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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之欲出。”9 月 20 日，在 2016 中
国国际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大会暨展览
上，上海优伟斯智能系统有限公司销售
经理李生飞用这个词来形容当下我国无
人机产业的发展。在他看来，无人机越
来越多的用途被挖掘出来，资本纷纷涌
入，整个产业充满生机。

在此次展览上，众多企业携带自己
的新品亮相：上海优伟斯智能系统有限
公司的水陆两用无人机可以在陆地和水
面起飞和着陆，能像船一样停在水面上，
可用于海岸巡查、内河湖泊监测；成都纵
横大鹏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的垂直起降
固定翼无人机，能够在山区、丘陵等复杂
地形区和建筑物密集区作业；北京中航
智科技有限公司的 TD220 共轴双旋翼
无人直升机，能实现从起飞、悬停、降落
等所有飞行状态全自主化⋯⋯

消费级无人机走向细分化

在展览现场，大疆无人机展区人气
颇高。他们的经纬 M600 无人机定位于
专业影视航拍，可挂载各类微单、单反
等，就像镜头拿在手里一样。“悟”系列无
人机能够实现一键起飞，免除起飞不稳
的困扰，相机和飞控参数也可以通过移
动设备来控制。

在消费级无人机领域，虽然有大疆
这样的领军企业，但其他企业依然不畏
竞争，寻求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在湖南
基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一款
小巧可爱的白色无人机吸引了很多人驻
足询价。“这款无人机主打自拍功能。我
们通过聚焦在某些细分领域，以高性价
比赢得竞争优势。”基石信息工作人员刘
凯说，借助不断的技术创新和高性价比
优势，他们不仅得到国内市场的认可，还
接到了来自墨西哥、中东、非洲等国家和
地区的订单。

今年以来，不少消费级无人机厂商

纷纷将迷你型无人机作为主推产品。业
内人士分析，这是为了避免和大企业直
面竞争，找到差异化方向以谋求生存和
发展，毕竟大疆在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
场的份额达到了 70%。

据专业机构预测，预计到 2025 年，
我国消费级无人机市场规模约为 300 亿
元。目前，美国依然是无人机消费第一
大国，占比达到 35%，欧洲以 30%紧随
其后，中国的本土营业额则占到全球的
15%。国内的消费级无人机市场还未完
全打开。“当前，消费级无人机的产业发
展态势虽然很好，但大众的消费观需要
一定时间的培养。”刘凯说。

工业级无人机仍是“蓝海”

“消费级无人机的客户群比工业级
要多，但工业级无人机所能完成的任务
是消费级无法达到的。”北京云汉通航科
技有限公司工程师陈杰告诉《经济日报》
记者，工业级无人机要求高度集成化、高
度自动化、高稳定性，各个系统间融合性
要很好。目前我国工业级无人机企业大

多停留在系统集成阶段，较少有从飞控
系统到机体等一体化、全链条研发生产
的企业。

“今年以来，我们的无人机产品已经
卖了 180 套，今年预计销售 250 套，明年
的销售肯定还会大幅增长。”成都纵横大
鹏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吴志远
认为，产品之所以畅销，正是因为他们在
研发、生产、销售、培训上的全链条自主
化，即便是核心的飞控系统也是自主研
发的，因此能控制成本，提高产品性价
比。“同时，我们的产品也是‘傻瓜式’操
作设计，让客户既用得起又用得好。”吴
志远说。

吴志远认为，消费级无人机基本是
一片红海了，但工业级无人机目前还是
蓝海，因为除了应用比较成熟的测绘、电
力巡线等领域，路政、治安反恐、物流等
很多领域还没有特别好的解决方案，人
们在这些领域还处于观望状态。相关行
业也有自己的规矩和门槛，对无人机的
接受程度还不是很高。“这既是挑战，也
是推动工业级无人机产业快速发展的动
力。”吴志远说。

专家介绍，目前工业级无人机主要
应用于测绘、石油、电力、林业、海洋、勘
探等领域，同时在缉毒缉私、边境巡逻、
治安反恐、救灾抢险等方面也实现了突
破，拓展了应用。受技术能力、生产规
模、专业人才、销售渠道等因素制约，我
国工业级无人机产业现在仍处在起步阶
段，但其发展前景不容小觑，是一块潜在
的“蛋糕”。

避免低端同质化竞争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洛阳电光设
备研究所项目经理李晓炫给出了一组数
据，也许能很好地折射无人机产业的发
展势头：“我们用于无人机的光电吊舱销
量这几年每年以 30%至 50%的速度在
增长。”预计到 2020年，中国无人机年销
量将达到 29 万架，未来几年将保持 50%
以上的增长。

“目前，我国无人机产业领域出现
了同质化竞争的苗头，还有山寨、跟
风、抄袭的现象。”吴志远说，有一些
厂商没有研究过飞行动力学、机械、控
制、软件等，也一头扎进这个行业，没
有经过行业的积累，没有经过大量的试
错和稳固的技术支撑，制造出来的东西
就很难保证质量。“尤其是工业级无人
机，更是相当于航空工业的一个缩影，
技术门槛很高，没有技术积累是不行
的。”吴志远说。

西安君晖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张阔告诉记者：“无人机产业总体上呈
现上升趋势，参展商也越来越多，说明大
家都非常看好这个行业，同时也意味着
竞争会加剧。我们相信，只要坚持不断
创新，就一定可以在这个行业立足。”

当然，无人机行业的飞速发展也
需要监管同步跟进。中国航空学会无
人驾驶航空器系统专委会总干事、国
家空管法规标准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浩
建议：“目前我国无人机行业迅猛发
展 ， 但 是 监 管 方 面 却 面 临 着 重 大 挑
战。我国在产业领域走在世界前列，
没有具体的经验借鉴，亟须出台相应
的法规以便有效管理。”

在中国国际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大会上，新机型争相亮相——

无 人 机 产 业 稳 健 高 飞
本报记者 董碧娟 本报北京 9 月 21 日讯 记者曹红艳报道：中国科学技

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采咨询今日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9
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采购经理指数（EPMI）为 57%，比上
月上升 5.9个百分点。

从 13 个分项指数来看，同上月相比，正向指标中,大幅
回升的有生产量、产品订货、出口订货、现有订货、采购量、
进口、自有库存,小幅回升的有就业、研发活动、经营预期，
反向指标供应商配送指数上升。

中采咨询分析师于颖认为，9 月 EPMI 比上月回升近 6
个百分点，正向指标全面回升。落实上月预判，在上月订单
回升高于产量的情形下，9 月生产发力，体现旺季特征。在
订单生产均大幅回升的同时，受益于本币贬值效应，出口订
货大幅回升至 57，创年内新高。贷款难度指标为 7 个月新
高，提示受目前货币政策影响，企业资金稍显紧张。购进价
格进入 57.5的高位区间，结合制造业表现，应属原材料涨价
的后续传导结果，短期若继续走升，其对生产和利润的抑制
将迫使订单回落、价格回稳。同时，企业自有库存和用户库
存均创一年来新高，防涨价、备产因素同时存在，将对未来1
月至 2月份指数有负面影响。综合来看，9月分项指标结构
关系较好，10月份仍将稳健扩张，但扩张力度或弱于9月。

“9月 EPMI值、环比值和三月均值都高于往年，战略性
新兴产业表现出强势扩张态势。”中国科学技术战略发展研
究院刘峰指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就业指标 9 月回升至
54.5，同时该指标与产量的对比趋势说明，新兴产业 2016
年容纳就业能力逐渐平稳。

9 月份 EPMI 为 57%
多个分项指数大幅回升

本报北京 9 月 21 日讯 记者吉蕾蕾报道：由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国家统计
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联合编制的 2016 年 8 月份中经
有色金属产业月度景气指数报告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
月份，中经有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为 23.2，较上月回升 2.0
点，景气指数自今年以来连续回升，虽继续在“偏冷”区间运
行，但有回升加快的迹象。

目前，有色金属产业运行底部已经形成，但制约行业回
升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这将对有色金属产业平稳持续
回升构成一定的压力。总体来看，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减缓
及中国经济的企稳，成为支撑有色金属企稳新的重要因素，
但由于产能过剩、需求回升难度大，供需矛盾仍未明显好
转。初步判断，有色金属价格在较长时间内仍将在低位运
行，中经有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也将继续在“偏冷”区间运
行。不过，随着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营造良好市场环
境促进有色金属工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见》的
贯彻落实以及二三季度房地产销售连续旺盛，有望缓解有
色金属行业的供求关系。

8月份有色金属产业景气指数继续回升

观众在大疆无人机展区参观最新无人机产品。 本报记者 董碧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