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特约记者 武鑫）去年以来，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低空经济发展规划，如春笋怒发。其中，北京稍显特别——它并不具备充足且能灵活使用的低空空域资源。在这样
的地方如何发展低空经济？如何打造竞争优势？如何吸引产业链企业入驻？

丰台区正在给出可供参考的“丰台样本”。基于辖区内的科教优势、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丰台将以研发为导向，通过设立产业基金、落地产业园区以及打造产业生态来吸
引企业入驻，扶持和发展低空经济产业。丰台园管委会对记者表示，“我们要思考的就是如何在空域受限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与全国各地形成错位发展。”

行动
造生态、搭平台引企业争栖

永定河以西，丰台园正在规划建设 200万
平方米的低空经济产业园。其中，研发基地和
制造基地各占 100万平方米。至今，已经筹备
好中车二七厂、首钢二通厂 26万平方米厂房空
间，5000套人才公租房，可直接对接企业和人才
落地。记者了解到，辛庄片区将依托北宫镇辛
庄村集体产业用地，打造无人机制造研发和应
用验证基地。西二区片区将打造低空创新研发
和智能制造中心，落位未来技术研发、航空器制
造和低空应用场景展示。

打造“丰台样本”，不能只有阔步高谈；企业
入局，也要择良地而栖。除规划建设低空经济
产业园，为产业链企业创造物理空间外，丰台也
在通过设立产业基金、打造产业生态的方式更
加全方位、立体化地为发展低空经济筑基。

记者了解到，丰台区正在筹划成立低空
经济产业发展基金，联合头部企业、调动社
会投资机构，共同推动低空经济产业快速
高质量发展。北京市层面，日前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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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及，要设
立低空产业基金，引导社会资本、专业机构投资
低空产业项目。丰台园管委会表示，“未来会通
过不同的方式设立基金，比如市区两级的合作、

整合社会力量。”针对入驻园区的企业，丰台区
有正在实行的产业政策，如“独角兽八条”“丰九
条”等。

打造产业生态方面，丰台区政府于今年 4
月发起成立了北京低空经济产业发展联盟，其
目标是聚拢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搭建政、产、学、
研、用协同平台，形成低空经济产业生态。

丰台园管委会向记者解释道，“我们计划将
联盟打造成一个信息共享、技术交流、资源互补
的平台。联盟成立后，相关的企业、研究机构、
高校围绕联盟就能知道丰台或北京发展思路。
同时，相互之间形成合作，比如原来我不了解这
家企业，他也不了解他同行能干什么，通过产业
联盟了解后马上就能形成合作，在一个旗帜下
干事情，这就是生态。当生态形成之后，产业资
源就会不断聚集，不断形成联动。”

鸢飞科技董事长张刚说：“鸢飞科技属于低
空运行环节的科技企业，2017年落地丰台的核
心考虑是此地的技术高度，科研院所丰富、龙头
企业聚集，是行业和技术来源地。”他还分析到，
飞行器生产制造企业落地考量两点，一是靠近
供应链，二是接近终端用户，即运营场景丰富的
地区；但运行环节的企业主要考量的则是紧跟
低空管理的政策、体系和相关技术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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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
另辟蹊径 错位发展

在低空经济大蓝图之下，各地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丰台区 2024年结合摸底调研确定区内具备低空经济产业的初

步形态后，明确提出要发展低空经济。丰台园管委会告诉记者，“这
是丰台首次明确提出要发展低空经济，并以此为契机，助力北京市抢
占低空经济产业制高点。”管委会称，未来会在合适的时机，出台引导
性和政策性文件。

但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北京是一个空域受限的城市。以民用无
人驾驶航空器为例，记者从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上
查询发现，北京绝大多数空域都不属于此类飞行器的适飞空域（高度
小于120米）。在这样的地方发展低空经济，丰台区势必要给出不一
样的解决方案。

采访中，丰台园管委会频频提及——要做核心科技的掌握者、标
准的制定者、体系的设计者。管委会提醒记者，“我们要思考的就是
如何在空域受限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与全国各地形成错位
发展。”

《城市低空经济“链接力”指数报告（2024）》显示，北京在企业聚
集度、资本活跃度和创新聚集度指标上领跑全国，而深圳在环境友好
度上居全国第一。管委会称，“相比于以场景和应用为导向，丰台乃
至北京其他地区都要进行差异化竞争，更适合以研发为导向。”

丰台区的一些企业也认为，要找准定位，谨慎出手。交控科技董
事长郜春海很冷静：“市场的培育和成长需要时间，既不要过度悲观，
也不要一窝蜂涌入，要找到自己的优势和商业模式。”

丰台区打造差异化竞争的“底气”何在？对此，丰台
园管委会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丰台拥有全国重点实
验室 2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9家；拥有轨道交通、航
天航空2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低空经济的初步形态已经
形成，区内聚集115家低空经济重点企业、110家外围关
联企业，分布在低空制造、低空保障、低空飞行和综合服
务等产业链环节。其中，涉及无人机、低空防御系统、高
精度导航、雷达、通信装备等领域核心企业 16家，产值
规模近400亿元。

区域内，航天一院、航天三院、航天十一院等均将低
空经济纳入重点研究领域。其中，航天十一院控股上市
公司航天彩虹，拥有国内最全无人机型谱，其彩虹 8系
列无人机、彩虹-3、彩虹-4等均可应用于国内民用低空
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北京应龙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
2023年 5月入驻丰台园，亦聚焦无人机核心零部件、飞
控系统、无人机整机的研发创新。

在空域管理和飞行保障领域，丰台区内的鸢飞科技
已持有国家级无人机云系统牌照，中国通号、交控科技、
中船海丰等已实现阶段性突破。

交控科技和中国通号为向低空寻求新的市场机会，
将安全控制、智能感知、调度指挥等技术，迁移至低空空
域管理领域。郜春海告诉记者，交控科技在 2023年组

建了低空经济专班，辗转多地调研，开展研发工作，以发
力低空空域管理领域。2024年1月，交控科技成立了专
门从事低空业务的子公司交控航空科技（深圳）有限公
司。至今，交控科技已形成低空空域调度指挥系统的总
体方案，对关键技术进行了识别，正在进行研发和试验，
并在天津等地进行应用测试。

鸢飞科技则是自 2017年成立以来，就一直聚焦于
低空空域管理和低空交通管理领域。公司致力于打造
数字化低空生态，在无人机飞控技术、无人机低空空管、
通航有人机低空空管，以及城市低空综合服务等方向持
续发力，其技术、产品处于国内第一梯队。

近水楼台先得月，靠近审批部门可大大提高企业
的市场准入效率。记者了解到，低空经济涉及的空域
管理、航空器准入、飞行管制、安全管理等均涉及国家
事权，地方政府仅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可有限参与。丰
台园管委会举例称，兵器工业集团的二级子公司西安
爱生无人机正在筹备落地丰台，吸引其的主要因素是
可以距离审批部门和研究机构更近，更容易招引高端
科研人才。

丰台区还计划围绕低空制造、飞行应用、基础设施、
飞行监管、服务保障等，支持企业开展标准制定，形成一
批丰台企业参与起草制定的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

底气
科研实力突出 参与行标制定

丰台园管委会和区内企业从不同角度道破低空发展难题
——要飞起来，得管好。“解决空域问题的核心是技术的安全可
靠性，当低空空管系统成熟稳定后，才能解决空域限制问题。”
管委会认为。

为此，丰台计划整合中国通号、交控科技、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鸢飞科技等，成立低空飞行管控研究中心，开展相关技术的
研发、孵化及投资。预计在1年内推出1—2个比较成熟的管控
系统，随后 1—2年，以企业为导向到各地推广示范，提高产品
可靠性，推动产品工艺完善。与此同时，丰台区也会聚焦飞行
器研制、地面配套服务系统和设备的关键技术研发。随着各项
技术的日渐成熟，低空之城的大门也将越开越大。

高空飞行器大而少，低空飞行器多且密。因此，面对数量
庞杂、标准不一的低空飞行器，低空空域管理系统不可或缺。

张刚认为，生产制造、运营、运行是低空发展的三大主要环节，
其中，运行是提供保障、管理空域、链接生产制造和运营的桥
梁。运行环节主体分为顶层的领导管理机制、中间的数字化空
域管理系统、作为底层支撑的基础设施。

记者从鸢飞科技获悉，公司主要提供无人机数字化空管/
交管平台、城市低空综合服务平台、无人机行业应用综合服务
平台、通航有人机低空飞行服务站（A类、B类）4大类低空数字
化产品，能够覆盖城市综合治理、农林植保、无人机末端配送、
无人机载人飞行等多种场景。几年来，有近 10个地方政府使
用鸢飞科技的产品，待空中载人交通真正来临，鸢飞科技还将
拓展To C场景。

郜春海则谈及，低空经济作
为立体交通的一部分，在安全、高
效的前提下，终将实现载人飞
行。记者获悉，交控科技在低空
经济领域主要关注三大方向，数
字化的基础设施、低空空域的调

度管理系统及特定场景的应用。郜春海向记者介绍，交控科技
的低空空域调度管理系统，将经过国际第三方安全认证，应用
场景方面，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有人机/无人
机有效协同与调度、安全管控与空域利用
的最优协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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