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馆内有30余家苏州市低空

经济相关企业的展示产品。”在向记

者讲解苏州市低空经济发展成就

时，苏州低空经济发展展示馆讲解

员魏红（化名）脸上写满了骄傲。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苏州

全市已聚集了包括峰飞航空、航天

时代飞鹏、苏州博众智能机器人等

在内的 30 余家低空经济产业链相

关企业，其中峰飞航空eVTOL产品

已成功试飞。

峰飞航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自今年以来，峰飞航空的 eV-

TOL 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多次完成

应用场景公开试飞。其中，今年 2

月和8月，峰飞航空的eVTOL产品

“盛世龙”分别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

区首飞跨越了中国的两大长河——

珠江和长江。

峰飞航空整装制造中心和试飞

基地即位于苏州市昆山市。相关资

料显示，早在 2022 年，峰飞航空在

昆山旅游度假区的峰飞航空科技产

业园即已投入使用，总面积达到2.7

万平方米。

实际上，这只是苏州市低空经

济产业发展规划的一部分。记者

注意到，苏州市依据各县区的优势

进行分工，打造了 7 个功能侧重点

不同的低空经济产业园区，将整机

制造、核心零部件设计、低空保障

等多个低空经济产业链条“串”了

起来。

具体来看，在苏州市布局的 7

个低空经济产业园区中，太仓市、昆

山市各拥有 2 个。其中，位于昆山

市淀山湖镇北苑路的昆山绿色航空

产业园将围绕低空制造的主要发展

目标，积极打造高精尖航空产品研

发生产制造基地，拟重点依托峰飞

航空的带动力，汇聚15—20家龙头

企业，带动30—50家产业链上下游

配套企业入驻，打造绿色航空产业

创新集群。

曾刚向记者表示，当前，苏州市

低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已形成了

贯通研发、制造、应用的全产业链，

提供了超过 200 亿元专项基金支

持，2024年新签约项目超过300个，

总投资超过 900 亿元。同时，苏州

市的智慧物流、空中游览、联程接驳

等应用场景正在不断拓展。

“除了昆山市拥有航天时代飞

鹏、峰飞航空两家组装企业之外，其

他企业规模都相对较小。”中国低空

经济联盟执行理事长罗军告诉记

者，“苏州市要想推进低空经济更高

质量发展，必须依靠更高的平台来

拉动，多做‘乘法’。在新科技、新业

态发展方面，要更高标准规划，更高

起点布局，不能再走过去传统产业

的老路，更不能急于求成。”

跻身eVTOL试点城市 苏州低空经济何以强势“起飞”？
本报记者 杨让晨 张家振 苏州报道

有“最强地级市”之称的江苏

省苏州市低空经济正强势“起飞”。

日前，中国航空运输协会通航

业务部、无人机工作委员会主任孙

卫国在 2024 国际电动航空（昆山）

论坛上透露，中央空管委即将在

合肥市、杭州市、苏州市、成都市、

深圳市等六个城市开展 eVTOL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试点。试

点文件对航线和区域都有相关规

划，将 600 米以下空域授权部分地

方政府。

这也意味着，苏州市将成为唯

一首批跻身eVTOL试点之列的普

通地级市。

事实上，苏州市入选eVTOL试

点城市并非偶然。记者注意到，今

年以来，苏州市已加紧在政策层面

为低空经济发展扫清障碍。

“到 2026 年，充分发挥制造业

长板优势，培育一批集研发、生产、

运营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今年2

月印发的《苏州市低空经济高质量

发展实施方案（2024—2026 年）》

（以下简称“《方案》”）指出，苏州市

将打造以低空科创智造产业为核

心，以低空保障产业为支撑，以低

空创新服务业为特色的产业体系，

力争聚集产业链相关企业 500 家，

产业规模达600亿元。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

院院长曾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苏州市政府高度重视发展低

空经济，出台了多个相关扶持政

策。同时，苏州市已建成近百处起

降点，开通各类航线超过100条，初

步形成了‘半小时空中通勤圈’，为

eVTOL试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串”起低空经济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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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低空经济“起飞”，除

了加快引进相关企业落地外，苏

州市也在不断加强科研力量，搭

建相关服务平台。

目前，苏州市已经引进多家

低空经济科研院所作为“智力支

持”。包括空天动力研究院、苏州

空天信息研究院、西北工业大学

太仓长三角研究院、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苏州研究院等在内的多个

科研院所已落地苏州市，为低空

经济技术攻关、科研创新、成果转

化、“产学研”一体化发展等提供

有力保障和强大支撑。

另一方面，苏州市也在搭建

服务平台，让低空经济飞得起来、

飞得安全、飞得高效。今年8月，

苏州市低空飞行服务中心挂牌成

立。据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平台整合了试飞空域、航路航线

以及起降点等静态数据，以及全

市水网、人口热力分布、建筑物包

络数据等，遵循网“先水后路、避

开人员密集区”等原则，完成了航

路自动划设的风险评估工作。

“自 8 月 8 日试运行以来，中

心共完成飞行活动申报测试598

次，涵盖了城市物流、医疗应急、

市政巡检等多种场景。”上述负

责人进一步表示，在试运行过程

中，规则库不断完善，已形成运

行规则 168 条，起飞前能够对空

域资源、飞行计划、飞机状态等

进行实时评估，为企业提供放行

评估服务。

搭建地面服务平台、空中

交通指挥平台等工作，对发展

低空经济至关重要。罗军告诉

记者，如果相关平台还没有齐

备，eVTOL试飞工作可能就没有

办法顺利进行。“低空飞行必须考

虑安全有序，各大城市开展 eV-

TOL试飞工作，需要将空中指挥

平台、地面服务平台建设完毕，推

进城市之间进行联网，基础设施

建设齐备至少需要2—3年时间。”

曾刚也向记者表示，城市低

空空域的复杂性和边界模糊性，

使得空中交通管理成为一大挑

战。“目前，eVTOL的法规和标准

尚不完善，如何协调企业、政府、

社会以及国际机构之间的关系、

联合制定共同规范，考验着各方

的智慧与能力。”

根据相关规划，未来，苏州市

将进一步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便

捷通道，为相关各方搭建合作桥

梁。“加快推进低空飞行服务站与

无人机综合监管服务平台建设，

构建低空空域数字孪生系统，打

造低空飞行数字底座，为低空用

户提供空域、航线申请、飞行计划

申报、飞行通信气象监测及飞行

过程监管等服务。”《方案》表示。

打造低空飞行数字底座

尽管多地已形成发展低空经

济的共识，但eVTOL真正“起飞”

还需要破除一系列障碍。

一位苏州市低空经济行业人

士对记者表示，受限于包括通信

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因素，低空

经济商业航线运营成本较高。“目

前，5G信号只能优先在试运行航

线中使用，大规模铺开还需要解

决成本问题。”

曾刚告诉记者，降低低空

经济基建成本应当优化政策环

境，通过出台明确空域分类标

准、简化审批流程、出台财政补

贴、税收减免等鼓励性政策，加

快空域管理体制改革，简化审

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为低空

飞行活动创造更加便捷、高效

的政策环境。

适航证则是阻碍eVTOL“起

飞”的另一个问题。罗军对记者

表示，目前，eVTOL 还面临着适

航证壁垒。国内没有任何一家

eVTOL 企业将 TC、PC、AC、OC

四大认证都拿到手，全部认证完

毕也需要2—3年时间。

“未来2—3年，才是我国eVTOL

企业大规模商业化运行的关键阶

段。此外，eVTOL 需要保持一定

的数量，才能产生经济效益。”在

罗军看来，现在谈低空经济的产

值还为时尚早。

不过，苏州市相关基础建

设已开始提速。记者注意到，

截至今年 10 月中旬，苏州市已

建成投用 102 个低空起降点，还

有 23 个 低 空 起 降 点 正 在 建 设

中，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市将建

成超过 500 个起降点，实现苏州

全域成网布局。

在曾刚看来，低空起降点需

要合理规划，确保其与现有交通

系统的无缝衔接，可借鉴“车路

云一体化”的经验，推动 eVTOL

与智能交通系统的深度融合。

曾刚还认为，eVTOL 作为一种

新兴技术，在技术、法规标准等

方 面 也 还 有 进 一 步 优 化 的 空

间，形成稳定市场需求也尚需

时日。

“苏州市要加强多方合作机

制建设，以国内低空经济领军城

市的胸怀，积极参与低空领域的

法规制定，为eVTOL合法运营保

驾护航。同时，建议苏州市与长

三角地区邻近城市开展合作，在

低空经济创新共同体、产业链、产

业集群、统一市场建设等方面携

手同行，共同迎接低空经济蓬勃

发展的机遇。”曾刚表示。

实现起降点全域成网布局

佛山新图谋：打造“制造+文旅”产业

本报记者 赵毅 佛山报道

近日，佛山前三季度经济数据公

布，2024年前三季度佛山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9335.48亿元，同比增长1.6%。

今年前三季度，佛山工业投资累计完

成1225.66亿元、同比增长12.8%，高于

广东全省增速3.7个百分点。

打开广东地图，佛山位于中南

部，珠江三角洲腹地，东倚广州，南

连珠海，毗邻港澳。佛山聚集了美

的、格兰仕、碧桂园、万和电气、东鹏

陶瓷、箭牌卫浴、蒙娜丽莎、海天等

一大批知名企业。

近年来，手握制造业的一张名

片，佛山市政府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推动数字化转型、加快推进新型工

业化。而另一张名片，则是佛山历

史文化名城的底蕴。无论是先进制

造，还是文化旅游，佛山探索出了一

条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11月5日，佛山发布2024年前

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广东省

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4

年前三季度佛山市地区生产总值

9335.48 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

值173.84亿元，同比增长4.5%；第二

产业增加值5087.02亿元，同比增长

1.0%；第三产业增加值 4074.62 亿

元，同比增长2.2%。前三季度，佛山

市工业投资增长12.8%，其中工业技

改投资增长8.0%。制造业投资保持

两位数增长，增长15.5%。

截至10月，佛山有7140家规上

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占比超

70%，较去年提高12个百分点。佛

山已累计拥有国家“数字领航”企

业2家、“灯塔工厂”2家、数字化智

能化示范工厂 73 家、示范车间 198

个、工业互联网应用标杆超百个。

制造业是佛山发展的当家之

本，更是佛山经济的顶梁柱。近年

来，佛山聚焦“绿色工厂”等主要抓

手，深入推进制造业绿色转型。截

至今年上半年，佛山已建成绿色工

业园区2个、绿色工厂56个、绿色供

应链管理示范企业17家。

其中，陶瓷行业是佛山制造绿

色化转型的缩影。改革开放初期，

佛山陶瓷行业崛起，南庄发展成为

全国最大的建筑陶瓷生产基地，但

“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也带来了较

大污染。随后的十余年里，佛山不

断推动陶瓷行业升级设备、改进工

艺，实现绿色化生产。2017 年，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布首批绿色工厂

名单，佛山5家企业入选，其中就包

括龙头企业蒙娜丽莎，其是佛山制

造业绿色化转型的生动案例。

不久前，蒙娜丽莎集团全球首

条陶瓷工业氨氢零碳燃烧技术示

范量产线正式投产。这一技术开

启了氨氢燃料在工业领域量产应

用的先河，实现了二氧化碳零排

放，并直接降低了76%的碳排放量，

为行业树立了一个零碳生产的新

标杆，也为我国氨氢融合新能源技

术应用推广提供了技术支撑和数

据积累。

《中国经营报》记者在蒙娜丽

莎氨氢零碳燃烧技术师范车间看

到，整个生产过程井然有序，机器

取代了大部分的人工。蒙娜丽莎

研发技术员程海龙告诉记者：“该

项工艺在陶瓷工业中是全球首创，

采用氨氢零碳燃烧技术生产，年产

量 150 万平方米，燃料成本是天然

气的2.3~2.5倍，在燃烧环节可实现

零碳排放。”

从绿色建筑到绿色生活用品，

佛山加快了多产业绿色发展的步

伐。记者了解到，去年溢达集团研

发的活性染料无水染色技术成功在

佛山高明实现工业化量产。该项技

术历史性地实现了染色过程零用

水、零用盐、零排放，是世界范围内

的一大创新，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会专家组评定为“国际领先技术”、

行业首创技术，为中国乃至全球纺

织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探索了新路。

产业绿色化发展水平不断提

升，佛山城市面貌也随之焕然一

新，河清岸美、转角见绿的佛山

从蓝图走进了现实。优美的环

境也为佛山旅游产业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绿色制造”走向世界

既有制造实力雄厚的产业

优势，也有地道粤菜佳肴的美食

优势，还有岭南水乡胜地的生态

优势，这座城市一定是佛山。

近年来，佛山市政府为大力

发展旅游产业，以非遗传承为切

入口，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打

造 全 民 狂 欢 的 消 费 新 业 态 。

2024年，佛山市委十三届七次全

会明确提出，要激活粤剧文化、

功夫文化、龙舟文化、龙狮文化、

陶艺文化、工匠文化、美食文化、

秋色文化、祖庙文化、忠义文化

等佛山“十大传统文化”，擦亮历

史文化名城品牌。

一张朴实的餐桌，10个人围

坐在一起，少则 50 围多则 1000

围，同时开席。11月16日，记者

第一次感受了“龙船饭”，没有人

喊开始，上菜就起筷，在人山人

海的礼堂，佛山最具特色的美食

以最热闹的方式迎接来自全国

各地的朋友。

“凡出龙船之所曰埠。斗

得 全 胜 还 埠 ，则 广 召 亲 朋 燕

饮。”这种宴饮，珠三角人就称

为“食龙船饭”。在佛山，吃龙

船饭就像吃年夜饭那样隆重而

热闹。

不单是饭菜好，还要寓意

好。一飞冲天（烧肉拼烧鹅）、

鸿运当头（鸿运四杯鸡）、节节

高升（美极罗氏虾）、万事胜意

（顺德清蒸鱼）、五谷丰登（五彩

龙舟饭）等 12 个菜式，每个菜从

选材到寓意，都与龙舟文化紧紧

相扣。

如果说“食”最能体现佛山

的风俗人情，那么“穿”则体现

佛山的匠心工艺，在佛山有着

一种独特的纺织技术——香云

纱。香云纱最早起源于宋代，

是采用植物染料薯莨染色的丝

绸面料，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之一。

香 云 纱 如 何 制 作 ？ 用 一

句话来说那便是“三蒸九煮十

八晒”。从二经绞罗织线成布

到用薯莨汁反复浸泡、在骄阳

下曝晒、用珠江口特有的河泥

涂抹等独特步骤，每一步都助

力 香 云 纱 成 为 有 生 命 张 力 的

丝绸。

以文化赋能乡村，位于西樵

山南麓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的

香云纱基地积极打造集生产、

染整、加工、展销、私人定制、品

牌孵化为一体的香云纱全产业

链，助力香云纱向世界演绎“非

遗美学”。

以历史人文、功夫文化、自

然景观和美食文化为代表的多

重优势和资源是佛山打出的“首

发牌”，“制造+文旅”产业联动成

为佛山发展的下一风口。佛山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产业基

础，既孕育出了家电、家具、陶

瓷、建材等万亿级泛家居产业集

群，也形成了以珠宝玉器为代表

的重点文化产业，一起构成了

“2.0”时代的佛山“制造+文旅”产

业发展新赛道。

16 日，记者走访了被誉为

“中国四大玉器市场之首”“玉镯

之乡”的平洲玉器街，琳琅满目

的翡翠映入眼帘。据了解，这里

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玉石毛料交

易市场，还是国家级AAAA旅游

景区，拥有涵盖玉石拍卖、设计

定制、批发销售、检测服务等完

整产业链。如今平洲玉器街加

快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全国最大

的翡翠直播电商基地。

与新消费相结合的旅游场

景 推 动 佛 山 旅 游 产 业 蓬 勃 发

展。从 2024 年前三季度的经济

数据来看，今年 1—9 月，佛山接

待国内外游客4557.40万人次，同

比增长8.50%；旅游总收入466.55

亿元，同比增长17.49%。

佛山市委书记唐屹峰表示，

要突出特色优势，打造粤港澳大

湾区重要旅游目的地，以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助力佛山现代化建

设。做好“旅游+”的文章，推动

旅游业与千行百业相互赋能，用

科技创新促进旅游供给迭代升

级，持续增强旅游产品吸引力竞

争力。

“乡土人情”走进人心

当前，苏州市低空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已形成了贯通研发、制造、应

用的全产业链。

苏州市也在搭建服务平台，让低空经济飞得起来、飞得安全、飞得高效。

未来2—3年，才是我国eVTOL企业大规模商业化运行的关键阶段。

苏州市正大力打造绿色航空产业创新集群。图为位于苏州市低空经济产业园的苏州市低空经济发展展示馆。 本报资料室/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