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业链产
2024 年 5 月 6日 星期一 责编 罗文 美编 朱兴羽 图编 胡颖 校审 曹珂

依托制造业产业基础
重庆发展低空经济有优势

低空经济是以航空器为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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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辐射面广、成长性和带动性强等特点。

发展低空经济，离不开低空飞行技术研发、设备制造等
“硬支撑”。而作为全国工业重镇，制造业一直都是重庆的强
项。

低空经济产业的上游，是制造飞行器的原材料和核心零
部件配套，包括金属原材料、特种橡胶和高分子材料，以及技
术研发等；中游涉及低空制造、低空飞行等，包括有人驾驶和
无人驾驶航空器及其零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等；下游是为
低空空域安全和低空飞行提供服务保障的各类行业，包括低
空空域管控系统、通用机场飞行地、无人机飞行信息系统配
套，以及通讯信息供给、飞行器保养维护等。“重庆制造业门
类齐全、配套能力突出，以本地多个通用机场为载体发展低
空经济，既可加强产业集聚，也能培育产业辐射周边的能
力。”重庆工商大学研究员莫远明认为，从整个产业链来看，
重庆已经具备发展低空经济产业的充足条件。

在市委军民融合办副主任吴杰看来，重庆发展低空经
济，是出于全市现代化产业及城市布局的需要。

“从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角度看，发展低空经济符合重
庆地理特征。”吴杰说，重庆依山而建、临水而居，集“大城市、
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为一体，低空经济的适用场景非常
多，包括山地运输、商务通勤、应急救援等，“更关键的是，目
前重庆已具备发展低空经济的诸多优势。”

比如，2022年两江新区获批全国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
验区，龙兴通用机场、两江机场公司等软硬件配套设施完善；
2023年，重庆再获利好，成为国产通用航空装备物流运输领
域创新应用试点地区。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市已形
成通用航空“整机+核心部件+配套制造+运营+服务+金融”
全产业链，培育出了一批具有行业重要影响力的龙头项目，
形成了通用航空与运输航空“两翼齐飞”、航空与航天协同发
展的集群式发展格局。

竞逐低空经济新赛道
多个区县抢占发展“制高点”

竞逐低空经济新赛道，市里有部署，区县有行动，纷纷抢
占发展“制高点”。

3月底，市经信委面向全市征集一批低空经济产业试点
区县，很多区县积极申报。

本次低空飞行消费周活动分会场之一的梁平区，今年以
来发展低空经济喜讯不断——继年初开通梁平至黔江、梁平
至武隆的运输航线后，4月初又迎来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首
飞。

“通过汇聚多种应用场景，梁平正在成为低空经济产业
汇聚的热土。”重庆梁平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勇说，梁
平将加快建设低空产业综合服务区、低空制造承载区等，计
划到2030年创建国家低空经济发展示范区。

再过半年，首架“重庆造”固定翼两人座飞机，将在武隆
工业园下线。飞机生产方、傲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先吉说，这架可充电的飞机不仅绿色安全，而且飞行使用成
本低，很适合作为教练机或观光飞机。

目前，武隆正规划在傲得集团航空厂区建一座“航空文
旅城”，包括航空科技科普基地、航空文旅基地等，预计形成
年产值超过100亿元的产业集群。

在多个具备产业优势的区县积极培育低空经济应用场
景、生产制造飞行器的同时，我市部分区县瞄准低空经济产
业链上游，从人才引育、技术研发方面“入赛道”。

“发展低空经济，重点在于做好科技研发攻关，而攻关
的关键正是人才。”江津区经信委负责人介绍，依托辖区内
有培养航空航天专业人才资质的重庆交通大学航空学院，
以及具备研发制造相关器材能力的西北工业技术（重庆）研
究院，江津将围绕“产学研”，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航空人
才培育体系。

开展低空飞行跨省合作
“四招”推动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

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已然来临，重庆如何发力？
吴杰介绍，今年以来，为推动低空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市

采取了“四招”，成效良好——
开放无人机适飞空域，划设无人机适飞空域和管制空

域，目前重庆无人机适飞空域开放程度在全国主要城市中名
列前茅。

试点打造低空应用场景，以固定低空飞行空域和航线
方式，优先支持低空飞行活动有需求、基础设施有保障的
市场主体先行先试；支持各区县、产业园区、科研院所和
企业开展低空飞行应用试点。开展低空飞行跨省合作，
会同四川签署全国首个跨省低空合作备忘录，共同开通
西南地区首条跨省低空目视航线；继续加强与陕西、湖
南、湖北、云南、贵州等兄弟省份合作，推动形成“六省一
市”跨省低空飞行联盟。

加快培育低空产业，引进腾盾科创、傲得航空等整机重
点企业，实现全市通航整机零的突破；支持梁平举办通用航
空发展大会，现场达成一批产业项目签约。

“低空要素化、要素场景化、场景经济化，是发展低空经
济的关键。”赛迪顾问智能装备产业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岭建
议，重庆要持续加快低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探索和推广应
用场景，形成规模效应、畅通商业模式，将低空经济培育成为
可持续的、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抢滩万亿级市场
重庆低空经济咋发力

巴渝大地正掀起一股低空经济发展热
潮。

在1000米以下的飞行区域，一个万亿
级低空经济产业集群正在成形。这个一头
牵着制造业，一头连着数字经济和新消费
业态，蕴藏着推动产业升级、激发新消费潜
能的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全球逐鹿的“黄金
赛道”。

发展新质生产力，抢滩万亿级低空经
济市场，重庆发展低空经济正“蓄势起飞”。

6个区（开发区）入选
首批低空经济先行区

4月30日，在首届重庆低空飞行消费周启
动仪式上，我市首批低空经济先行区名单公
布，巴南、永川、大足、梁平、武隆和两江新区6
个区（开发区）入选。

今年初，我市启动征集一批低空经济产业
试点区县，在对申报区县进行综合评审后，上
述6个区（开发区）脱颖而出。

“产业基础好、应用场景丰富，地方政府发
展思路清晰且支持力度较大，是这6个区的共
同特点。”市委军民融合办负责人表示，先行区
建设期为两年，计划到2026年底，实现体制机
制基本完善、政策制度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基
础设施基本健全、应用场景丰富多元、产业生
态初步构建的目标，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各有侧重的试点成果和经验做法。

其中，巴南将聚焦打造无人机整机及航空
动力装备产业集群、飞行器检测试验基地、低
空运输物流开展试点，在通航起降点建设标准
和低空经济金融保险政策方面形成试点成果；
永川聚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低空物流体
系、低空技能人才培养开展试点，在跨省低空
飞行方面形成管理运行范例；大足聚焦低空装
备制造产业发展、打造飞行器维修维保基地开
展试点，在城市无人机消防救援方面形成管理
运行范例。

此外，梁平将聚焦丰富观光文旅业态、城
市空中交通、建设低空物流枢纽开展试点，在
构建城市空中交通体系方面形成试点成果；武
隆重点聚焦形成飞行器整机生产能力，开展低
空应急救援等试点，并在低空观光文旅方面形
成管理运行范例；两江新区聚焦无人驾驶航空
试验区建设、低空空域精细管理并融合飞行开
展试点，在低空数智飞行管理、低空经济产业
生态等方面形成试点成果。

做大做强低空经济
重庆扩大“朋友圈”

当前，重庆正坚持以创新引领推动低空空
域协同管理和低空经济发展，力争在2027年空
天信息产业规模达1000亿元。

为推动产业集聚效应加快形成，发起成立
“两江新区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共同体”“成渝地
区机场低空航路共同体”，打造低空经济产业
力量聚合平台和协同创新平台。

“两江新区低空经济产业发展共同体”由
行业领袖、知名企业、投资机构、科研机构、大
学以及其他相关机构组成，包括两江航投集
团、西北工业大学重庆科创中心、哈尔滨工业
大学重庆研究院、重庆交通大学绿色航空研究
院、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华夏航空教育、渝
翔航空、叁浩（重庆）通航等企事业单位。

“成渝地区机场低空航路共同体”由两江
机场公司发起，由两江龙兴机场、万州五桥机
场、成都淮州机场、黔江武陵山机场、永川大安
机场、武隆仙女山机场、达州金垭机场、巫山机
场、北川永昌机场、梁平机场等成渝地区相关
支线机场及通用机场组成。

通过“成渝地区机场低空航路共同体”，在
成渝地区机场群中推动形成紧密的低空航线
网络，充分发挥低空飞行保障服务体系作用，
促进加快实现区域内“干支通、全网联”航空运
输服务模式，并在全国低空领域跨省协同合作
方面形成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据新重庆—上游新闻

相关

55月月33日日，，一架载着乘客的轻型运动类飞机一架载着乘客的轻型运动类飞机
在重庆龙兴通用机场一带飞行在重庆龙兴通用机场一带飞行。。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44月月88日日，，梁平区双桂梁平区双桂
湖光影广场起降点湖光影广场起降点，，无人驾无人驾
驶航空器正载人在空中飞驶航空器正载人在空中飞
行行，，实现地面实现地面、、低空联动的低空联动的
城市立体出行场景城市立体出行场景。。

据重庆日报据重庆日报

5月3日，在重庆龙兴通用机场，乘坐轻型运动类飞机
的小朋友和机长在做出发前的准备。 新华社发

5月3日，在重庆龙兴通用机场，一对即将乘坐轻型运
动类飞机的新人在登机前合影。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