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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民生工程，又是产业蓝海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刘大响认为，中国航空应急救援是低
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产业，2008年
汶川地震后空中救援曾发挥重要作用。低
空经济在应急救援领域潜力巨大，大力发展
空中救援能力，构建 30-60分钟空中救援
圈，是关系到全国老百姓的重大民生工程。

世界无人机大会主席、深圳市无人机
行业协会会长杨金才表示，目前，城市低
空物流的应用场景呈现出规模化和体系
化的发展趋势，在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空
中交通、赛事竞技等领域广泛应用，2024
年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规模超过 2000亿
元，其中快递物流领域走在行业前列，市
场规模将接近300亿元。

在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航空学院
院长孙长江看来，广东发展无人机产业具
有优势。当前《广东省推动低空经济高质
量发展行动方案（2024-2026年）》出台，广
东低空经济发展的路线图也已明晰。方案
提出了到 2026年，低空经济规模将超过
3000亿元，将基本形成广州、深圳、珠海三
核联动、多点支撑、成片发展的低空经济
产业格局。与此同时，到2026年，全省通用

飞机飞行目标将达到15万小时，无人机飞
行达到 350万小时。他分析说：“方案提到
的深圳和广州，首先考虑的是它制造业的
产业基础发展比较厚实，珠海则有特色航
展，低空经济应用和运营层面有一定优
势。中山毗邻三核，目前产业基础和发展
势头也很好，在发展低空经济方面也有望
走在全省前列。”

■抓紧深中协同 规划好产业路线图
“从地理上看，中山在大湾区处于几

何中心。深中通道通车后，产业融合会加
快，资金、人才、技术等会加快交融。”中山
市无人系统及智能机器人产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王启斌说。他认为中山可以利用区
位优势，加快低空经济生产制造端产业的
发展。中山已经有一些无人机上下游的产
业配套企业，一些成长型的深圳企业就可
以避免舍近求远，不用再搬到内地城市，

而可以将生产端放在中山，又不会因为产
业链配套跟不上而增加经营成本。“中山
未来在低空经济领域，特别是无人系统，
无人机生产制造端将大有可为。刚开始，
相比深圳，中山等城市在人才等要素方面
还有一定距离，但长远看，深中两地低空
经济将形成一种共赢合作的局面。”他举
例说，目前广东板芙经济开发区的国际无
人机产业（大湾区）智能生产基地，已吸引
了一批意向入驻总部的企业，产业链配套
企业招商也在启动；目前园区还计划联合
券商及社会资本成立低空经济产业基金，
通过招商政策加持、提供资金支持、整合
人才资源，增强产业招商的吸引力。

杨金才认为，低空经济实际上包含了无
人机和有人机，而无人机占的比重会大一
些。目前深圳的优势是无人机。中山在应用
场景、生产制造、低空消费等方面，原有的产
业链就比较齐全，如果加上深圳的加持和周

边城市的加持，中山在大湾区发展低空经济
很有优势。同时，中山有山，有江、有河，还有
海，这些都是无人机的重要的应用场景。“所
以说企业在中山搞研发、搞生产、搞试飞、未
来场景应用，都非常有前途。”他总结道。随
着应用场景增多，未来市场对飞行器的需求
量很大，中山要抓住机遇，将优质的企业吸
引落户，同时引进优秀的运营服务商，为产
业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对于中山低空经济发展，孙长江建议
中山要先制定好产业发展规划。他认为，
要利用现有产业联盟联动高校、行业资源
的优势，将政府、高校和协会企业聚集在
一块，共同研究产业规划，制定切实可行、
能够落地的实施方案。在应用场景上，飞
得起来是关键，中山已先行先试跨海低空
物流商业化航线应用场景，应该继续开展
更多应用试点，待试点成熟后再进行全市
应用推广。

院士专家齐聚中山，为低空经济发展支招

深中协同，让产业“飞”得更高

本报记者 黄凡 见习记者 李颖奇

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代

表，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

市场前景。近年来，中山将发展低空

经济作为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抢抓低空

经济产业密集创新和高速增长的战

略机遇，力争形成低空经济全产业

链竞争新优势。中山低空经济应该

怎么发展？5月27日，以“低空经济·

未来已来”为主题的“2024年第八

届世界无人机大会·中山分会场”活

动在中山举行，《中山日报》专访了

专家和业界代表，为中山发展低空

经济支招。

参加“2024年第八届世界无人机大会·中山分会场”活动的嘉宾观看场外展示的无人机。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本报讯（记者 江慎诺）5月25日，位于坦
洲镇的华算圣马丁智造园项目（以下简称“智
造园”）交付仪式举行。记者了解到，智造园项
目用地面积约165亩，分为4期开发建设。当
天，建筑面积为10万平方米的二期厂房正式
交付，首期就吸引 33家企业入驻，招商入驻
率达到60%。整个园区已与49家企业签约。仪
式上，智造园还与中山市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进行校企合作签约。

智造园是全市第一宗享受“工改”政策
的项目，也是 2023年度中山十大“工改”示
范项目。该园位于中珠产业带坦洲镇第三工
业区前进二路，周边多维骨干路网交织，生
活配套一应俱全。项目总投资额约5.5亿元，
总建筑面积约 33万平方米，是一个容积率
为2.69的低密度产业园区。

“我们已经正式投产一个星期了，智造
园的产业配套所言不虚。”中山市川广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严照富笑得很开心。
2022 年，智造园“工改”之初，他就预订了
2000多平方米，作为企业“大本营”。

“目前智造园已有 49家企业完成签约，

涉及五金电子、精密制造、打印耗材等不同
行业，我们还将不断加大招商力度。”华算集
团董事、工改事业部总经理段华文介绍，智
造园由中山圣马丁电子元件有限公司与华
算集团共同投资建设，整个项目开发周期为
5年，分四期。其中，一、二、三期于2022年11
月动工建设，目前一、二期都已完成改造建
设，三期已完成封顶。二期厂房于当天交付，
三期预计今年 10月底交付使用，四期计划
今年 10月动工建设，拟建建筑面积约 7.5万
平方米。等到智造园全部投入使用后，预计
年产值约10亿元，年税收约5000万元。

记者了解到，智造园园区将以精密制
造、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为主导，
吸引相关上下游配套产业企业进驻，形成以
圣马丁集团精密制造产业和伞亮科技等为
核心的产业集群，打造成为集生产制造、企
业办公和产业配套三大功能于一体的“精密
制造+信息技术”“智能科技+新能源新材
料”现代化产业园。在后续招商工作中，智造
园将重点引进具有技术竞争力的科技型企
业，支持园区企业向高技术领域转型。正在建设中的坦洲华算圣马丁智造园。 本报记者 黄艺杰 摄

华算圣马丁智造园项目举行交付仪式

已有49家企业签约进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