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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 10 月份低空经济项目密集落地：2024 年 10 月份，各省市均积极推进低
空经济产业项目落地，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低空经济落地项目超过 500

亿元，落地进度持续超预期。 

◼ 催化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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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8 月 24 日，空管局成立
空管系统促进低空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财联社 2024 年 10 月 18

日报道，低空经济专管司局的设立已经获得批复，目前正在筹备当中。
国家成立专管单位，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可
以更好协同各个环节的资源推动产业发展。低空司如期落地，有望推动
低空经济建设更快发展。 

◼ 催化二：低空经济试点城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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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催化三：国家级低空经济顶层设计：自国家把低空经济设定为战略性新
兴产业后，各省市都在积极制定低空经济的设计设方案，考虑到低空经
济目前还处于产业初期，为了更好指引地方政府的建设方向，减少重复
建设或者错误建设，由发改委等主管部门给出国家顶层设计方案，由地
方政府作为参考，以此来因地制宜的落地低空经济建设。 

◼ 催化四：国家级低空经济发展方案：目前各地均发布了各地的低空经济
发展行动方案和规划，而国家层面的方案尚未发布。未来国家级别规划
若能落地，有望从设立具体发展目标、实现路径、技术方向给出较为具
体的量化指标，并针对粤港澳、成渝、长三角等低空经济重点地区的产
业布局给出指引。回想 2019 年信创产业的大行情，正是起步于国家对
党政信创的产业规划，当时也是给出了具体的数量化要求，使得资本市
场对产业发展有了实际的测算依据。 

◼ 催化五：珠海航展：2024 年 11 月 12-17 日，珠海国际航展在珠海举办，
根据珠海航展官网，此次航展首次设立低空经济馆，集中展示低空运营
监测平台和创新应用场景，小鹏汇天“陆地航母”也将与 12 日首次公
开载人飞行。 

◼ 投资建议与相关标的：国家级部门和顶层设计的落地，将会推动低空经
济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场景的持续落地，因此各地的总牵头单位和有望
获得直接订单加持的产品型厂商将是率先受益的方向。同时部分隶属于
央企的企业有望受益于国企改革和注入的企业优先推荐。 

低空经济各环节领军企业：空管：莱斯信息、监视：纳睿雷达、整机：
万丰奥威、引擎：宗申动力、电机：卧龙电驱、运营：中信海直、无人
机：绿能慧充。 

各地总牵头方：深圳：深城交、雄安：中交设计、重庆：宗申动力、成
都：四川九洲、苏州：苏交科、杭州：浙江交科、合肥：四创电子、福
建：大名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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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空经济后续的催化展望 

10 月份低空经济项目密集落地。2024 年 10 月份，各省市均积极推进低空经济产业

项目落地，根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低空经济落地项目超过 500 亿元，落地进度持续超预

期。 

表1：低空经济各地最新落地进展 

时间 城市 最新进展 

2024 年 10 月 茂名市 

茂名低空经济与产业融合发展建设项目总投资 19.5 亿元，建设内容涵盖生产作业

网(低空农业植保体系建设)、基础设施网(低空经济基础配套设施)、航空消费网(低

空经济农文旅智慧设施、低空场景综合应用示范基地)、公共服务网(低空救援与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等领域。 

2024 年 10 月 南昌市 

低空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同样于 28 日备案通过。项目总投资约 5 亿元，主要建设

内容包括：一是开展无人机产业链企业招商，引进无人机组装维修等制造业态，

助力产业园快速形成规模；二是开展各领域遥感测绘业务，提供自然资源管理、

城市治理、智慧农林等领域智能解决方案等。 

2024 年 10 月 赤壁市 
赤壁市赤壁低空经济产业项目，低空经济区占地 1700 亩，含产业园、商务园、配

套区建设，投资 75 亿元。 

2024 年 10 月 绍兴市 

越城区低空经济配套产业园项目，总投资约 19.2 亿元，计划引入电气机械和器材

制造业等项目，打造低空智能制造基地，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低空经济”特

色产业集群。 

2024 年 10 月 德清县  11 个低空经济项目签约落地德清，总投资 30 亿元。 

2024 年 10 月 成都市 成都市（彭州）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项目，中标金额 575 万元。 

2024 年 8-10

月 
苏州市 

苏州到上海虹桥和浦东机场航线共 3 条航线开通，时间从地面交通 2 小时以上缩

短到 25 分钟以内。 

苏州低空起降设施已建成投用 102 个，在建 23 个，预计到 2024 年底建成超 500

个起降点，实现苏州全域成网布局。 

2024 年 10 月 山东省 
山东高速城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低空天网”项目，计划采购至少 2.2 万架无人

机。 

2024 年 10 月 无锡市 

2024 太湖湾无锡低空经济创新发展大会现场，航天国器无人机研发生产项目、超

翼科技 eVTOL 总部和生产基地项目、无锡玛格努斯航空工业项目等 72 个低空经

济重点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达 302 亿元。 

数据来源：各政府官网，东吴证券研究所 

 

1.1.   催化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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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据介绍，促进低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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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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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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 8 月 24 日，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民航局党组关于打造低空经

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大决策部署，加强对空管系统相关工作的组织领导，促进低空经

济高质量发展，经研究，成立空管系统促进低空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民航局空管

局党委书记文学正任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运行中心，领导小组下成立规范标准组、

通信导航监视保障组、系统建设组、气象保障组、运行保障组、空域规划组、技术支持

组、情报保障组等 8 个项目组。 

低空司设立获批复，如期落地。根据财联社 2024 年 10 月 18 日报道，低空经济专

管司局的设立已经获得批复，目前正在筹备当中。国家成立专管单位，更重要的意义在

于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可以更好协同各个环节的资源推动产业发展。这是继民

航局促进低空经济发展小组和空管办促进低空经济办公室后，发改委牵头成立的重要低

空职能部门，低空司如期落地，有望推动低空经济建设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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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催化二：最新一批低空经济示范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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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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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21

日，民航局公布首批 13 个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试验区），正式开展了我国民

用无人驾驶航空试点示范工作。2022 年 8 月 25 日，在 2022 中国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发展

国际论坛上，民航局为深圳市、重庆两江新区等第二批 4 个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

3 个民用无人驾驶试验基地正式授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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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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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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低空经济示范城市有望出现。随着第一批试点城市申报的开启，各城市有望规

划具体的规划方案。近期，重庆印发《重庆市推动低空空域管理改革促进低空经济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 年）》，其中提出，到 2025 年实现低空飞行“县县通”，

到 2027 年实现低空飞行“乡乡通”，非常积极。今年以来，已经有非常多的省市都参

与了低空经济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制定。 

重点关注深圳、杭州、成都、苏州、重庆、合肥、雄安、广州等低空经济领先城市。 

 

1.3.   催化三：政府发布低空经济详细报告 

自国家把低空经济设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各省市都在积极制定低空经济的设计

设方案，考虑到低空经济目前还处于产业初期，为了更好指引地方政府的建设方向，减

少重复建设或者错误建设，由发改委等主管部门给出国家顶层设计方案，由地方政府作

为参考，以此来因地制宜的落地低空经济建设。 

相关详细报告有望使资本市场对产业发展有实际的测算依据。 

 

1.4.   催化四：国家级低空经济实施方案 

近年来，多个部委提出了低空经济的发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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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部分 

行业跟踪周报 

东吴证券研究所 

 

 7 / 10 

全国低空经济顶层方案将是重点。目前各地均发布了各地的低空经济发展行动方案

和规划，而国家层面的方案尚未发布。未来国家级别规划若能落地，有望从设立具体发

展目标、实现路径、技术方向给出较为具体的量化指标，并针对粤港澳、成渝、长三角

等低空经济重点地区的产业布局给出指引。回想 2019 年信创产业的大行情，正是起步

于国家对党政信创的产业规划。 

 

1.5.   催化五：珠海航展 

珠海航展低空经济有望成亮点。2024 年 11 月 12-17 日，珠海国际航展在珠海举办，

根据珠海航展官网，此次航展首次设立低空经济馆，集中展示低空运营监测平台和创新

应用场景，小鹏汇天“陆地航母”也将与 12 日首次公开载人飞行。 

 

图1：小鹏汇天的珠海航展计划 

 

数据来源：小鹏汇天，东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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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关标的 

国家级部门和顶层设计的落地，将会推动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场景的持续

落地，因此各地的总牵头单位和有望获得直接订单加持的产品型厂商将是率先受益的方

向。同时部分隶属于央企的企业有望受益于国企改革和注入的企业优先推荐。 

 

低空经济各环节领军标的： 

空管：莱斯信息 

监视：纳睿雷达 

整机：万丰奥威 

引擎：宗申动力 

电机：卧龙电驱 

运营：中信海直 

无人机：绿能慧充 

 

各地总牵头方： 

深圳：深城交 

雄安：中交设计 

重庆：宗申动力 

成都：四川九洲 

苏州：苏交科 

杭州：浙江交科 

合肥：四创电子 

福建：大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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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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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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