以上），开通低空航线

500 条以上，建成统一管理服务平台，基本实现“三张网”全覆盖（基

础网、航线网、飞服网）,实现无人机安全运行超百万架次/年，低空物

流总量进入全国前 5 位，低空飞行量超过 180 万架次/年，低空经济产

业规模突破 600 亿元。 

数据来源：各地政府/公司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1.1.   期待一：更多的低空经济示范区/城市 

深圳低空经济示范区一获批，期待更多城市试点落地。自 2017 年以来，四川、海

南、湖南、江西、安徽 5 省成为全国首批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自 2022 年开始，

相关政策逐步落地实施，深圳作为城市级试点率先发力。2023 年 12 月，深圳市正式向

国家有关部委申请创建国家低空经济产业综合示范区。2024 年 3 月，中国民用航空局明

确支持深圳市建设国家低空经济产业综合示范区、支持深圳完善产业发展服务体系，同

意开展低空物流、城市空中交通等研究试点，丰富拓展低空应用场景，构建低空规章标

准体系，加强数字化网络平台建设和低空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我们预计低空经济产业的

发展有望继续采取“多个试点—推广”的模式进行开展。国家有望通过开展试点城市的

模式，来鼓励各地开展低空经济商业模式的探索。 

 

1.2.   期待二：设立低空经济职能部门 

2024 年 7 月 10 日，民航局成立促进低空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组，领导小

组由民航局局长宋志勇担任组长，副局长胡振江、韩钧、马兵担任副组长，成员包括民

航局各司局、直属单位的负责同志。 

领导小组和工作组具体需要做什么？ 

据介绍，促进低空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包括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

进低空经济发展的决策部署，统筹民航局促进低空经济发展各项工作；研究确定局内推

进低空经济发展的工作方案、工作安排，督导各部门（单位）落实工作，听取关于重点

工作推进情况的汇报；研究民航促进低空经济发展工作中涉及的重要决策、重大事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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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问题，按程序提请党组会、局务会审议；与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建立

协调关系，完善工作机制，协调解决低空经济发展中跨部门、跨央地问题。  

促进低空经济发展工作组办公室设在空管办。按照低空经济涉及的领域，在工作组

下成立项目组，包括综合安全监管、法规、市场管理、飞行标准、适航审定、机场、空

管空域、安保和规划等。 

为了更好地规划与管理低空经济这一蓝海市场，我们预计国家后续有望成立专门的

低空经济职能部门。该部门应承担制定行业标准、规划空域使用、促进技术创新、加强

安全监管等多重职责，为无人机物流、空中出行、低空旅游等新兴业态提供有力支撑。

该部门不仅能够更好协同各部门之间的工作，还能有效推动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主

导产业协同。 

 

1.3.   期待三：更为全面的低空产业规划政策 

近年来，多个部委提出了低空经济的发展规划： 

1) 2022 年 8 月，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发展路线图 V1.0》（下

简称“《路线图》”），提出 2025 年、2030 年及 2035 年将分别实现短、中、中长

距离载人无人驾驶航空器探索应用的时间表。《路线图》指出，到 2025 年，以

城市通勤运输为代表的短距离载人飞行将开展应用示范。到 2030年和 2035年，

城郊、城市间的中距离载人运输，以及城市间载人运输则将分别开启探索应用。 

2) 2023 年 10 月，工信部等四部委提出《绿色航空制造业发展纲要（2023-2035）》，

提出力争到 2025 年电动通航飞机投入商业应用，到 2035 年新能源航空器成

为发展主流。其中还特别提到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eVTOL）实现试点运行。 

3) 2024 年 3 月 27 日，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

方案（2024-2030 年）》，方案提出 2027 年实现通用航空装备产业完整体系初步

建立和多领域商业应用，以及 2030 年形成万亿市场规模。 

未来，我们期待更为全面、详尽的低空产业规划政策出台。这些政策应不仅聚焦于

空域管理的优化开放，还应涵盖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激励、安全监管体系构建、产

业链融合发展、技术标准定等多个维度。通过明确短-中-长期的发展目标，给出详实的

实现路径，针对不同区域的重点实施产业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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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两类方向：（1）产业落地上有望迎来订单释放方向：莱斯信息、纳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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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2）各地的牵头单位：深城交（深圳）、四川九洲（成都）、宗申动力（成都）、苏

交科（苏州）、万丰奥威（浙江）、大名城（福建）、四创电子（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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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