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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区“监、管、服”低空飞行管理体系

的对策建议 

 

搭建自治区级低空飞行综合监管服务平台1是落实自治

区政府发展低空经济决策部署要求，是解决当前我区存在的

安全监管形势复杂、低空空域管理协同机制不完善、低空飞

行保障服务体系不健全等痛点问题，进一步助力我区建设完

善“监、管、服”2一体化低空飞行管理体系。 
 

                                                        
1 2024 年 9 月，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印发《广西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 年）》 
2 “监、管、服”，即安全监管、空域管理、飞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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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区低空飞行管控存在的痛点难点 

（一）低空飞行安全监管形势严峻 

广西具有沿海沿边沿江的独特区位特点。一方面，我区

地域拥有海洋、山区、河流、湖泊等多种地形地貌环境，低

空飞行作业区域存在较多的安全隐患，如海洋低空飞行的风

力因素、复杂山地因素等，目前尚未有统一的安全监管措施；

另一方面，我区军、民航发展共生，军民合用通航机场需要

保证“净空安全”，周边国家的国际局势情况复杂，导致低

空飞行资源冲突的问题。如何在有效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提

下，最大限度开发我区低空空域资源，是低空飞行安全监管

部门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二）低空空域管理协同监管机制不健全 

低空空域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如交通、民航、国动办、

公安等，各部门之间协同监管机制不够健全，在实际监管过

程中容易出现职责交叉等问题，如公安部门主要工作包括对

低空安保、低空情报搜索、打击利用低空飞行器从事的违法

犯罪等；民航部门需要统筹高空空域与低空空域管理；国动

办等部门需要快速响应军用空域等，职责权限相互影响。且

广西专业的低空飞行监管人员数量较少，难以满足日益增长

的低空飞行活动监管需求。 

（三）低空飞行服务系统分散且重复建设 

我区多地已建成小范围内或垂直领域内的低空飞行服

务系统，如广西低空飞行服务站使用的飞行实时监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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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院建设的广西应急测绘联动服务

平台、桂林空管站使用的现代化空管系统等。其堵点在于服

务范围集中、拥有同样飞行服务功能的系统重复建设。不同

系统的数据无法共享，全区低空空域监管缺乏全面准确的数

据，导致飞行航线规划、资源配置等难以精准优化。自治区

与地市低空飞行服务体系未能密切沟通，易造成飞行计划审

批慢、飞行监管存在“无人区”。 

（四）低空产业市场发展尚处起步阶段 

广西低空经济产业已初具雏形，目前已建立投资的产业

园区（基地）共计 4 个，包括南宁市的青秀区无人驾驶航空

试验区，已有 25 家低空企业入驻；玉林市的中国—东盟（玉

林）低空经济产业园示范园，总投资 8.1 亿元；贺州市首批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祥云亿航智能无人机基地，

总投资 8.8 亿元；北海市的中国—东盟（北海）低空经济应

用示范基地。可以看出，我区低空产业主要分布在工业产业

基础较好的地市，其他地市产业发展不显著，低空产业发展

不均衡。此外，广西低空经济产业链也初步成型，链上企业

约 120 家，但仍存在着企业力量小、辐射范围窄，商业模式

“造血”不足的情况。 

二、完善我区“监、管、服”低空监管服务平台的对策建议 

（一）构建广西低空数据空间，夯实平台建设基础 

一是建立基于信创、国产 AI 大模型等技术为底层的低

空行业数据空间。聚焦低空基础设施建设、低空应用场景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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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创新创造相关低空数据产品。二是开展行业数据空间市

场化运营。培育一批如基于飞行数据的无人机保险服务、基

于低空物流数据的供应链金融服务等低空运营新产品新业

态，激发“低空数据要素”乘数效应。三是完善平台数据共

享机制。低空监管服务平台中收集、存储和分析海量的低空

飞行数据，包括空域使用情况、飞行器运行数据、市场需求

信息等，在政府部门、低空运营企业、科研机构等之间实现

基于平台的数据安全共享。四是构建数据安全坚实防护体

系。增强各方对低空数据空间的信任度，促进低空数据的广

泛应用和价值实现。 

（二）搭建低空标准管理框架，保障平台安全运营 

通过构建低空标准管理框架，确保低空监管服务平台安

全合规。一是针对低空飞行器发布严格低空适航审定规范。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无人机等需逐步涵盖制造、

飞行、保障、服务等多维度标准，如要求 eVTOL 飞行器结

构强度满足特定安全系数，飞行控制系统可靠性等。二是完

善低空飞行器智能监管制度体系。对从事低空经济活动的企

业和个人进行全面登记注册与审核管理，监督飞行作业全过

程，构建信用评价机制，引导低空产业朝着规范化、标准化

方向发展。三是制定严谨人员培训与考核标准。制定出一套

涵盖航空法规、飞行器原理、低空飞行安全规范等多方面内

容的理论知识体系，加强模拟飞行等实操内容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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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造数智低空管理系统，支撑平台监管到位 

构建可融合城市级 CIM 底座与智算算力的低空管理与

服务操作系统。一是整合现有空管平台。通过开放的、可进

化的数据共享与交换标准，协同低空产业各合作方，构建更

加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体系。加强上下联动，持续构建完

善以自治区级平台为中心、市级平台为节点，覆盖全区的低

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二是建立健全低空监管模式。在低空

管制技术层面，借鉴桂林空管站的低空飞行监管模式，通过

监控辖区内低空飞行动态，加强与低空执飞人员的实时沟通

与协调，以应对突发情况或特殊需求。三是通过建立低空全

产业管理平台。对低空经济相关企业、从业人员、飞行器等

进行信息登记和资质认证管理，规范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

利用平台开展低空制造、飞行、保障、综合服务产业统计分

析和市场预测，用以优化生产流程、精准营销等。 

（四）形成“一站式”全区低空飞行监管服务体系 

一是加强广西低空飞行服务站能力建设。广西低空飞行

服务站服务范围涵盖工、农、林等作业飞行和医疗卫生、抢

险救灾等通用航空飞行活动。推动低空基础设施建设，拓展

服务范围，为申报低空飞行用户提供“全区覆盖、一窗受理、

一网通办”的一站式便捷服务。二是构建准确的气象、导航

保障服务体系。以高精度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为基础，融合惯

性导航、视觉导航等辅助定位手段，实现高精度定位导航体

系。气象部门深入实施“观测即服务”，支撑我区低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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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三是扩大低空智能融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科创联合体

影响力。针对低空行业需要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

问题开展科研合作，突破核心技术。 

 

 

（执笔人：冯格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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