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大数据与决策研究  
2024 年第 52 期（总第 272 期） 

 

 

 

 
广西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低空经济1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成

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新兴动力源。广西虽在政策引领、基础设

施建设以及低空产业基地方面有所布局，但发展低空经济仍

面临政策执行力度尚需加大、产业链发展不平衡、应用场景

的挖掘与拓展尚不充分等诸多挑战。亟需加强顶层设计，以

低空产业链为突破口，在农业、旅游等多个应用场景发力，

推动广西低空经济发展。 

                                                        
1 低空经济：以民用有人、无人驾驶航空器为基础，通过各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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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飞行器制造、旅游、物流以及农业等多个行业。 

广西壮族自治区信息中心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研究院       2024年 10月 28日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信
息
中
心
（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大
数
据
研
究
院
）



— 2 — 

一、广西低空经济发展现状 

（一）低空政策不断深化 

自治区层面，发布了广西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从集群化低空装备制造产业、延伸低空应用场景、建设

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增强产业技术能力和发展低空现代

化服务业等多维度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地市层面，南宁、桂

林、柳州、北海、玉林及河池等 6 个地区部署相关工作。如

南宁青秀区出台了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建设方案，构建低空

产业生态体系和东盟市场拓展体系，以“研发+应用+科普”

模式开拓低空经济赛道。桂林利用丰富的旅游资源，打造低

空+旅游品牌；同时成立低空旅游研究院，围绕低空旅游的

安全监管、科技研发、环境保护等关键环节，带动桂林低空

经济可持续发展。北海引进低空经济优质企业和项目，联合

无人机研发、生产企业，以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低空经济产业

集群。 

（二）基础设施不断优化 

广西建设通感一体基站2、飞行器起落场、低空飞行服务

站等基础设施，以支撑低空经济发展。一是在河池、南宁等

地市部署了基于 5G-A 的通感一体基站，丰富低空飞行器的

导航参考点和数据采集节点，实现对低空飞行器的实时监测

和跟踪。二是加强飞行器地面设施建设，在全区范围内规划

建设了 21 个3通用机场、200 个停机坪，研究布局水上机场，
                                                        
2 通感一体基站：集成通信技术与感知技术于一体的通信基站设施 
3 来源：广西交通运输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民用航空发展规划（2021—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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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融入自治区“一站多用”的地面设施网络体系，不断提

升低空飞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三是在南宁成立了首个具备

A 类通航飞行资质的低空飞行服务站4，为具有飞行资格的通

航用户提供飞行前、飞行中、飞行后服务，并对飞行活动产

生的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实现对低空飞行任务的有效监管。 

（三）低空产业不断壮大 

广西通过建设产业基地，吸引低空经济企业入驻，形成

产业集群，截至目前，已建成 3 个低空经济产业基地。南宁

青秀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吸引了 25 家优质企业入驻5，重点

建设了无人驾驶航空器科创、制造两个功能核心区，为无人

机产业发展提供全方位支持。玉林低空经济产业园以无人机

产业链制造为主，建设交易中心、生产制造基地和无人飞行

竞技馆等多个功能区，推动玉林成为面向粤港澳的低空枢

纽。北海建立全国首个海上无人机试验试飞基地，推动无人

机技术在海洋监测、风电站巡查等领域的应用，研发工业级

和航空级无人机，开展海上运输、应急、巡检等试飞任务，

拓展了无人机在海上的应用范围。 

二、广西发展低空经济面临的挑战 

（一）顶层设计不完善 

首先军地民航政策协同力度不足。顶层规划虽已形成，

但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在实施时缺少协同呼应，没有形成合

力，导致部分政策和规划无法执行。其次低空飞行标准有待
                                                        
4 来源：人民网，《广西首个低空飞行服务站完成备案》 
5 来源：度看广西，《东盟媒体采访团广西南宁聚焦低空经济产业 冀加深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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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目前用于通用航空机场的建设与运维仍然沿用航空运

输机场标准，机场建设审批层次高、周期长制约低空经济快

速落地发展。此外低空空域飞行安全评估机制有待建立，缺

乏精细化的空域管理技术和手段，部分飞行服务站未能有效

开展。 

（二）产业链发展不均衡 

产业链发展存在上下游差异、基础薄弱以及地域集中等

问题。从产业链上下游分布看，广西无人机企业有 111 家6，

其中主要集中在产业下游的运营服务、场景应用环节上，而

上游核心零部件供给、中游整机制造企业数量较少，分别为

3、8 家。从产业链基础看，无人机整机制造以组装为主，飞

控系统、主控芯片等核心零部件的生产能力尚待提升。从地

域分布看，广西无人机产业主要集中在南宁、玉林等城市，

其他地市的无人机企业数量相对较少。从人才支撑看，目前

广西仅有 2 所高等院校开设低空人才培养，人才链与创新链

协同发展不均衡。 

（三）应用场景尚未深入 

目前广西低空经济生产活动已在物流、农业、旅游、应

急、交通等领域形成应用，但场景挖掘仍不够深入。如低空

物流局限于特定区域与特定物品，无人机物流运输航线数量

有限，尚未形成有效的低空物流网络。农业无人机等设备成

本较高，专业操作和维护人员相当缺乏，导致低空农业普及

程度受限。低空旅游航线尚未覆盖重点景区，旅游产品种类
                                                        
6 来源：e 通世界产业园，《产业观察|无人机产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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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主要以直升机观光为主，而动力伞、热气球等产品尚

未形成规模化运营。低空应急救援、低空交通等场景尚处于

起步阶段，缺乏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和统一指挥的运行体系。 

三、广西发展低空经济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协同体系，做好顶层规划 

一是加强低空协同管理。健全“军地民”三方的协同工

作机制，共同研究低空管理事项，科学合理地划分低空空域

范围，完善空中交通管理措施，构建自治区级低空飞行综合

监管服务平台。二是强化区域协同互补。争取国家支持，依

托北部湾经济区推进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区产业协作，

推动建设低空“飞地经济”产业园。加强柳州、玉林、河池

等地区产业联动，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聚区，明确重点发展

的产业项目，协调各地优势互补。如柳州重点发展飞行安全

装备产业链，玉林重点发展航空器维修产业链，河池重点发

展关键组件产业链。三是着眼东盟市场。发挥广西与东盟的

区位优势，利用博览会等平台推广低空产品，成立东盟低空

经济研究机构，为东盟低空场景提供服务方案。 

（二）坚持创新驱动，做实科技支撑 

一是开展核心技术攻关。聚焦低空飞行器发动机和动力

电池等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能力不足问题发力，充分发挥广

西发动机制造企业的技术优势，加强低空飞行器专用燃油发

动机制造，借助比亚迪、瑞浦赛克等项目在广西落地的契机，

研发低空飞行器动力系统。聚焦低空飞行器控制系统和飞行

保障系统相关领域，鼓励行业上下游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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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围绕飞行器本体软硬件能力、飞行安全保障技术推进研

发。二是加速技术成果转化。鼓励各类企业、高校、科研院

所在广西建设低空经济领域创新平台，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

机制，加强集成验证、运行测试，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三）引入优质项目，培强本土企业 

一是大力引进低空经济产业项目。对国内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大中型无人机整机企业、关键系统研制重点企业开展

“靶向招商”，对新落户的低空经济企业在空间保障、场地

建设、财政补贴、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综合性支持，持续优

化现有低空经济企业的支持力度。二是培育优质无人机企

业。聚焦 eVTOL7、工业级、新能源通航等无人机领域，支

持企业形成研发设计、总装制造、适航验飞综合能力，壮大

一批深耕细分领域、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好的

无人机企业。在南宁、柳州、桂林、北海、玉林等城市建设

无人机产业制造基地，围绕龙头无人机企业强化链条耦合，

形成完整的低空制造、运维、应用等全产业链集群。 

（四）布局重点要素，做强产业支撑 

一是完善低空基础设施建设。梳理急需的软硬件基础和

配套设施，加快建设低空智联网，强化新基建对低空经济的

支撑作用，统筹建设低空飞行器起落站、能源站等地面基础

设施。完善桂林、河池等机场兼容低空飞行器通航功能，融

合通感一体、北斗数据链、5G-A 等新技术，提升机场的数

                                                        
7 eV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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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智能化、信息化水平。二是加强低空人才培育。发挥

航空类高校、科研机构在教育、科技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

拓展低空产业人才培育途径，建设一批低空特色学院，开展

“中—高—本”一体化多层次低空产业人才培养体系，加快

推动人才链支撑创新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五）深挖应用潜力，做优服务质量 

从试点低空农林入手，创新运行体制，推广低空技术至

应急救援、交通管理、环境治理等公共领域的应用，打造可

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示范应用场景。一是拓展低空农业应用，

结合我区农业的实际需要，积极推动低空农业应用从单一的

植保作业拓展到播种、施肥、灌溉和收割等多个环节，形成

完整的农业生产体系。二是加速低空旅游发展，利用我区丰

富旅游资源，打造沿邕江、漓江等观景水系区域的低空文旅

走廊；简化飞行审批机制，实现低空旅游飞行“一次办结”。

三是开展“低空+城市管理”，利用无人机收集城市地形数据，

为城市规划提供实时、高精度的影像资料。在交通关键路段

部署低空飞行器进行空中监控，辅助交通管理决策。四是开

展低空物流应用，探索跨区域、城际及海岛等开展无人机物

流配送，布局建设无人机物流节点，推动城市中心区域扩大

低空末端配送物流，有序开展商业区、高校区、工业园区、

居民社区等低空无人机物流配送商业应用。 

 

（执笔人：丁俊、梁少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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