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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低空经济在徐汇“起飞”

龙华机场年内完成升级，将对公众开放

在黄浦江的西岸，毗邻著名的龙华寺，有一座拥有百年历史，

曾一度发展为东亚最大民航机场的龙华机场。如今，这座机场迎来

了新的契机。

龙华机场将升级为 A 类通用机场

2024 年夏天以来，在徐汇滨江夜跑、散步的市民游

客，常常收获惊喜。夜空中，璀璨的灯光打造出 3D 龙华

塔、绽放的白玉兰等造型，美轮美奂，引得他们纷纷驻

足观看。

这是龙华机场携手徐汇区龙华街道、 西岸集团联

合策划打造的无人机表演活动， 数百架次无人机从龙

华机场升空， 为市民带来一场场数字化科技和艺术视

觉盛宴。

2024 年常被称为中国“低空经济元年”。 正是在这

一年，中国低空经济开始提速：“低空经济”被首次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

正式实施，明确划分出“适飞空域”；《上海市低空经济

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7 年）》发布，对全

市低空经济加快布局和规划。

在龙华机场所在的徐汇区，可以一窥上海加速低空

经济发展的缩影。 徐汇区副区长魏兰表示，徐汇区以龙

华机场为核心，围绕载人观光、无人机集群表演、物流运

输等多样场景形成特色路径，依托西岸、龙华机场推动

低空经济与文旅观光表演、品牌宣发等场景深度融合。

航空企业也尝到了新产业的甜头。 黄浦江游览航

线从龙华机场起飞，途经徐汇滨江绿地、卢浦大道、世

博园、南浦大桥、外滩等景点，飞到陆家嘴后折返，全程

约 24 公里，耗时 10 分钟，可以将黄浦江两岸风景尽收

眼底，费用在 1980 元至数千元不等。

这条航线由上海新空直升机公司承飞。“在龙华机

场的支持下，我们飞起来了，目标就是要对标国际，让老

百姓能够真实感受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场景落地，形成

消费闭环。 ”上海新空直升机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新田说。

如果说龙华机场为航空企业带来了机遇， 那么这

一机遇还将孕育更多可能。 魏兰透露，目前龙华机场已

启动 A 类通用机场升级，预计 2025 年内完成。 龙华机

场现为 B 类通用机场。 A 类通用机场，是指对公众开放

的通用机场， 即允许公众进入以获取载客或者经营性

载人飞行服务的通用机场。

此外，魏兰表示，龙华机场计划于 2027年建成综合

业务楼，打造华东地区空中交通枢纽，其中“上海低空综

合监督管理服务平台” 已获上海市经信委专项支持，该

平台项目联合上海市气象局、华为等单位共同打造空中

交通数字孪生系统，旨在提升低空监管服务效能。

空域管理等难题待解

如今说到上海的机场， 人们会想到虹桥和浦东两

大机场。 而在上个世纪，最有名的却是龙华机场。

随着上海城市布局调整， 龙华机场大部分设施已

被拆除，原来的大机库被改造成美术馆，机场跑道也变

身为公园跑道，机场本身也经历了改建。

2017 年年底，龙华机场正式获颁 B 类通用机场许

可证，意味着龙华机场恢复为民用机场。 不过与虹桥、

浦东两大机场不太一样， 如今这个位于上海中心城区

的机场，只能起降一些通用航空领域的小飞机。

“我觉得低空经济有两个赛道，第一个是没有人的

即无人机；第二个是载人的，主要以 eVTOL（电动垂直

起降飞行器）为代表，当然 eVTOL 也可以不载人。 ”华

东师范大学低空经济空间智能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李响

说，大疆无人机等产品已为大众熟知，而 eVTOL 等载

人飞行器才刚开始蓬勃发展。

近年来，中国低空经济规模加快增长。据中国民航局

数据，2024年中国全年新增通航企业 145家、 通用机场

26 个，颁发无人驾驶航空器型号合格证 6 个、新增实名

登记无人机 110.3万架，无人机运营单位总数超 2万家。

这意味着，今后政府要越来越重视对空域的管理。

“未来我们的城市可能面临的是每天起降次数百万次，

同时载空数量 10 万次这样的复杂情况，我们做好准备

了吗？ ”李响说。

李响认为， 当前政府部门应先行开展基础设施建

设，并筹备仿真平台，利用模拟实景，加快探索空域管

理策略。 上海御风未来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

星宇说，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加快，近年来立体交通规

划更加受重视，eVTOL 有望成为一种新的出行方式。

eVTOL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例如区域客运、商务出行、

旅游观光、物流运输，以及紧急医疗服务、消防救援等。

“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载体，发展 eVTOL 是必然

趋势。 ”刘星宇直言，当前低空经济有许多亟待解决的

问题，包括法律法规、电池技术、基础设施、空中交通管

理等各方面。

刘星宇认为 eVTOL 今后最大的应用场景，将是市

区和郊区之间的互通。 因此需要建设相应的地面和空

中基础设施，如起降点、空中交通管理系统等，这需要

政府和 eVTOL 运行方的合作， 以确保基础设施的规

划、建设和运营符合监管要求并满足市场需求。 同时，

随着 eVTOL 飞行器数量的增加，他也认为需要建立有

效的空中交通管理系统，防止空中碰撞并优化航线。

政策法规亟须完善

一些业内人士指出，目前空域供需矛盾突出，尚不

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低空飞行需求。 在市场准入、安全监

管等方面，还缺乏明确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政策法规亟

待完善。

李响以亿航 EH216-S 为例表示， 该 eVTOL 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获首张民用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运

营合格证（OC），并集齐生产许可证（PC）、型号合格证

（TC）与适航证（AC），迈入商业化运营阶段。

然而，EH216-S 的运营仍面临诸多限制：仅能在预

先设定的固定区域飞行，且必须同一地点起降；需要远

离人口稠密区； 飞行高度低于 120 米； 只能在昼间飞

行，且天气条件要很好，在地面操控员的目视范围内。

“当前，低空经济领域仍处于探索阶段，飞行区域

如何划分、谁具备飞行资质等亟待明确。 ”李响说。

还有从业者表示，低空飞行申请审批流程烦琐，涉

及军队、民航、公安等多部门，协调难度大，审批时间

长，影响企业运营效率和产业发展速度。

魏兰认为，鉴于低空经济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需多

方协同发力。 对徐汇区而言，其将结合上海市低空经济总

体部署和徐汇区现阶段实际情况，加快集聚优质企业和机

构， 利用龙华机场区位优势和徐汇区人工智能产业基础，

招引集聚一批低空经济头部研发型、场景应用型企业。

2025 年 3 月， 上海市人工智能气象应用创新中心

已落地徐汇区， 该中心将打造气象领域行业大模型，做

好低空经济气象服务支撑。 魏兰说，结合企业提出的建

议，上海徐汇还将加速丰富低空应用场景，优化申报、审

批等流程，未来将推出针对低空经济产业的扶持政策。

（来源：上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