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晨 2 点，深圳欢乐海岸东南角，一栋几何切面造型的酷炫
建筑前聚集了不少年轻人。他们通宵排队，只为在几个小时后抢
先一睹“大疆创新”的新门面——去年12月20日，这家世界瞩目
的中国无人机企业在潮牌聚集的商圈开设了全球首家旗舰店。

在商场实体店日子不太好过的今天，一家无人机企业新开
如此阵势的门店的确需要勇气。一组数字更是给了大疆底气：
随着国内用户对无人机行业日渐熟悉，2015 年大疆国内市场销
售额不断攀升，在其全球市场中的占比较上年翻了一番。目前
大疆八成产品销往海外，占据全球市场份额的 70%，预计产值
可达 50 亿元人民币，并正以 2 倍到 3 倍的速度增长。5 年前，这
个数字只有区区 300万元。

市场认可大疆的原因何在？创新——这是大疆裂变式发展
的“不二法门”。

创新，擦亮“中国制造”招牌。2006 年，航模“发烧友”汪滔
多了一个新头衔——大疆创新创始人、CEO。那年，第一代大
疆飞行控制器应运而生。爱“捣鼓”喜欢“折腾”的汪滔为了解决
困扰全球“飞手”的难题，他和小伙伴们铆足全力，立志不仅要造
出“中国制造”的高科技好产品，更要输出美和品位，成为国际市
场的主流。大疆靠自主研发引领着无人机的尖端技术，其产品
领先国际同行一年半到两年时间。如今，大疆的研发人员有
1500 人，占总员工的四成。海外研发团队的扩容，更是将众多
世界级技术大腕纳入这个中国品牌麾下。

创新，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大疆为人所熟知，是从消费级航
拍无人机开始的，不少科技界大佬和好莱坞名导都是它的粉
丝。其实，专业无人机并不新鲜，高档照相机也很普及，但大疆
把两者结合，创造了到手即飞的“傻瓜机”，挖掘出一种新的消费
需求。眼下，大疆又接连推出系列新品，不断拓展无人机在农
业、工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应用。注重供给侧创新，大疆正引领
世界消费新风潮。

去年，大疆推出了开发者套件，四轴飞行器和视觉传感导航
系统好比“翅膀”和“眼睛”，开发者可编写程序为它植入“头脑”
进行二次开发。在汪滔看来，大疆的无人机技术已为高楼打下
地基，他期待更多开发者结合不同领域的专业所长，扩展功能应
用，给无人机生态圈带来更多灵感和可能。

占据市场主导的大疆却不“任性”，它在设计生产中为无
人机飞行区域、高度、距离等设限，确保安全和秩序。去年
12 月，大疆又研发出了遥控航空器安全管理服务系统，它能
帮助飞行用户、管理部门与执法部门进行实时有效的互动沟
通，飞行计划申报审批、空域管理维护、飞行参数信息汇总都
只需轻轻一点。大疆创新副总裁邵建伙表示，有序的环境和良
性的生态，能使整个行业持续健康发展，这也是企业应尽的社
会责任。

“无人机可能成为今年圣诞节的热
门礼品，甚至取代圣诞老人把礼物递送
到千家万户，一个富有前景的大市场正
在出现。”2015 年圣诞前夕，一家英国
媒体如此判断。

无人机时代已经到来，而在民用无
人机领域，“中国制造”正在成为闪亮的
新名片：如今全球每卖出 10 架民用无
人机，就有 7架来自中国。

中国无人机飞向世界

2015 年 11 月，在第十七届高交会
首次设立的“无人系统展分会场”上，酷
炫的无人机飞行表演，成为“吸睛”焦
点。小小的无人机，正在重新定义“中
国制造”的内涵。

有“空中机器人”之称的无人机，能
在无人驾驶的条件下完成复杂的空中
飞行任务和各种负载任务，其研发、制
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
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与西方
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无人机系统的研究
虽然起步较晚，却实现了“异军突起”。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的民用
无人机研发和生产国。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有 400 多家单位从事无人机研发、
生产和销售。我国的民用无人机，尤其
是消费级无人机已走在世界前列。深
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更是被《华
尔街日报》称为“首个在全球主要的消
费产品领域成为先锋者的中国企业”。

在大疆创始人、CEO 汪滔看来，此
前中国在世界制造业舞台上一直缺乏
有说服力的产品，产品附加值较低。大
疆不走“性价比路线”，而是要做“有品
位的好东西”。

民用无人机看中国，中国无人机看
深圳。作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深圳具
有独特和完整的无人机产业链配套条
件，比如陀螺仪、芯片、电池以及科研人
员、产业工人和港口等。“当航空技术、
自动控制技术、微电子技术积累到一定
程度，自然会产生爆发式的质变。”深圳
智航无人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金良说。

深圳海关的数据显示，2015 年前 8
个月，深圳市出口无人机达 15.7 亿元人
民币，比上年同期激增 23.1 倍。其中，
中国香港地区、美国和欧盟是主要出口
市场。深圳市在其发布的《深圳市航空
航天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 年）》
中，明确将无人机列为发展重点，提出

“无人机腾飞工程”，重点支持建设无人
机产业基地，鼓励企业积极拓展国内外
市场。

创新促产业迅速发展

在无人机行业，中国正在逐渐成为
世界级的创新者。创新、创新、再创新，
是中国无人机产业发展的关键。

有人认为，大疆重新定义了航拍，
就像苹果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2012
年大疆无人机“精灵”(Phantom)问世之
前，大多数消费级无人机需要组装方面
的技术，所以只能在专业级玩家中流
行。“精灵”实现了高度技术集成，到手
即飞，使普通人的航拍梦想不再遥不可
及。凭借自主创新的完整技术链条，大
疆引领了全球消费级无人机的热潮，成
为增长最快的科技公司之一。

据了解，2015 年大疆在国际合作
方面收获颇丰：11 月，与高品质专业相

机厂商哈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2 月，
与全球热成像技术先驱美国菲力尔公
司建立合作关系，共同研制为无人机行
业应用服务的热成像技术，展现出“中
国制造”的新形态与影响力。

此外，零度、极飞、一电、亿航、智航
等一批企业也脱颖而出，一大批新产
品、新技术不断涌现。例如，极飞的植
保无人机在智能规划航线、智能喷洒系
统等方面都实现了创新和突破。零度
智控则在行业内独创了多余度安全飞
控“双子星”及安全伞、国内首个能搭载
RED EPIC 摄影机的无人机云台等。

“这些产品和技术，都是我们基于对行
业发展趋势的判断，通过研发实现的创
新。”零度智控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无人机技术是多学科技术的综合
集成，依托产学研结合的优势，也是中
国无人机产业发展的一大特点。比如
智航与北航深圳研究院、深圳大学等联
合开发的一系列无人机产品。金良告
诉记者，近期，智航又开发出一款结合
多旋翼和固定翼优势的倾转旋翼垂直
起降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快递物流行
业，目前功能样机的测试已经完成，产
品将在 2016年一季度推出。

产业规模壮大的同时，无人机产业
链也蓬勃发展，一些无人机配件开始作
为单品推向市场。天津市瑞傲特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宝琪告诉记者，
目前其生产的无人机螺旋桨不仅在淘
宝网上销售，还与四五家无人机公司达
成了合作，为其提供产品。

“无人机+”改变生活

“无人机作为新兴行业，每天都在
发生着令人惊喜的变化”。金良说。

无人机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
生活。无人机不仅可以用于航拍，还可
以帮助人们寻找停车位、扔垃圾、运送
快递。在农林植保、安全执法、环保科
研、灾害应急救援、石油管道巡线、边
防、海事巡逻等多个领域，无人机也已
崭露头角。无人机还可以作为空中的
数据端口，变成物联网中的关键一环。

无人机正在成为下一轮技术创新
的 国 际 竞 争 热 点 之 一 。 谷 歌 、face-
book、亚马逊等国际知名企业都纷纷将
目光投向无人机市场。

据 研 究 机 构 EVTank 发 布 的
《2015 年度民用无人机市场研究报告》
显示，2014 年全球民用无人机销量为
37.8 万架，占比高达 96%。到 2020 年，
全球无人机年销量有望达到 433 万架，
市场规模将达到 259亿美元。

“经过前几年的积累与发展，消费
级市场目前比较成熟，而工业级无人机

还处于萌芽和摸索阶段。”金良认为，未
来工业级无人机将实现快速发展。如
何降低工业级无人机的成本和使用门
槛，是推广的关键。比如智航于去年 11
月份发布的“幻影”四旋翼小空域应用
级无人机，就是一款“微工业级”产品，
既有续航时间长、高荷载的特点，又融
入了智能避障、傻瓜化操作等消费类无
人机的优点。相对于过去动辄上百万
的价格，这款二三万元的产品，可以让
更多用户用得起用得好。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无人机技术融合
步伐的加快，无人机的市场前景变得更
加广阔。灵鲸无人船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高戎戎告诉记者，无人作业智能
体未来在海上具有很大的需求。未来，
公司的发展重点将从销售产品本身转
向数据运营服务。“这是更大的商机”，
高戎戎说。

目前，一批无人机行业的领先企
业，正在致力于构建充满活力的产业

“生态系统”。如大疆开放了其 SDK(软
件开发工具包)，开发者可以在这些平
台上，针对自己的领域及场景开发自己
的应用。零度智控也推出了 SMART
整体解决方案，希望帮助那些具有产品
和应用优势的公司，迅速切入无人机
领域。

“中国智造”逐梦蓝天
本报记者 熊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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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领域，“中国制造”正在成为闪亮的新名片：如今全球每卖出 10 架民用无人机，就有 7 架来自中国。凝聚着国人智慧的无人机产

品，正在广袤的蓝天下翱翔逐梦。

无人机自诞生以来一直以军用为
主。2000年左右，民用无人机在市场的
推动下逐步规模化。初期以日本的农
用、林用无人机为典型代表，基本以中
等体形的旋翼或固定翼机体为主。

接下来的十年，越来越多的个人玩
家对小型飞行器产生浓厚兴趣，并使之
变成一种高端竞技活动，这为后来小型
民用无人机的崛起打下了很好的用户
基础。我国的小型民用无人机产业也
是在这种背景下起步并繁荣起来的。

2007年左右，我国有少部分企业开
始研发民用无人机。当时的民用无人
机机体大多采取单旋翼直升机，操控者
仍然需要接受大量训练才可以作业。

2010年左右，四旋翼飞机机体的出现打
破了这种局面。2011年左右，航拍市
场首先开始接受这种方式，后来又发展
到普通消费者也可以玩航拍的阶段。
这两年民用无人机行业在探索更多的
应用，整个行业呈现开始爆发的状态。

我国在民用无人机产业方面起步
较早，国内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和技术
力量参与到民用无人机产业中，使得产
业蛋糕越做越大。面对全球竞争者，如
何保持我国的优势？我认为，这需要我
们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这种技术创
新不仅是对国内外现有技术的商业化，
而且要在面向未来产业应用的基础技
术问题上进行前瞻性研究。只有围绕

民用无人机产业进行有层次、有计划的
技术创新，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产业集
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一份力量。

事实上，在民用无人机向更多行业
应用拓展的道路上，存在着诸多可能
性。如何从机载设备采集到的大量数
据中提取有用信息，是影响其进一步应
用的主要技术问题。以我的团队承担
的一个由国家文物局主导的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项目为例，我们利用小型无人
机的机载激光雷达系统对我国的明代
长城遗址进行了三维建模技术的研究，
颠覆了传统的大型场景文化遗产监测
方法，从而帮助考古学家们对明长城的
形态变化进行定量的保存和分析。这

项技术目前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成
功地在陕西榆林等地长城沿线进行了
示范应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小型无人机在城
市天空出现，其安全问题也变得越来越
突出。此外，随着民用无人机应用场景
的不断拓展，无人机的控制系统将接收
到更多更复杂的任务，其软件系统的安
全性和可靠性都面临着极大挑战。目
前，民用无人机有限的负载能力，决定
了机载处理器的容量不可能承载庞大
的安全软件系统，所以需要研究如何利
用具有安全性的最小飞行控制系统，来
保证各个部分正确运行。这也是我的
团队目前开创的一个国际前沿领域。

围绕技术创新 形成产业集群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朱晓蕊

创造消费：

此机无人胜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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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本版编辑 鲍晓倩 刘 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