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通信网络技术迈入新阶
段，全新的网络能力带动了一系列
新概念、新产业，而低空经济无疑是
其中的佼佼者。从电动垂直起降飞
行器（eVTOL）到飞行汽车，从城市
巡航到低空物流……低空经济的热
度节节攀升，已经成为今年通信领
域最受关注的焦点之一。

低空经济的火爆，延续到了将
于9月举办的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
务专题展（以下简称“服贸会 ICT
展”）上，相关新技术和新产品遍地
开花：在展会期间，中国联通、中国
移动、中国电信等电信运营商将展
出其在无人机设备、平台和网络领
域的一系列成果；同期，航景创新、
广州亿航智能等无人机领域的新兴
企业也将携其无人机平台、无人驾
驶航空器系统等系列创新产品登
场。除了这些专精于网络、通信、无
人机的企业外，记者还知悉，顺丰、
菜鸟等头部物流平台企业也将在供
应链交通专题展上向业界展示在低
空物流方面的一系列新布局……

建设、管控

“双管齐下”

“通感一体”，是一项与低空经
济密不可分的能力。“通感一体”的
具体含义是“通信、感知一体化”，意
味着原本需要分别通过不同设备系
统实现的通信能力和感知能力将实
现集成，仅靠对通信基站、卫星通信
等核心基础设施的集成，便可同时
运行两种能力，从而实现高效的资
源调度。

对于低空经济而言，通感一体
技术无疑是其核心技术底座之一。
对此，空地一体新航行系统技术全
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学军表示：

“要实现通感一体网络的大面积覆
盖，实现飞行器规模化和常态化运
行，低空智联网的构建势在必行。”

为建设这一同时具有通信、监
控和服务功能的智能化数字网络，
三大电信运营商大动作频出：中国
移动提出混合感知新空口、鱼鳞低
空新组网等创新技术，打造“通”

“感”“管”“导”一体化的低空智联
网技术体系；中国电信融合无线网
络资源与算网数智技术，形成通
信、感知和智算一体化的智能低空
数字化服务体系；中国联通则加快
发展联通天地融合智能网联能力
体系，推动“端、网、业、管”四位一
体协同创新……

低空经济要全面发展，不仅要
“卷网络”，更要“卷设备”——面临
不同的应用场景，飞行器也要“量身
定制”，在设计和性能上积极创新，
工业级无人机、航空级无人机、电动
垂直起降飞行器、分体式飞行汽车
和共轴无人直升机等概念层出不
穷。可以预见，在未来，无人机或将
如汽车、飞机一样，真正融入人们的
生产生活。

基于此，对无人机的统一调度
管控始终是低空经济发展中的焦点
课题。面向航空器管控需求，中国
电信推出了天通机载卫星终端与低
空智慧化管服平台等系列产品，中
国移动发布了具备通感一体、雷视
融合、航迹追踪和探测识别等数十
项核心能力的“中移凌云”无人机智
能管控平台，中国联通则推出了智
慧用管服一体化平台与无人机监管
和应用服务平台……中国联通相关
技术专家告诉记者：“数十万架无人
机通过一个平台统一指挥调度，是

‘低空大脑’的发展愿景。”

开启服务贸易

“低空”新维度

低空经济的发展，无疑令服务
贸易的覆盖面再次拓宽。低空物

流、空中交通、城市管理和无人机表
演……作为一个尚待开发的“新维
度”，低空领域可待发掘的新应用不
胜枚举。当下，面临着这 1 万亿元
级“新蓝海”，许多企业率先迈出了
第一步。

在遇到自然灾害、通信中断时，
无人机成为应急通信保障的一大

“利器”。在本次展会上，无人直升
机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航景创新将
带来其已用于防汛实战的应急通信
保障无人直升机平台，助力维护通
信“生命线”。

同时，广州亿航智能等无人驾
驶飞行器制造商也将向业界展示适
用于不同应用场景的无人驾驶航空
器产品和低空经济整体解决方案，
进一步推动产业交流与进步，推动
低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此外，聚焦民用领域，低空经济
与服务贸易同样碰撞出了新火花。

在不少自然景区内，已经有无
人机承担起“外卖骑手”的重担，翻
山越岭，使命必达。新应用广受欢
迎的背后，无人机“低空物流”的新
应用，正悄然地走入人们的生活
中。在本次服贸会ICT展上，顺丰
速运、菜鸟科技等头部物流及平台
企业纷纷“下场”，展示在“低空物
流”领域中的种种规划。

在近1000米的高空，4架螺旋扇
轰鸣之下，一辆充满科技感的“飞车”
在空中滑行——“飞车”的学名是“电
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LOT）”，这类
无人机兼顾载重和舒适性，最适宜承
载人们“飞天”的梦想。例如，以小鹏
汇天旅航者X2为代表的eVLOT将
在城市空中交通、观光旅游领域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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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副
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工业和信息
化部原副部长、中国电子学会理事
长徐晓兰 8 月 13 日在 2024 世界机
器人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
问时表示，人形机器人是新一代电
子信息技术的集大成者，孕育着巨
大的市场空间和机遇。它是通用人
工智能的理想载体，适用于家政、养
老和工业等多种应用场景，也是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

针对当下人们对人形机器人发
展的一些误区，徐晓兰表示：“人
形机器人并非凭空诞生的，它是被
制造出来的。”发展人形机器人并
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一方面
人形机器人并不能完全代替人，而
是代替人类做一些重复、繁重和危
险的工作；另一方面，人形机器人
实现产业规模化发展后，将带动产
业链上下游的各环节企业蓬勃发
展，继而会创造更多新岗位，提供
更多就业机会。

徐晓兰认为，我国人形机器人
产业呈现出四大发展趋势。

一是人形机器人的实质趋向于
一个大号的移动智能终端，在大数
据、大模型和大算力的支持下，通过

“端到端大规模训练”，人形机器人
正在变得更加聪慧，逐渐具备自主
完成任务的能力。

二是人形机器人正在成为新一
代电子信息技术的集大成者。深度
剖析一个人形机器人，会发现它不

仅使用了计算芯片、存储芯片、控制
芯片和触觉传感器，还应用了各类
软件、各类关节、伺服电机和人造皮
肤等新材料，甚至还接入了卫星网
络。“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个终端
硬件，能够海纳这么多新一代电子
信息技术。”徐晓兰说道。

三是人形机器人将拥有极为丰
富的应用场景。在工业场景中，人
形机器人适合在易燃易爆等危险作
业环境中协同或代替人的工作；在

生产环节，人形机器人可应用于矿
井作业、电力巡检和安防边检等场
景，将人类从单调、危险的工作中解
放出来；在家政服务领域，人形机器
人既能陪老人聊天、陪小朋友玩耍，
又能打理家务、照顾病人，成为一名
贴心的大管家。

四是在企业、政府和应用方等
各主体合力作用下，我国人形机器
人产业正处于“井喷前夜”。具体
表现有，生态主导型领军企业快速

崛起，带动产业链上专精特新企业
创新发展；各级政府在标准、人才、
金融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应用方对人形机器人“想用敢用”，
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创新活力。在
三方合力之下，有望形成以应用需
求为牵引、以构建新业态新模式为
导向的人形机器人产业生态。有
望催化人形机器人成为继计算机、
智能手机和新能源汽车之后又一
颠覆性产品。

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晓兰：

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处于“井喷前夜”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讯 记者王伟报道：记者
从成都市经信局获悉，成都市经信
局市新经济委在8月15日正式发布

《成都市机器人产业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2024—2026 年）》（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力争到 2026 年建成
全国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增长极和
示范应用新高地。

《行动计划》明确，未来三年成
都市机器人产业发展将坚持创新驱
动、应用牵引、软硬协同、生态培育，
以技术攻关、产品迭代、场景落地为
着力点，加快推进机器人自主化进
程。力争到 2026 年，全市机器人产
业创新能力显著提升，打造 100 款
机器人新品、聚集 100 家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打造 100 个标杆示范场
景，全产业链规模突破600亿元，建
成全国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增长极
和示范应用新高地。

同期，两款“成都造”机器人
先后亮相，分别是成都人形机器人
创新中心研发的全球首个“成都
造”基于文旅会展场景的生成式数
字人机器人和中科源码（成都）服

务机器人研究院研发的全国首个
“成都造”基于物流场景的具身智
能机器人。

据介绍，近年来，成都深入推进
工业立市、制造强市“一号工程”，坚
定不移将机器人产业作为未来产业
新赛道，并将其纳入30条重点产业
链之一，致力于打造“无处不在、无
时不用”的产业生态，以场景为牵引
全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成都以四川天府新区、成
都高新区、成华区等为主要承载地，
聚集了卡诺普、布法罗、越凡创新等
重点企业，拥有四川省智能服务机
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近20个高
能级创新平台，组建了中西部首个
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发布了全国
首个基于视觉扩散架构的人形机器
人任务生成式模型R-DDPRM和
机器人多模态模型（RRMM）+双臂
协作系统（RTACS），初步形成了从
关键零部件、机器人本体、系统集成
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发展态势。
2023年，成都在中国机器人产业区
域发展潜力城市中排名第九位。

成都发布人形机器人行动计划

到2026年产业链规模突破600亿元

服务贸易开启“低空”新模式

本报记者 张琪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