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空经济：拥抱蓝海，蓄势高飞 

摘要 

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提速，政策支持密集，取证进度全球领先。2024 年，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

力代表产业首次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亿航 EH216-S 完成了适航取证的全流程，亿航成为全球首家

拥有生产、交付资质的载人无人机主机厂。 2 月，峰飞盛世龙在深圳完成 eVTOL 跨海跨城航线全球

首飞。 

eVTOL 有望成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载体。低空经济的万亿蓝海主要来自于城市空中交通（UAM），

可执行城市空中交通任务的载人航空器主要分为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和 eVTOL。其中，eVTOL 不需

要固定翼飞机超长跑道，能够服务城市内部或临近城市市区点对点交通，性价比又远高于直升机，是

最可能大规模应用的载人航空器。 

关注 eVTOL 主机厂及空管系统。eVTOL 的气动布局可以参考飞机产业，航材和核心设备可以

复用成熟产业（如产能快速爬升的锂动力电池产业），重点关注整机设计及集成厂商。低空经济产业

的受益顺序为基础设施建设-飞行器制造-后期服务保障及培训-航空运营，建议关注最先受益的基础设

施建设中壁垒较高的空管系统。 

  



正文 

低空经济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质生产力代表性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国家低空经济融合创新研

究中心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范恒山将低空经济定义为“以各种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各类低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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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

（eVTOL）有望成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载体，从应用端来看，中短期内观光游览市场和医疗救护领域有

望放量，长期关注城市出租车崭新蓝海。 

一、 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提速，政策支持密集，取证进度全球领先 

1 顶层政策支持，低空空域放开 

中央高度重视低空经济产业，将其写入国家规划。2021 年 2 月，“低空经济”概念首次被写入国

家规划。2023 年 11 月，国家空中交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通过民航总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域

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推动立法进程。2023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低空经济提升至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高度。2024 年 1 月 1 日，《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引导无

人机产业规范化发展。2024 年 3 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打造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

经济等新增长引擎”，进一步明确低空经济作为新质生产力急先锋需快速发展。 
图表一：我国低空经济重要政策节点 

 

数据来源：中国政府网，华证指数 

在中央引导下，全国多个地区积极响应出台低空经济支持政策。截至 2023 年 12 月，已有 31 个

省市根据国家规划出台政策支持低空经济产业发展。2023 年 12 月 21 日，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布《国



家空域基础分类方法》，新增 G、W 两个非管制空域，标志着我国空域放开有了实质性的突破，为低

空经济充分使用国家空域资源奠定基础。 

2 适航取证推进：国内进度全球领先，企业积极布局 

2023 年 12 月，亿航智能的 EH216-S 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标准适航

证，成为全球首个获得适航证的无人驾驶载人 eVTOL 航空器。4 月 7 日，中国民航局又向亿航智能

颁发 EH216-S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的生产许可证（PC），是全球首张载人 eVTOL 的生产许可证。目

前 EH216-S 已经具备型号合格证、标准适航证和生产许可证，具备生产、交付资质。 

2024 年 2 月，峰飞盛世龙在深圳完成 eVTOL 跨海跨城航线全球首飞，标志着空中出租车向正式

商业化运营迈进了一大步。 

二、 eVTOL 有望成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载体 

1 拥抱万亿蓝海， eVTOL 成为低空经济核心拼图 

2023 年，我国整体无人机产业的规模超过 1200 亿。其中，消费类的观光拍摄无人机（大多为

eVTOL）产业规模达到 1000 亿， 是短期内低空经济产业最先放量的应用场景。中远期来看，应用于

医疗救护场景和空中出租车场景的飞行器产业潜在市值较高，据摩根士丹利乐观估计，2030 年应用

于城市空中交通的 eVTOL 市场规模达 1.3 万亿。 
图表二：飞行器细分行业应用现状与发展前景 

 

数据来源：摩根士丹利，罗兰贝格，交银国际，华证指数 



2 为什么是 eVTOL 

目前，可执行城市空中交通任务的载人航空器主要分为固定翼飞机、直升机和 eVTOL。其中，

固定翼飞机需要长距离滑行，要求大面积铺设跑道，故无法服务城市内部或临近城市市区点对点交通，

而直升机的飞行时噪声大、购买与运营成本极高，无法大规模应用。相比而言，具备高安全性、高便

捷度、低噪音、低成本优势的 eVTOL 就成为了最可能大规模应用的载人航空器。 

三、 关注 eVTOL 主机厂及空管系统 

1 皇冠明珠：eVTOL 主机厂 

各类型 eVTOL 的气动布局可以参考类似机型的直升机或无人机，而航材和核心设备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复用成熟产业，eVTOL 的主要创新（赛道壁垒）集中在整机设计及集成环节。eVTOL 整机赛

道已获得较好的市场认可，波音、空客等传统飞机制造商和吉利、小鹏等车企纷纷入局。 
图表三：低空经济核心产业链 

 

资料来源：华证指数 

2 低空基建最先受益，空管系统迎发展机遇 

低空经济产业各环节的受益顺序为基础设施建设-飞行器制造-后期服务保障及培训-航空运营，低

空基础设施建设最先受益，空管系统是低空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低空空域限制的逐步放开、

低空飞行器的日益密集，空域交通管理任务加重，空管需求将快速提升。 



3 电池和复合材料有助于解决 eVTOL 发展局限 

eVTOL 面临着有效荷载低、航程短、续航时间短的发展局限，“四高”航空电池和轻质高强且能

够一体化成型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是两种高可行性的优化方案。 

航空电池的“四高”指高能量密度、高充放电寿命、高瞬间充放电倍率、高安全性，既能减低整

机重量，又能增加续航时间。工信部等四部门绿色航空制造业发展纲要（2023-2035 年）中目标为“实

现能量密度 400Wh/kg 级航空锂电池产品量产，500Wh/kg 级产品小规模验证”，国内公司有望超前完

成目标。 

复合材料也有助于实现 eVTOL 轻量化。在 eVTOL 飞行器领域，复合材料比例高达 70%，而

eVTOL 采用的复合材料中 90%以上使用碳纤维增强，大约 10%采用玻璃纤维增强，故碳钎维材料也

是低空经济潜在的增长线之一。 

四、 华证沪深港低空经济主题指数 

基于上述分析，华证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上线了华证沪深港低空经济主题指数（以下简称为“低

空经济指数”），旨在反映 A 股和港股通市场中低空经济产业链中上市公司的整体表现，成份股以民

用整机厂商为主，空管、电池和复合材料厂商为辅。 
图表四：：华证沪深港低空经济主题指数编制方案 

信息 低空经济指数 

指数名称 华证沪深港低空经济主题指数 

指数代码 995213.SSI 

基期 20181231 

发布日期 20240410 

成分数量 50 

样本空间 （1）满足以下条件的沪深 A 股上市公司股票： 

上市时间不少于 3 个月； 

过去 3 个月日均成交金额排名全部上市股票的前 80%；（对于影响表征性的个券进行豁免） 

非 ST、*ST、暂停上市和长期停牌。 

（2） 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且满足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标的股票资格的股票，上市时间不少于

3 个月。 

选样方法 a. 在样本空间中，选取低空飞行器制造、航材及核心设备、低空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及应用等相关

上市公司； 

b. 根据参与低空经济产业链的深度和所处产业链位置重要性将上述备选样本分为四档； 

c. 将 1、2、3 档备选样本股直接纳入最终样本，4 档备选样本股按照研发排名和成长排名等权计算综

合排名，共选取前 50 家上市公司股票作为最终样本。 

指数计算 权重因子介于 0 和 1 之间，同时，根据指数样本公司与低空经济主题的关联度，将样本分为四档，相

应自由流通市值调整系数分别为 1、0.75、0.25 和 0.125，权重上限分别为 10%、7.5%、5%和 1%。 

指数样本和权重调整 每季度调整一次权重，调整实施时间为每年 2 月、5 月、8 月和 11 月的 15 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原则

上单次样本调整比例不超过 30%。 
 



资料来源：华证指数 

1 绩效表现 

相比商飞产业/军工行业，低空经济指数呈现出更好的弹性。随着，2024 年 eVTOL 载人无人机产

品正式开放购买通道，低空经济指数迎来爆发式增长。未来赛道业绩兑现，eVTOL 载人无人机产品

正式交付，渗透率增长，该指数有望持续受益。 
图表五：2019 年至今低空经济指数历史点位及收益分布 

  

资料来源：华证指数                                                                                                             截止时间：2024 年 4 月 9 日 

2 指数画像 

低空经济指数呈现出“高成长、高动量”的因子特征，符合爆发式增长特性。该指数行业分布更

加均衡，凸显民用特色。 
图表六：低空经济指数因子特征及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华证指数                                                                                                             截止时间：2024 年 4 月 9 日 

 



3 成份股 

最新一期样本空间中共有 54 只股票，最终纳入成份股 47 只，总市值达 23552 亿元，自由流通市

值达 15019 亿元，流动性良好。 
图表七：低空经济指数前十五大成份股列表 

 

资料来源：华证指数                                                                                                             截止时间：2024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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