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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观察家沙龙”活动现场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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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到今年首次写入政府工作
报告，近期低空经济成为高频热词。3月19日，以“激活低空经济新动能 锻造大湾区
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第四期“南沙观察家沙龙”活动在广州市南沙区召开。与会专
家表示，低空经济是战略性新兴行业的代表，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沃土，建议从装
备制造、基础设施、应用场景、配套服务等方面着力，优化产业生态，激发粤港澳大湾
区低空经济发展活力。

激活低空经济新动能
锻造大湾区新质生产力

三大优势集聚，低空经济成为
南沙开辟新赛道的主攻方向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低
空经济具有引领产业升级、构筑
新竞争优势的潜力，已成为各地
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抓手，也
是南沙开辟未来产业新领域新
赛道的主攻方向之一。近年来，
南沙抢抓低空经济快速发展的
风口，着力推动全空间飞行产业
发展，具备了发展低空经济三大
优势。

南沙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谢伟表示，南沙竞逐低空经济新
赛道具备政策、科技、应用等方
面优势。2024 年 1 月，国家发展
改革委、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
三部门联合发布的《支持广州南
沙放宽市场准入与加强监管体
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
海陆空全空间无人体系准入标
准实施和应用。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

大疆无人机未来科创营地、全国
低空智联网与无人驾驶航空器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平台已
落地南沙。南沙水域、海域、空
域资源丰富，建筑密度较低、高
层建筑较少，低空经济应用场景
多样、发展空间广阔。

“地面+天上”，南沙有望成
为立体交通的“样板间”

当前，低空经济在风光游
览、农林植保、城市应急管理、电
力巡检等领域已实现初步应用，
在城市交通、物流运输等方面市
场应用前景广阔。城市交通是
低空经济重要的应用场景之一，
低空立体交通也将是数字产业
化发展的典型场景之一，将受益
于数字化智能化的高速发展。

“小马智行在南沙开展了首
个无人驾驶出租车服务，可以看
到现在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也确
实在使用它，那么南沙在未来大
力发展低空经济，网联化的无人

车和无人机相结合，将会助力南
沙成为立体交通的‘样板间’。”
广州亿航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副
总裁薛鹏接受采访时表示，产业
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整个产业
生态的培育，就智慧低空交通来
说，其生态圈包括自动驾驶航空
器、城市航空运营商、数字空域
规划及建设、无人空中交通管理
系统、智能地面基础设施等。智
慧低空交通的发展需要各环节
相互配合、协同发展，南沙现有
的政策优势和已聚集的企业要
素为南沙立体交通发展提供了
优良的发展土壤。

低空经济的下半场看中国，
南沙将持续发力

一直以来，美欧在传统通航
领域优势明显，近年来，我国在
无人机、eVTOL（电动垂直起降
航空器）等新通航领域积累了一
定的优势，为我国实现新通航换
道超车打下了基础。工业和信息

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低空经济
研究员金伟认为：“低空经济的上
半场看美欧，低空经济的下半场
要看中国。”金伟预计未来我国低
空经济将经历市场培育、爆发、成
熟三个阶段，产品技术体系朝着
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基础设
施体系朝着立体化、网联化方向
发展，监管运行体系朝着数字化、
网络化方向发展。

当前，南沙加快产业布局，
全力竞逐低空经济新赛道。集
聚鼎飞航空、华科尔等无人机民
营企业，以及芯聚能、雷迅创新、
芯粤能等无人机软硬件供应企
业，南沙着力夯实产业基础。香
港科技大学（广州）正牵头组建
低空经济研究院，开展低空经济
系统、低空飞行器制造、感知信
号和人工智能三维交通管理、低
空先进技术转移系统等研究，以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助力大
湾区低空经济发展，南沙不断加
强技术支撑。中航工业集团院
士团队合作开展全空间无人体
系建设专项研究，组织编制全域
全空间无人体系建设总体规划，

谋划南沙低空经济产业构成和
发展路径，南沙持续探索规划研
究。启用国内首个区县无人机
调控中心，实现无人机资源灵活
调配、需求快速响应、数据智能
处理。推出南网首个面向客户
的数智服务产品“南沙低空遥感
数据服务”，将广泛应用于公共
服务、社会治理、电网建设等业
务，南沙积极拓展应用场景。

据悉，本期“南沙观察家沙
龙”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
广州南沙开发区管委会、中共广
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委
员会政策研究和创新办公室共
同举办，旨在凝聚各方力量，挖
掘大湾区发展低空经济的主要
特色和关键问题，共探低空经济
发展新路径。中国经济信息社
总裁助理张锰表示，未来将发挥
中经社的智库和数字经济研究
优势、南沙的产业和应用场景优
势，共同挖掘数字经济与低空经
济协同发展潜能，为低空经济起
飞贡献“南沙智慧”。
本报记者 刘肖勇 通讯员 齐华伟
刘冰汧 南沙开发区政研室

广州南沙抢抓机遇布局低空经济赛道

物联网产业决策参考工具书

《深圳市物联网产业白皮书
（2023年）》（以下简称《白皮书》）
是由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指导，
深圳市物联网产业协会联合国
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深圳）、深
圳鹏城技师学院、深圳市标准技
术研究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深
圳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发布，深圳
市讯鹏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铨
顺宏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参编。

本次会议由深圳市物联网
产业协会秘书长郑华兵主持。
郑华兵指出，《白皮书》的编撰工
作是对深圳市物联网产业的一
次全面梳理，旨在为政策制定
者、行业参与者提供决策参考，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发展。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

成员孙楠在致辞表示，作为《白
皮书》指导单位，市科协一如既
往地支持深圳市物联网产业协
会的《白皮书》编制工作。这不
仅是深圳市物联网产业的一个
盛事，更是全市科技创新工作的
一大亮点。他对深圳市物联网
产业协会的快速发展给予了高
度评价，并希望协会继续引领深
圳市物联网产业的发展，助力新
质生产力快速发展。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智能技
术学院副院长邱孝扬在致辞中
表示，《白皮书》不仅对政策制定
提供有效参考，还对院校里面的
物联网专业建设，课程建设非常
有帮助，希望在座的专家与企业
代表在各自领域优势下，为《白
皮书》的完善和提升贡献智慧和
力量。

随后，深圳市物联网产业协
会产业研究主管周元华做综合
汇报，介绍《白皮书》章节思路、
数据来源、总结发现、问题与建

议等重点内容。
《白皮书》由前沿篇、全景

篇、应用篇、展望篇、案例篇5个
部分组成，对市场、技术、投融资
等前沿动态进行总览，全面分析
深圳市产业规模与增速、市场格
局与产业链，深入解析智能制
造、智能网联汽车、智慧交通等
10个+应用领域。

据《白皮书》研究发现，国内
外物联网热度上升助力物联网
应用不断拓宽与延伸，但目前物
联网各应用领域大多处于发展
初期或快速成长期，增长潜力
大。

专家献策完善《白皮书》

讨论环节中，专家们围绕
《白皮书》提出的见解和建议展
开了深入的讨论，并就内容优化
工作提出完善建议。

其中，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
子可靠性（深圳）研究中心主任
王文利教授建议白皮书在政府
热点关注和政策导向方面再详
细说明；长园电力技术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高级工程师许永军提
出应对电力物联网进行更深入
的分析与呈现。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信
息学院教授委员会副主任苏禹
建议将深圳市各区域发展特色
进行补充说明；深圳市标准技术
研究院产业标准创新研究所副
所长、教授级高工李媛红建议结
合深圳亮点和热点，展示更多深
圳市物联网产业发展优势。

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经济学
教授、产业经济专业博士杨承新
对整体架构的合理性与逻辑性
提出了详实的修改建议；广州铁
路职业技术学院管理工程教授，
管理学博士周世平围绕《白皮
书》专业文字表达，内容划分等
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深圳市讯鹏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瞿乐建议增加国内外物
联网产业数据对比分析，为企业
出海提供参考方向；深圳市铨顺
宏科技有限公司区广径针对应
用案例模块提出相关建议。

深圳鹏城技师学院智能技

术学院副院长邱孝扬提出更多
关于人才培养方面的内容补充
建议，希望《白皮书》成为物联网
专业的参考与标杆；深圳移动集
团客户部物联网室主任薛珮珺
围绕优秀案例的展示分类进行
优化。

评审会专家组组长、中山大
学张晓峰教授就白皮书的专业
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建议从专业
文字表达、概念定义与划分等方
面进行加强。

会议最后，与会专家对《白
皮书》的编制表示了高度认可，
希望通过这份白皮书，能够为政
府部门、企业发展提供决策参
考。

此次评审会的召开，将引领
深圳市物联网产业迈向更加广
阔的未来。在人工智能与数字
化浪潮的推动下，深圳市物联网
产业无疑将成为连接世界、引领
变革的重要力量，为全国物联网
产业的繁荣发展贡献深圳智慧
和深圳力量。
本报记者 刘肖勇 通讯员刘威

《深圳市物联网产业白皮书（2023年）》专家评审会召开
深圳市物联网产业协会等单位编制

物联网产业作为新一
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正在以其独特的魅力和
巨大的潜力引领着全球的
科技潮流。3月14日，《深
圳市物联网产业白皮书
（2023 年）》评审会在深圳
鹏城技师学院召开，汇聚了
众多专家学者及业界精英，
共同对白皮书进行了严谨
而专业的评审，对白皮书质
量提出更高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