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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以新质生产力理论为指导ꎬ聚焦常州市低空经济领域创新联合体构建问题ꎮ
通过梳理低空经济发展现状ꎬ分析常州市产业基础、政策环境及技术创新需求ꎬ提出创新联合体

“政企研协同—产业链整合—场景化应用”的三维构建框架ꎮ 基于 ＳＷＯＴ 模型揭示常州市低空

经济发展的优势与短板ꎬ结合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机遇ꎬ从机制设计、资源聚合、生态培育三

个维度提出实施路径ꎮ 研究发现ꎬ常州市可通过“龙头企业牵引＋科研院所赋能＋政府精准施策”
的模式ꎬ突破低空经济关键技术瓶颈ꎬ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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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低空经济发展逻辑

(一)新质生产力理论框架与低空经济耦合

机理

１.理论溯源与三重跃迁

新质生产力理论起源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美国经

济学家罗默(Ｐａｕｌ Ｒｏｍｅｒ)的内生增长理论ꎬ其核心

在于突破传统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的边

际收益递减规律ꎬ通过知识积累、技术融合和制度

创新实现经济持续增长ꎮ 该理论在数字经济时代

呈现三大跃迁特征:①技术融合跃迁:从单一技术

突破转向多学科交叉创新(如人工智能＋航空材料＋
北斗导航)ꎬ②产业组织跃迁:从线性供应链转向生

态化产业网络(如无人机整机制造与运营服务的深

度耦合)ꎬ③制度供给跃迁:从政策扶持转向制度赋

能(如空域管理改革催生新商业模式)ꎮ
低空经济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ꎬ其演进轨迹与

新质生产力理论高度契合ꎮ 以城市空中交通

(ＵＡＭ)为例ꎬ麦肯锡研究表明ꎬ通过电动化、自主驾

驶和共享经济模式创新ꎬ可使单位运输成本降低

６０％ꎬ这正是新质生产力理论在交通领域的实践

印证ꎮ
２.耦合作用机制分析

构建“技术—产业—制度”三螺旋模型揭示耦

合机理:技术驱动层:数字孪生、毫米波通信等技术

突破降低飞行控制复杂度ꎻ产业升级层:形成“研

发—制造—运营—数据服务”的闭环价值网络ꎻ制
度响应层:空域划设、适航认证等规则创新释放产

业潜能ꎮ
常州市在此三螺旋模型中已具备初始动能:拥

有石墨烯复合材料、精密制造等国家级技术创新中

心(技术层)ꎬ形成高端装备产业基础(产业层)ꎬ并
获批江苏省无人机物流枢纽试点(制度层)ꎮ 但三

螺旋的协同强度仍需提升ꎬ目前技术转化率仅为

１７.６％ꎬ低于长三角平均水平(２３.４％)ꎮ
３.全球演进规律与区域适配

从全球低空经济产业周期看ꎬ呈现“技术启蒙

期(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场景探索期(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商

业爆发期(２０２１—)”的三阶段特征ꎮ 常州正处于场

景探索向商业爆发过渡的关键节点ꎬ需重点突破:
技术代际差:与深圳大疆等头部企业在飞控算法上

存在 ２~３ 代差距ꎻ场景碎片化:现有应用分散在物

流、文旅等领域ꎬ缺乏系统性整合ꎻ制度供给滞后:
空域审批流程耗时仍长达 ６~８ 个月ꎬ制约商业模式

创新ꎮ
(二)常州低空经济发展的产业适配性深化

分析

１.技术储备与转化能力评估

常州市在高端装备制造业领域积淀深厚ꎬ但存

在“技术孤岛”现象:优势领域有碳纤维复合材料ꎬ
比如中简科技突破 Ｔ８００ 级碳纤维量产技术ꎬ成本较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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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降低 ３０％ꎬ还有精密加工设备ꎬ比如恒立液压

生产的伺服阀精度达 ０.００１ｍｍꎬ满足航空级需求ꎮ
技术短板有飞控系统ꎬ９０％企业依赖 ＤＪＩ Ｐｉｌｏｔ 等外

部解决方案ꎬ还有避障算法ꎬ复杂气象条件下障碍

物识别准确率仅 ７８％ꎬ低于行业标杆(９２％)ꎬ转化

机制欠缺ꎬ虽然建立“实验室—中试基地—产业化”
全链条转化体系ꎬ但存在“死亡之谷”现象:中科院

常州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 １２７ 项专利技术中ꎬ仅 ２３
项实现商业化应用ꎮ

２.应用场景的深度开发与价值挖掘

现有场景应用呈现“点状突破ꎬ线性延伸”特

征ꎬ需构建“场景网络”实现指数增长ꎮ
物流运输方面ꎬ京东无人机华东运营中心日均

配送量达 ８００ 架次ꎬ但主要集中在 ５０ｋｇ 以下轻小

件ꎬ与顺丰合作开展“干支结合”试点ꎬ建立常州—
无锡—苏州城市空中走廊ꎮ 应急救援方面ꎬ配备警

用无人机 ３２ 架ꎬ参与森林灭火任务响应速度提升

４０％ꎬ与河海大学共建水域救援无人机实验室ꎬ开发

水上迫降技术ꎮ 文旅融合方面ꎬ天目湖低空旅游航

线年均接待游客 １２ 万人次ꎬ带动周边民宿收入增长

２２％ꎬ开发“无人机＋ＶＲ”全景直播系统ꎬ实现景区动

态监测与游客互动ꎮ
３.政策窗口与制度响应的协同演化

江苏省«低空经济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为

常州提供三大政策红利:基础设施方面ꎬ支持建设 ５
个无人机起降点ꎬ纳入长三角通航网络ꎻ资金扶持

方面ꎬ设立 ５０ 亿元产业投资基金ꎬ常州企业可申请

最高 ２０００ 万元补贴ꎻ人才政策方面ꎬ对顶尖团队给

予最高 １ 亿元综合支持ꎮ 但政策执行存在“温差”:
常州市虽出台«关于促进无人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ꎬ但在空域划设、适航认证等关键领域缺

乏实施细则ꎮ 调研显示ꎬ６８％的企业认为“政策获得

感不强”ꎮ
(三)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产业升级路径选择

１.技术融合路径

构建“５Ｇ＋北斗＋ＡＩ”技术底座ꎬ重点突破三大

技术集群ꎮ 智能感知:开发多源传感器融合算法ꎬ
将定位精度从米级提升至厘米级ꎻ自主决策:研发

基于强化学习的路径规划系统ꎬ提高复杂环境适应

性ꎻ能源革命:推进氢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研发ꎬ续航

能力提升 ３００％ꎮ
２.产业组织重构

从“单兵作战”转向“联合舰队”模式ꎮ 纵向整

合:建立“关键零部件—整机制造—运营服务”价值

链协作平台ꎻ横向协同:组建无人机物流、应急救援

等细分领域产业联盟ꎻ生态共建:培育低空经济数

字孪生平台ꎬ实现飞行数据、气象信息等资源共享ꎮ

３.制度创新实验

争取国家监管沙盒试点ꎬ在溧阳、金坛等区开

展三项制度创新ꎮ 空域管理:划定“适飞空域—报

备空域—禁飞空域”“三级管理体系”ꎻ适航认证:建
立长三角适航审定协同中心ꎬ缩短认证周期 ５０％ꎻ
运营许可: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制度ꎬ实现

“当天申请、当天获证”ꎮ
二、常州市低空经济创新联合体构建基础与

制约

(一)发展现状评估:多维度产业基础与动能

释放

１.创新资源呈现“平台＋人才＋专利”三位一体

的支撑体系

研发平台:建成省级无人机产业创新中心、常
州工学院无人机研究院等 ６ 个重大载体ꎬ其中中科

院常州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开发的无人机集群控

制技术ꎬ通过工信部科技成果鉴定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ꎮ
人才储备:全市航空航天领域专业人才达 １.８

万人ꎬ其中博士级研发人才 ８５０ 人ꎬ但高端飞控算

法、适航认证等领域仍存在 ３０％的人才缺口ꎮ 常州

工学院开设无人机系统工程专业ꎬ年均输送技术人

才 ３００ 人ꎬ与产业需求仍存在结构性矛盾ꎮ
专利布局:累计授权专利 １２８６ 项ꎬ其中发明专

利占比提升至 ３８％ꎬ主要集中在结构设计与制造工

艺领域ꎮ 但核心电子部件、飞控软件等关键领域专

利布局薄弱ꎬ存在“低端集中、高端缺失”现象ꎮ
２.应用场景实现“物流＋应急＋文旅”三箭齐发

智慧物流:京东、顺丰在常州建立华东无人机

配送基地ꎬ日均运输量超 １２００ 架次ꎬ覆盖长三角 ５
小时经济圈ꎮ

应急救援:配备警用无人机 ４２ 架ꎬ参与森林灭

火、城市内涝等任务 ３００ 余次ꎬ响应速度提升 ６０％ꎮ
(二)ＳＷＯＴ 分析:战略优势与短板突破

１.三重战略的优势(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产业基础优势: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超 ６０００ 亿

元ꎬ拥有精密加工、复合材料等配套企业 ３０００ 余家ꎬ
形成“１ 小时产业配套圈”ꎮ

区位协同优势:作为长三角几何中心ꎬ与上海、
南京、杭州形成“３ 小时创新协作圈”ꎬ可承接一线城

市技术外溢ꎮ
政策叠加优势:江苏省«低空经济产业发展三

年行动计划»明确常州为无人机物流枢纽城市ꎬ叠
加常州市“龙城英才计划”“创新政策 ２０ 条”等专项

支持ꎮ
２.四大关键短板(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技术瓶颈制约:飞控系统、避障算法等核心技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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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依赖外部供应商ꎬ导致整机成本中电子部件占比

高达 ６５％ꎮ
产业链协同不足:６２％的企业聚焦单一环节ꎬ缺

乏“研发—制造—运营”的全链条整合ꎬ本地配套率

不足 ４０％ꎮ
制度供给滞后:空域划设、适航认证等关键领

域缺乏实施细则ꎬ企业反映“政策看得见、摸不着”ꎮ
竞争压力加剧:苏州聚焦工业级无人机、杭州

发展运营服务、无锡布局氢能源动力系统ꎬ形成差

异化竞争态势ꎮ
３.战略机遇(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国家试点扩围:国家低空经济试点城市从 ２０２２

年的 １３ 个扩围至 ２０２３ 年的 ２５ 个ꎬ常州入选第二批

试点ꎮ
技术融合加速:５Ｇ＋北斗＋ＡＩ 技术成熟度提升ꎬ

为无人机远程操控、自主飞行提供基础支撑ꎮ
碳中和驱动:交通运输领域减排压力催生电动

垂直起降飞行器(ｅＶＴＯＬ)等新业态ꎮ
４.潜在威胁(Ｔｈｒｅａｔｓ)
技术代际差扩大:与深圳大疆等头部企业在飞

控算法上存在 ３~５ 年代际差ꎮ
标准不统一:长三角地区适航认证标准差异ꎬ

制约区域协同ꎮ
空域资源碎片化:现行空域划设以“静态管理”

为主ꎬ难以适应动态飞行需求ꎮ
(三)发展制约的深层解构与突破路径

１.常州低空经济发展面临三重制约的深层原因

首先是面临技术瓶颈ꎬ研发投入不足ꎬ企业研

发强度(Ｒ＆Ｄ /销售收入)仅为 ２.８％ꎬ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３.４％)ꎮ 其次是协同创新缺失ꎬ高校、科研院

所成果转化率不足 １５％ꎬ存在“重论文、轻转化”倾
向ꎮ 产业链协同不足的成因主要是缺乏产业链价

值分配的行业标准ꎬ导致龙头企业“通吃”现象ꎮ 企

业间供需信息不对称ꎬ配套企业“找不到需求方”ꎬ
整机企业“找不到供应商”ꎮ 空域管理涉及民航、军
航等多部门ꎬ缺乏统筹协调机制ꎮ 监管政策以“不
出事”为底线ꎬ抑制创新空间ꎮ

２.构建“三位一体”解决方案

首先是技术创新ꎬ建立“揭榜挂帅”机制ꎬ对飞

控算法、避障系统等核心技术给予最高 ５０００ 万元研

发补助ꎮ 建设中试基地ꎬ提供“小试—中试—量产”
全链条服务ꎬ降低企业转化成本ꎮ 其次是产业链整

合ꎬ组建低空经济产业联盟ꎬ建立“整机企业＋配套

企业＋运营商”的利益共享机制ꎮ 开发产业链数字

平台ꎬ实现供需信息实时对接ꎬ提升本地配套率至

６０％以上ꎮ 最后是制度创新ꎬ争取国家监管沙盒试

点ꎬ在溧阳、金坛等区开展空域划设、适航认证等制

度突破ꎮ 建立长三角适航审定协同中心ꎬ推动区域

标准互认ꎬ降低企业认证成本ꎮ
三、创新联合体构建路径与实施保障

(一)三维协同机制设计:构建产业创新的制度

底座

１.政企研协同机制:从松散合作到实体化运营

决策层:组建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ꎬ工信、科
技、交通等部门参与的低空经济联席会议ꎬ建立“季
度调度＋年度考核”机制ꎮ 参考深圳经验ꎬ设立专项

督导组跟踪重点任务落实情况ꎮ
执行层:成立注册资本 １０ 亿元的常州市低空经

济产业创新中心(拟选址科教城)ꎬ采用“事业单位＋
企业化运作”模式ꎬ配备专业运营团队 ３０ 人ꎬ承担

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职能ꎮ
协作层:建立“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

题”的联合攻关机制ꎮ 以遨博智能的飞控系统需求

为例ꎬ联合河海大学、常州工学院开发基于强化学

习的路径规划算法ꎬ政府提供 ２０００ 万元研发补助ꎬ
企业配套 ４０００ 万元ꎬ形成“１:２”的研发投入放大

效应ꎮ
２.产业链整合机制:从单点突破到网络协同

纵向整合:构建“关键零部件—整机制造—运

营服务”价值链ꎮ 以新阳科技为链主ꎬ整合上游碳

纤维供应商(中简科技)、下游无人机物流企业(京
东)ꎬ形成“材料—机体—运营”的全链条协作ꎮ

横向协同:组建无人机物流、应急救援、文旅服

务等细分领域产业联盟ꎮ 物流联盟已吸引顺丰、京
东等 １２ 家企业加入ꎬ制定统一的服务标准与结算体

系ꎬ降低运营成本 １５％ꎮ
３.场景化应用机制:从示范验证到商业裂变

物流运输:规划常州—无锡—苏州无人机物流

专线ꎬ建设 ５ 个跨区域起降点ꎬ开发“干支结合”的

货运模式ꎮ 京东物流测算ꎬ该专线可使长三角城市

群配送时效提升 ４０％ꎬ成本降低 ２５％ꎮ
应急救援:在溧阳、金坛布设 ８ 个应急救援起降

点ꎬ配备医疗物资运输、通信中继等专用无人机ꎮ
与河海大学合作开发水上迫降技术ꎬ已在天目湖景

区完成 ２００ 小时试飞验证ꎮ
(二)资源聚合策略:构建产业创新的要素磁场

１.金融支持:从政府输血到资本造血

政府基金:设立 ２０ 亿元低空经济专项基金ꎬ重
点投向飞控系统、氢能源电池等关键领域ꎮ 采用

“直接投资＋跟进投资”模式ꎬ已投资遨博智能、星宇

股份等项目ꎬ带动社会资本跟进 ８ 亿元ꎮ
科技金融:开发“苏科贷”“常科贷”等科技金融

产品ꎬ提供无抵押、低利率贷款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ꎬ累计

发放贷款 １２.６ 亿元ꎬ惠及企业 ４８ 家ꎮ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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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对接:联合长三角产业创新投促联盟ꎬ举
办低空经济专场投融资路演ꎮ ２０２３ 年促成星宇股

份与深创投达成 ５ 亿元 Ｐｒｅ－ＩＰＯ 轮融资ꎮ
２.人才引育:从单一引进到生态培育

高端引进:依托“龙城英才计划”ꎬ设立低空经

济专项赛道ꎬ对顶尖团队给予最高 １ 亿元综合支持ꎮ
已引进德国宇航中心无人机专家团队ꎬ开发工业级

无人机检测系统ꎮ
产教融合:与北航、南航共建无人机研究院ꎬ开

设“订单式”人才培养班ꎮ 常州工学院无人机系统

工程专业年均输送技术人才 ４００ 人ꎬ留常就业率

超 ７０％ꎮ
技能提升:建设低空经济产教融合基地ꎬ开发

“飞手培训—运维认证—创新孵化” 全链条课程ꎮ
年均培训飞手、运维人员 ８００ 人次ꎬ获证人员就业率

达 ９８％ꎮ
３.开放合作:从区域协同到全球链接

区域协同:加入长三角 Ｇ６０ 科创走廊无人机产

业联盟ꎬ与上海、苏州等地建立“研发在上海、制造

在常州、应用在长三角”的协作模式ꎮ
国际合作:与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共建联合实

验室ꎬ开发氢燃料电池无人机技术ꎮ 与以色列航空

工业公司(ＩＡＩ)合作ꎬ引进反无人机防御系统ꎮ
活动赋能:承办中国无人机产业创新大会、长

三角低空经济高峰论坛等国家级活动ꎮ ２０２３ 年大

会吸引参展企业 ２６０ 家ꎬ促成合作意向 ３８ 项ꎬ总投

资额超 ５０ 亿元ꎮ
(三)生态培育体系:构建产业创新的生态容器

１.制度创新:从政策洼地到制度高地

监管沙盒:在溧阳、金坛等区开展无人机监管

沙盒试点ꎬ划定“适飞空域—报备空域—禁飞空域”
三级管理体系ꎮ 试点企业可申请“包容审慎监管”
政策ꎬ已吸引 ８ 家企业参与首期试验ꎮ

适航认证:联合上海适航审定中心ꎬ建立长三

角适航审定协同机制ꎮ 常州企业可就近完成初审ꎬ
认证周期从 １２ 个月缩短至 ６ 个月ꎮ

运营许可: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制度ꎬ实
现“当天申请、当天获证”ꎮ 已发放运营许可证 ４２
张ꎬ覆盖物流、文旅等领域ꎮ

２.品牌塑造:从区域品牌到国际名片

区域品牌:打造“常州智造”低空经济区域品

牌ꎬ设计统一 ＶＩ 系统ꎬ在国家级展会、行业论坛集中

展示ꎮ
企业品牌:培育“星宇飞控”“新阳复合材料”等

企业品牌ꎬ支持参加巴黎航展、新加坡航展等国际

展会ꎮ 星宇股份航电系统已在东南亚市场获得

订单ꎮ

行业白皮书:联合中国航空学会发布«常州市

低空经济发展白皮书»ꎬ建立低空经济综合发展指

数ꎬ形成行业风向标ꎮ
３.风险防控: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警

安全监测:建设低空经济飞行安全监测预警系

统ꎬ接入北斗导航、ＡＤＳ－Ｂ 信号等多源数据ꎬ实现实

时预警ꎮ 系统已覆盖全市 ９０％无人机飞行区域ꎮ
保险创新:与太平洋保险、人保财险合作开发

无人机综合险ꎬ覆盖机身损失、第三者责任等风险ꎮ
２０２３ 年参保无人机超 １２００ 架次ꎬ赔付率控制在 ３％
以内ꎮ

应急预案:制定«常州市低空经济产业应急响

应预案»ꎬ建立“企业—园区—政府”三级应急机制ꎮ
针对森林灭火、城市内涝等场景ꎬ开展专项应急演

练 １２ 次ꎮ
四、结语

常州市构建低空经济创新联合体ꎬ是践行新质

生产力理论、实现产业能级跃升的战略选择ꎮ 通过

“机制创新—资源聚合—生态培育”三位一体建设ꎬ
有望突破关键技术瓶颈ꎬ构建自主可控产业链ꎬ形
成“龙城低空”特色发展范式ꎮ 未来需重点强化三

个衔接:与上海都市圈的战略协同、与碳中和目标

的政策衔接、与传统产业转型的需求对接ꎬ持续释

放创新联合体的乘数效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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