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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行业起步期与当前低空经济行业类似。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经历了物流车&客车运营试点、整车及配套产业

快速发展、新能源车消费驱动三个阶段。过程中政府积极的推广政策和财政支持为行业技术进步、市场繁荣起到非常

大的作用。在此期间，商用整车、充电桩、零部件及材料、乘用车整车各环节公司递次受益，不断突破技术、扩大市

场份额，成为具备全球竞争力公司，股价也在相应阶段走牛。 

低空产业当前已进入应用推广试点期。低空产业因更高安全可靠性要求、核心技术突破难度、基础设施融合复杂度等

对政策的依赖度更大，预计也将经历基础设施建设及应用推广试点、整机及配套产业链快速发展、整机应用消费驱动

三个阶段。我们判断当前低空产业已进入应用推广试点期中期，若后续持续的推广应用补贴政策落地，整机及配套产

业链将步入快速发展期。 

从深圳低空经济相关补贴政策看，整机制造及适航取证、基础设施建设、商业运营、零部件及材料国产化等为低空产

业核心环节。我们判断，低空产业各环节受益节奏及程度或将与新能源车不同。1）整机环节集中度更高、话语权更

高、拥有更高毛利率；销售以 to B 为主，受益时间更早、周期更长。2）低空产业的基础设施复杂度与难度远胜于新

能源车行业，气象雷达、空管系统等有望成为长期核心要素。3）eVTOL 和通航飞机逐步放量环节，关键零部件和航空

级复合材料国产化空间较大。4）eVTOL 商业运营具有较高经济性与收益表现。 

节奏上，我们判断短期试点期，基础设施、整机、运营先行；中长期行业快速发展期，随着通航与 eVTOL 放量，核心

基础设施、整机、零部件逐步放量。建议重点关注三个领域： 

1）以低空智能融合系统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地面交通和商业航空不同，低空交通是一个更加复杂、多任务、

高密度、实时变化的多维立体交通，因此需要全数字化的智能融合低空系统来管理。该系统上连业务应用，下连算力

(端边云)、CNS+X(通导感+其他)硬件设施和其他物理基础设施。深圳市低空智能融合基础设施“四张网”为我们展示

了基础设施环节可能的方案及机会，建议重点关注气象雷达、空管系统、通感一体设备、中大型有人机 ADS-B 系统等，

受益标的如纳睿雷达、莱斯信息等。 

2）以 eVTOL 为核心的整机及运营环节。eVTOL 在售价、运营及消费经济性、研发制造难度、噪音等多方面优于传统直

升机，预计为未来空中载物载人主力。2030 年中国不同场景下 eVTOL 机队规模超万架，整机规模超千亿元，整机厂商

集中度高，将充分受益。考虑国内头部玩家技术积累、取证进度、资金实力、行业背景等，建议重点关注万丰奥威及

其他头部整机厂商。同时，低空行业运营具备经济性，补贴也能率先落地，建议重点关注低空运营公司。 

3）以航空适航认证为核心的零部件及材料国产化。当前 eVTOL 零部件及材料、系统等主要采用随机适航认证，因适

航取证时间长，直接采用通过适航认证过的航空级高性能零部件和材料，理论上可以降低认证失败概率从而节约取证

时间。目前整机厂在国外采购+自主研发同时，也已开始和国内头部企业合作开发，若能实现国产化，零部件及材料

环节空间较大。经正文测算，仅 eVTOL 领域，2030 年电池前装市场规模 96 亿元，后装市场 1008 亿元；电机电控前装

市场规模 128 亿元，后装市场 384 亿元。建议重点关注三电、碳纤维等领域，重点关注卧龙电驱、宁德时代等公司。

此外，中小型发动机等国产化也值得关注。 

 

政策不及预期的风险、核心技术国产化突破不及预期的风险、航空器安全可靠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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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经济的核心载体为 eVTOL，其电动化、轻量化、自动驾驶、交通工具属性以及民众接
受度等都跟新能源车有较大的相似性。同时，这两个行业的早期发展都离不开政策的大力
支持推进。通过复盘新能源车行业发展历史及各环节股价表现，来对低空经济这个赛道做
一个大周期上的产业投资前瞻。 

1.1 新能源汽车政策及行业发展回顾 

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截至目前大致经历了早期运营试点、中期新能源车补贴、后期车企
市场化竞争三个阶段，过程中政府积极的推广政策与财政支持推动行业关键环节技术能力
大幅提升，为行业铺开与繁荣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起步阶段（2009-2012）：“十城千辆工程”，运营试点，物流、客
车先行 

政府积极发挥先导作用。2009 初，科技部、财政部、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下称“四
部委”）共同启动“十城千辆工程”（十城千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主
要内容是通过提供财政补贴，计划用 3 年左右的时间，每年发展 10 个城市，每个城市推
出 1000 辆新能源汽车开展示范运行，涉及这些大中城市的公交、出租、公务、市政、邮
政等领域，力争使全国新能源汽车的运营规模到 2012 年占到汽车市场份额的 10%。 

2009 年 2 月，财政部和科技部联合发布《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财政补助资金管理
暂行办法》，被纳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中的车型按标
准享受财政补贴，同时参与示范的 13 个城市的地方财政也要安排配套资金，对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购置、配套设施建设及维护保养等相关支出给予适当补助。 

“十城千辆工程”开启了我国用财政补贴的手段推动新能源汽车市场化运营的先河。这一
时期，虽然产品以新能源物流车、新能源客车为主，但其让一些此前仅在试验场上跑过的
车辆真正得以上路，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新能源汽车产品研发的进程。 

图表1：“十城千辆”工程主要内容与试点城市  图表2：新能源物流车、客车等补贴标准 

 

 

 

来源：经济日报数字报刊，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来源：经济日报数字报刊，政府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2）新能源汽车及配套产业快速发展期（2013-2020）：车型目录+推广补贴（国家&地方），
通过不断提高补贴标准，技术、产品、性能全面提升 

2013 年至 2020 年间，四部委等持续发布新能源车相关的补贴政策，对纯电动乘用车、插
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乘用车、纯电动专用车、燃料电池汽车等进行财政补贴。在发
展的过程中，补贴标准随成本降低、技术进步、规模效应等实际情况趋严，包括技术指标
提高、行驶里程监测等。同时，补贴逐年退坡。 

政策支持加资本的大量涌入，使得新能源汽车及配套产业取得了飞跃式发展；而围绕整车
续航、电池能量密度等指标为核心的补贴政策，使得电池技术、材料性能全面提升，中国
三电技术快速取得进步，走上世界舞台。用户最担心的续航问题得到极大改善，电动化、
智能化、网联化技术和功能的加持，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快速起量，2018 年全国新能源汽
车销量首次破百万辆，截至 2020 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492 万辆，成为全球第
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内容
提供财政补贴，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每年发展10个城市，每个
城市推出1000辆新能源汽车开展示范运行

目标
力争使全国新能源汽车的运营规模到2012年占到汽车市场份额的
10%

涉及领域 公交、出租、公务、市政、邮政等

第一批：北京、上海、重庆、长春、大连、杭州、济南、武汉、深
圳、合肥、长沙、昆明、南昌

第二批：天津、海口、郑州、厦门、苏州、唐山、广州

第三批：沈阳、成都、呼和浩特、南通、襄樊

试点城市

“十城千辆”工程主要内容与试点城市

乘用车、轻型商用车、混合动
力汽车

根据混合程度和燃油经济性分为5档，最高每辆补
贴5万元

纯电动汽车 每辆补贴6万元

燃料电池汽车 每辆补贴24万元

长度10米以上的城市公交车、
混合动力客车

每辆补贴5-42万元

长度10米以上的纯电动、燃料
电池客车

每辆补贴50-60万元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补贴标准

补贴对象：被纳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中的车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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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013-2020 年四部委发布的新能源车补贴政策 

 
来源：中国政府网，东方财富网，界面新闻等，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4：2013-2020 年新能源乘用车补贴标准变化 

 

来源：中国政府网，汽车之家，东方财富网，界面新闻等，国金证券研究所 

 

图表5：2014 年前后新能源车地方补贴标准 

 
来源：汽车之家，国金证券研究所 

 

3）新能源车消费驱动阶段（2021-）：补贴基本退出，需求成为销售驱动因素 

经过前期的补贴政策支持以及核心指标提高，更多资本进入新能源车行业，新能源汽车配
套设施完善、企业技术成熟、超出消费者预期的优质车型不断涌现，加之上海等城市新能
源车牌不限购等，虽然国家补贴基本退出，但 2021 年新能源汽车年销量从 100 万量级跃

发布时间 政策名称 政策内容

2013.9
《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

作的通知》
2014和2015年度的补助标准将在2013年标准基础上下降10%和20%

2014.2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工作的通知》
调整：2014和2015年度的补助标准将在2013年标准基础上下降5%和10%

2015.4
《关于2016-2020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
2017-2020年除燃料电池汽车外其他车型补助标准适当退坡， 2017-2018年补助
标准在2016年基础上下降20%，2019-2020年补助标准在2016年基础上下降40%。

2016.12
《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

补贴政策的通知》

从整车能耗、续驶里程、电池性能、安全要求等方面提高财政补贴准入门槛；
一年内仍没有实际销售的车型，取消《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资
格；强调新能源汽车应用，非个人用户购买的新能源汽车申请补贴，累计行驶
里程须达到3万公里（作业类专用车除外）；对新能源客车补贴的技术标准更加
具体丰富，补贴最高上限由2016年的60万元下调到30万元；乘用车的补贴调整
完全按照2015年《通知》；设置地方补贴上限，地方政府各级补贴总和不得超
过中央财政单车补贴的50%，而此前中央与地方财政补贴配比大部分为1：1。

2018.3
《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

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首次引入了能量密度和车辆能耗的影响系数，提高了补贴门槛。同时，确定了
信息监测平台、“一致性”抽查制度和举报制度三项监管手段，打造产业发展
监管环境。

2019.3
《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坚持“扶优扶强”，破解“补贴依赖”，2019年补贴标准在2018年基础上平均
退坡50%，至2020年底前退坡到位。

四部委发布的新能源车补贴政策

包括增程式在内的插电
式混合动力乘用车

80km≤R＜150km 150km≤R＜200km 200km≤R＜250km 250km≤R＜300km 300km≤R＜400km R≥400km R≥50km

2013年 3.50万元/辆 3.50万元/辆

2014年 3.325万元/辆 3.325万元/辆

2015年 3.15万元/辆 3.15万元/辆

2016年 2.50万元/辆 3.00万元/辆

2017年 2.00万元/辆 2.40万元/辆

2018年 1.50万元/辆 2.40万元/辆 3.40万/辆 4.50万元/辆 5.00万元/辆 2.20万元/辆

2019年 2.50万元/辆 1.00万元/辆

2020年 2.25万元/辆 0.85万元/辆

1.80万元/辆

1.62万元/辆

目录内新能源乘用车补贴标准（仅按续驶里程）

5.70万元/辆

4.50万元/辆 5.40万元/辆

4.50万元/辆 5.50万元/辆

3.60万元/辆 4.40万元/辆

年度

纯电动乘用车

纯电续驶里程R（工况）

5.00万元/辆 6.00万元/辆

4.75万元/辆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政策
2014年1月《北京示范应用新能

源小客车管理办法》

2012年《上海市鼓励私人购买
和使用新能源汽车试点实施暂

行办法》

2012年《广州市节能与新能源
中小客车购置补贴试行办法》

　2010年《私人购买新能源汽
车补贴政策》

补贴车型 纯电动/燃料电池车 纯电动/插电式混动车 纯电动/混动车 纯电动/插电式混动车

补贴金额 与国家补贴相同
纯电动车补4万元/辆；插电混

动车补3万元/辆
1万元 与国家补贴相同

其他优惠
新能源车单独摇号，中标几率

更大
免费发放专用拍照额度

新能源车单独摇号，中标几率
更大

新能源车地方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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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到 300 万量级，政策对销量影响减弱，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过渡到“消费驱动”阶段。 

图表6：2010-2023 中国新能源车不同发展阶段及销量（辆）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1.2 新能源车行业各环节代表公司股价复盘 

回顾新能源车行业从起步到成长到发展繁荣的十几年间，商用整车、充电桩等基础设施、
零部件及材料、乘用车整车等各环节公司在政策及市场竞争下不断技术突破、提高产能及
市场份额、构筑自己的竞争壁垒，走出了一批中国乃至全球优秀的公司。 

起步试点阶段，09-12 年“十城千辆”工程启动，新能源车尚在起步阶段，车型及产品极
少，整车潜在受益概念标的万向钱潮、科力远等股价率先在此阶段反应。 

 

图表7：新能源车试点及补贴初期，整车标的股价上涨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13-17 年，经过前三年在公交、出租、公务、市政、邮政等领域的应用推广，2013 年起四
部委持续发布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并逐步到 2020 年补贴退坡完成（后有延
续）。在此期间，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公司特锐德、万马股份，商用整车宇通客车、中通客
车、金龙汽车，乘用车整车概念股万向钱潮、科力远等股价上涨，其中中通客车区间最大
涨幅 971%，特锐德区间最大涨幅 1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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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2013-2017 年补贴第一阶段，充电桩公司股价上涨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16-21 年间，经过查骗补等新能源车补贴政策不断完善，政策从整车能耗、续驶里程、电
池性能、安全要求等方面提高准入门槛，并动态调整车型目录资格，设置地方补贴上限等。
行业在补贴政策引导下不断突破电池及材料等核心技术及性能，全国新能源车销量在
2018 年突破 100 万辆，此后持续放量。这期间，碳酸锂、隔膜、电解液、正负极材料、
电池等环节龙头股票股价持续创新高，并在 2021 年下半年到达当前顶峰。宁德时代、赣
锋锂业、恩捷股份等在此期间最大涨幅超过 2000%。 

图表9：16-21 年上游及中游公司在新能源车放量阶段股价大幅上涨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2020 年以后，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完善、企业技术成熟、超出消费者预期的优质车型不
断涌现，加之上海等城市新能源车牌不限购等，虽然国家补贴基本退出，但消费者对优质
新能源车的接受度不断提升，2021年新能源汽车年销量从 100万量级跃升到 300万量级，
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过渡到“消费驱动”阶段。这一时期，电动车整车头部公司比亚迪，
以及新势力“蔚小理”等产品不断出圈，公司股价也屡创新高。 

图表10：2020 年后，新能源车消费驱动阶段，乘用整车股价大幅上涨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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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新能源车行业各环节股价随行业发展依次上涨 

 

来源：wind，国金证券研究所 

 

低空经济是依托低空空域发展、以航空器为新一代智能终端、以各类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
的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综合性经济形态。低空经济本质是交通，涉及工具（飞行
器）、路线及场站（基础设施硬件及道路管理软件等）、场景应用等。 

与新能源车行业类似，低空行业的起步和成长都需要政策的大力支持。低空对政策的依赖
度更大，空域管理改革、基础设施建设、航空飞行器的适航审定、产业链关键环节的国产
化技术突破等都需要自上而下政策的大力推进。虽然基础设施复杂度、交通管理（空域管
理）难度、载体（航空器）的制造及适航审定难度等都远高于新能源车行业，但发展周期
预计也将经历应用推广试点期、整机及配套产业链快速发展、整机应用消费驱动三个阶段。 

我们判断当前低空产业已进入应用推广试点期，整机及配套产业链快速发展期也即将到来，
主要基于： 

1）低空监管政策自上而下层层推进，2023 年迎来重大突破 

我国低空空域历史发展掣肘在于空域管理、人力资源、投资预算、国产航空器研发制造等
方面。自 2010 年国务院中央军委下发《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后，我
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正式开启；此后，2016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首次对通用航空从全产业链角度进行的顶层设计和部署；2021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首次将“低空经济“概念写入国家规划。 

2023 年 6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2024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条例》根据需要划设无人驾驶航空器管制空域，是低空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
碑；2023 年 12 月国家空管委、民航局发布《国家空域基础分类方法》，将空域划分为管
制空域和非管制空域两大类，A、B、C、D、E、G、W 七小类空域，非管制空域划分为 eVTOL
试点运行及商业化落地奠定基础。 

2024 年 1 月交通部、民航局发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安全管理规则》，将初始适航
和持续适航的全部规定整合到一本规章中，覆盖了无人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有助于简化
无人机行业的运营和监管流程，同时对吨级无人机续航和运营规定，将极大加速此类无人
机的市场准入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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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我国低空监管政策自上而下不断推进 

 
来源：各政府及部门网站，国金证券研究所 

2023 年 12月 21 日，民航局发布《国家空域基础分类方法》，将空域划分为管制空域和非
管制空域两大类，A、B、C、D、E、G、W 七小类空域。其中，G、W 两类空域为非管制空域。
B、C 类空域以外真高 300 米以下空域（W 类空域除外）且平均海平面高度低于 6000 米、
对民航公共运输飞行无影响的空域为 G 类空域；G 类空域内真高 120 米以下的部分空域为
W 空域。evtol 通常飞行范围涉及 G、W、D、E 类空域。有人驾驶类可在 G、D 或 E 类空域
飞行，无人驾驶类目前集中于 W 空域。 

图表13：国家空域基础分类示意图， 

 

来源：民航局《国家空域基础分类方法》，国金证券研究所 

 

2）“低空经济”被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试点省份积极跟进 

2023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地方层面
积极跟进，四川、海南、湖南、江西、安徽等 5 省为全国首批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
北京、广东、安徽等至少 13 个省份在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要积极探索发展低空经
济。试点省份、城市的落地将加快推进低空经济产业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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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多地密集出台政策推动低空经济发展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国金证券研究所 

 

3）产业链持续支持政策有望陆续推出 

2023 年 3月 27 日，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民航局等四部委联合印发《通用航空装备
创新应用实施方案（2024-2030 年）》，提出，到 2027 年，物流配送实现规模化应用，城
市空中交通实现商业运行。到 2030 年，支撑和保障“短途运输+电动垂直起降”客运网络、
“干-支-末”无人机配送网络，通用航空装备全面融入人民生产生活各领域，形成万亿级
市场规模。 

复盘新能源车行业发展可知，在整车及配套产业快速发展阶段，工信部、科技部、财政部、
发改委等四部委的新能源车推广应用补贴政策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后续低空产业若
同样有持续的产业链支持政策，以及地方配套政策，其整机及配套产业也将迎来快速发展
期。 

图表15：低空已进入应用推广试点期，整机及配套产业链

发展期即将到来 

 图表16：深圳场景应用落地节奏部署，试验点-试验区-

全域 

 

 

 

来源：国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来源：IDEAs2023 低空经济发展白皮书(2.0)，国金证券研究所整理 

 

3.1 低空产业潜在市场大，2030 年有望达万亿级 

我国历史低空空域利用率较低，仅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根据测算，2018 年，我
国通用航空的航空飞行密度为0.098h/km² ，美国和欧盟分别为2.55 h/km²和1.39 h/km²；
按照这样计算，我国低空空域利用率约为美国的 3.8%，约为欧洲的 7.1%。我国国土面积
占全球陆地的 6.4%，而 2018 年我国通用航空飞行时数仅占全球 2.3%，我国低空空域利用
率仅为全球各国陆地领空平均飞行密度的 33%，即我国低空空域利用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三分之一。即使排除通用航空异常发达的美国，我国低空空域利用率也仅为其余国家平均

在需求集中区域建立3-4
各主要试验区，覆盖110
平方公里，实际验证异构
、大容量的融合低空飞行
在城市中安全运行的可行
性

2025年以后

深圳场景应用落地节奏部署，试验点-试验区-全域

建立试验点，专注于解决
核心技术与场景问题，聚
焦飞行规则融合、低空监
控体系、特定场景、载人
飞行试验、飞行器安全性
及运营管理等

推广异构、大容量的运行
模式到深圳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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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一半1。 

根据 IATA《AnnualReview 2019》和《2018 中国民航统计公报》，2018 年全球航空运输业
共运输旅客 43 亿人次，其中我国航空公司运输旅客 6.1 亿人次，占比 14.2%。若我国通
用航空可以达到运输航空在全球的相对发展水平，我国通用航空应为目前飞行量的 7 倍，
低空空域利用率还可以提高 600%。 

图表17：中美欧空域管理整体绩效比较，中国历史低空空域利用率低 

 

来源：国际航空《对比中美欧空域管理效率，我国通航空域管理症结何在？》，国金证券研究所 注：数据截至 2018 年 

低空经济市场空间巨大，根据工信部等四部委发布的《通用航空装备创新应用实施方案
（2024-2030 年）》，提出，到 2027 年，物流配送实现规模化应用，城市空中交通实现商
业运行。到 2030 年，支撑和保障“短途运输+电动垂直起降”客运网络、“干-支-末”无
人机配送网络，通用航空装备全面融入人民生产生活各领域，形成万亿级市场规模。 

低空经济是未来十年的三维立体新交通、智慧城市新基建、数字经济新引擎，产业链条长、
辐射面广、成长性和带动性强，各环节有望充分受益。 

 

3.2 从补贴角度看产业链核心环节及受益节奏 

低空经济产业链主要涉及飞行器的整机制造、零部件及材料、软件，基础设施建设（包括
包括物理基础设施、通导感、算力、空管软件等），运营，以及监管、运维及金融服务等。
围绕无人机、通航、eVTOL 的低空经济是个全新的产业，其整机研发制造难度、试航认定
难度、零部件及材料航空标准、基础设施的复杂度、飞行安全可靠度要求等都远高于新能
源车行业，虽有相似处但核心环节仍待攻克。通过复盘新能源车行业发展我们可以发现，
行业核心待突破点在不断提高的补贴标准之中。目前国家层面的补贴政策尚未看到，我们
可以从试点的先锋城市深圳及其下辖区的补贴政策中窥得一二。 

通过整理深圳及其下属龙岗、罗湖、宝安、龙华等区对低空经济企业及机构的补贴/奖励
支持，可以看出，低空经济当前补贴主要聚焦于整机及核心零部件企业的落户、整机适航
取证、整机软硬件核心技术研发、核心零部件&材料技术突破、基础设施建设、整机及核
心产品销售、商业运营几个环节。而因为当前时点载人客运 eVTOL 尚未取得适航认证，补
贴将率先落地于企业落户、基数设施建设、无人机物流及商业运营等。当然，低空现在尚
处试点阶段，核心环节也会在行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演进。 

我们判断，低空经济产业大体也将沿着新能源车行业的三个阶段发展，但各环节受益节奏
及程度料将与新能源车不同。1）低空飞行相较地面驾驶需要更高的安全可靠性，航空器
必须通过适航认定方可后续生产交付运营，这些特点注定了整机环节集中度远高于新能源
车、整机厂商在整个产业链的话语权远高于整车厂商、整机厂商的毛利率也将有较好表现。
2）低空经济的主要应用场景在于空中客车、物流、医疗救援、旅游观光等，因此航空器
的销售以 to B 为主，其受益环节提前于新能源乘用车，更适合类比于新能源商用车，但
受益周期更长。3）低空产业的基础设施包括起降站、通导感设施等物理设施，也包括空
管系统、通导感软件、算力等软件设施，其复杂度与难度是新能源车基础设施（充电桩）
所不可比的，这导致基础设施中的气象雷达、空管系统等有望成为长期核心环节。4）eVTOL

                                                 
1 《对比中美欧空域管理效率，我国通航空域管理症结何在？》，2020 年 2 月，吕人力著 

美国 欧洲 中国

管制员数量 12170 17794 8851

总雇员数量 31647 55130 17757

年度管制飞行数量（万架次） 1530 1040 610

通用航空占比 19% 3.50% 0.40%

有管制塔台运输机场数量 517 406 235

时刻协调机场 3 ＞100 21

运输航空飞行小时/万
2380（仪表飞行，

含通航）
1600（仪表飞行，

含通航）
1158（仅我国航空

公司）

高空飞行密度（h/km²） 2.37 1.39 1.21

通用航空飞行小时（万小时） 2561.3 1598.5 93.71

全空域飞行小时（万小时） 4418.5 3198.5 1251.7

低空空域通用航空飞行密度（h/km²） 2.55 1.39 0.098

空域民航飞行密度（h/km²） 4.4 2.78 1.3

全空域飞行密度（估算军航飞行）（h/km²） 4.6 2.87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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