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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华市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
方案（2024-2027 年）》起草情况的说明

一、起草背景及过程

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2024 年全国两会将

“低空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把发展低空经济作为新

增长引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再次作

出部署，将“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写入全会决定。6月

27日，全省召开高水平建设民航强省、打造低空经济发展高地

动员部署会并印发《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高水平建设民航强省

打造低空经济发展高地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市结合实际，

研究出台实施意见，加强相关要素保障政策。为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战略部署，抢抓低空经济战略新

机遇，加快打造具有金华辨识度的低空经济发展高地，结合

金华实际，特制定《金华市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2024-2027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按照全省动员部署会精神和市政府主要领导批示要求，我

局立即成立编制工作专班，局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密集开展摸

底调研、部门座谈、专家咨询和兄弟城市调研，几易其稿，7

月中旬起草形成《实施方案》初稿，两轮征求各市级部门和各

县（市、区）政府意见，两次向分管市领导专题汇报，经修改

完善形成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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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草思路

在《实施方案》起草过程中，重点把握以下四方面内容：

1.对准三条赛道：聚焦低空新基建、低空新制造、低空

新消费三条万亿级新赛道，夯实低空经济发展基础，精准布

局低空经济产业体系，拓展培育“低空+”新消费场景。

2.聚焦新基建“三张网”：全面布局、分步分层推进我

市低空新基建“三张网”建设，构建完善的低空基础网、发

达的低空航线网、安全的低空飞服网。

3.三年分三步走：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拓应用、三年

成体系总体步骤，加快打造具有金华辨识度的低空经济发展

高地。

4.实现三大目标：一是打造低空场景规模应用先行区，

至 2027年形成 10个以上“低空+物流”“低空+文旅体”“低

空+公共服务”典型场景；二是打造低空产业发展先导区，

至 2027 年低空经济产业产值突破 100 亿元，低空经济产业

园数量不少于 5 个，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20 家；三是建设省

级示范临空经济区，促进金义国际机场与城市、产业一体化

规划布局和融合发展。

三、主要内容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场景应用为牵引、以产业发展为龙头、以科技创

新为驱动、以安全发展为保障、以基础设施为支撑，按照“一

年打基础、两年拓应用、三年成体系”总体思路，构建“38283”

工作架构，即对准低空新消费、低空新制造、低空新基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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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赛道，大力开展 8大攻坚行动，奋力推进 28项工作举措，

2027年建成低空场景规模应用先行区、低空产业发展先导

区、省级示范临空经济区，促进全市低空经济发展实现量的

较快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为打造国际枢纽城、奋进现代都

市区提供强大支撑。

（二）主要任务

包括 8大行动、28条措施。

一是航空发展规划引领行动。主要包括三大举措：一是

编制全市“十五五”航空发展规划，加强顶层设计；二是制定

全市低空经济发展规划，绘制低空经济发展图谱；三是编制

全市低空新基建专项规划，科学规划布局低空新基建“三张

网”，做好规划预留。

二是航空服务能力提升行动。主要包括三大举措：一是

扎实推进金义国际机场前期工作，打造高能级金义空铁枢

纽；二是实施义乌机场适应性改造，织密国际国内航线；三

是加快建设通用机场，打造横店特色公务机机场和旅游通用

机场，有序推进武义、兰溪等通用机场建设。

三是低空新基建建网提升行动。主要包括三大举措：一

是加快建设低空基础设施网，满足低空飞行器起降、飞行和

停放需求；二是加快布局低空航路航线网，打造服务城际、

城市、城乡的“干—支—末”低空航线网络；三是加快建设低

空飞行服务网，构建低空数据底座，满足低空飞行服务和监

管需求。

四是低空发展平台育强行动。主要包括三大举措：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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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金义空铁枢纽经济区，争创省级示范临空经济区；二是

建设低空经济产业园，积极申报省级低空产业发展先导区；

三是争创国家低空领域试点，积极参与国家低空经济综合产

业示范。

五是低空产业创新发展行动。主要包括三大举措：一是

招引培育无人机产业链。全球范围内招引一批 eVTOL、工业

级无人机链主企业、无人机“三电系统”关键零部件企业落

户，加快形成新型无人机全产业链；二是围绕航空器“三电”

系统、关键零部件以及新材料业务，补强航空产业链；三是

加强核心零部件和新材料关键技术攻关，培育低空经济新质

生产力。

六是低空应用场景创新拓展行动。主要包括四大举措：

一是积极发展无人机运输、城市无人机配送等新兴物流方

式，打造“金轨天翼行”“低空+农村客货邮”等特色品牌；

二是推广“低空+文旅+体育”新消费，打造“空中看横店”

等低空旅游金名片；三是创新“低空+城市空中交通”新应

用，积极推动以 eVTOL 为主的新兴航空器应用；四是鼓励

各级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拓展“低空+公共服务”

应用。

七是低空生态创新优化行动。主要包括三大举措：一是

推进低空空域协同管理，高效集约利用低空空域资源；二是

建立低空运行规则与标准，规范低空飞行和运行管理；三是

提升低空公共安全管理能力，强化低空运行安全管控。

八是低空发展政策保障行动。主要包括五大举措，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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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财政、用地、人才、国资、金融

等要素保障政策。

（三）保障措施

一是加强统筹协调，推动解决一批重大政策、重点事项

和重要问题；二是建立推进机制，建立年度任务清单、责任

清单、问题清单“三张清单”，压茬推进；三是加强市县联

动，形成上下联动、横向协同工作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