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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无人机研发和生产的企业超过全国一半，民用无人机市场份额占全球70%以上——

深 圳 无 人 机“ 越 飞 越 高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近年来，我国无人机产业

发展迅速，深圳更是凭借技术

创新和制造优势成为“无人机

之都”，占据全球民用无人机

70%以上的市场份额。同时，无

人机企业积极推动技术研发，

提高续航时长，改善避障能力

等，使无人机应用领域不断得

到拓展，形成了“无人机+行业

应用”发展新格局——

产业地产强化实体经济载体职能

房地产企业将变身“空间运营商”
本报记者 黄 鑫

《中国奶业质量报告（2018）》显示——

国产奶品质不亚于进口奶
乳品消费将持续平稳刚性增长

本报记者 熊 丽

近年来，无人机产业发展迅速，在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开始发挥
重要作用。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发布
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从事无人机整机
及紧密零部件研发和生产的企业超过了
1200 家；2017 年民用无人机产量达
290万架，同比增长67%。

深圳成为“无人机之都”

“全球无人机看中国，中国无人机
看深圳。”深圳市科比特航空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卢致辉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我国无人机产业在全球占据着重要地
位，尤其深圳更是凭借强大的制造优势
表现抢眼，被誉为“无人机之都”。

数据显示，深圳无人机产业 2015
年产值达 220 亿元，2016 年达 260 亿
元，2017年达300亿元，目前占全球民
用无人机70%以上的市场份额，占国内
工业无人机60%的市场份额。涉足无人
机制造的有600多家，包括科比特、一
电航空、疆域智能等在内的深圳本土企
业领跑无人机行业。

卢致辉介绍，科比特通过创新研
发和并购无人机上下游企业，在飞行
控制系统、全碳纤维一体成型、标准
化载荷、高清图像传输、飞行动力技
术、飞行测试技术等全产业链核心技
术上取得创新突破。目前，科比特无
人机在公安消防领域的市场占有率达
30% ， 在 国 家 电 网 集 采 中 标 金 额 占
50%以上，并以总分第一名入围中石
化供应商目录，占中石化管道巡检无
人机市场份额的 80%。

在无人机之外，深圳还有近 500
家航空装备企业，主要为航空相关系
统设备的制造修理企业和其他配套企
业。其中，深圳宝安区集中了无人机
整 机 研 发 制 造 企 业 及 无 线 同 传 、 电
池、桨叶等产业链上的优秀企业，形
成了集聚效应。

深圳无人机不仅在国内开花，也享
誉海外。深圳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8 年上半年，经深圳关区出口的无

人机总金额达 198.6 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 38.9%。从市场来看，深圳无人机
主要出口对象为欧美以及澳大利亚等国
家和地区。

作为一种高效便捷的辅助手段，工
业级无人机因其专业用途不断拓展、适
应复杂多变的使用环境而日益受到业界
关注，近年来得到长足发展。数据显
示，2010 年以前，我国工业无人机市
场规模小，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应用领
域主要为灾害救援、地图测绘等。

“在工业级无人机领域，随着技术
逐步成熟，未来 10 年市场有望快速增
长。”卢致辉表示，目前我国工业级无
人机应用较多的领域为政府部门，市场
占比高达45%；其次是消防救援，占比
为25%；农林渔业以及能源勘探、地球
勘探占比分别为13%、10%和6%。

靠技术进步拓宽市场

“尽管无人机行业近几年来发展速
度较快，但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市场
应用在不断分化、细化和调整。除了消
费市场，主要集中在军用警用、农林植
保、商业方面的线路巡航、消防急救等
领域。”深圳一电航空技术有限公司行
销总监张志飞表示，2022 年无人机产
业的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527亿元，但目
前整个行业尚处于投入期，各家企业积
极挖掘和培育行业应用场景，在各自擅
长 的 领 域 推 动 技 术 创 新 ， 开 发 应 用
潜能。

作为新兴行业，技术创新在无人机
产业发展中至关重要。近年来，无人机
技术在核心的云平台、飞行控制、图像
传输、续航、避障等各个领域都有了长
足发展。

例如，作为无人机安全飞行的保
障，避障技术通过传感器收集周边环境
信息，并测量距离，对无人机发出相应
动作指令，从而避开飞行障碍。“自主
避障飞行对无人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可以保障无人机完成多功能、高难
度的复杂动作。”卢致辉表示，目前国

内外关于无人机避障方面的研究有了较
大突破，一般通过三维高程地图、双目
摄像机或其他高精度技术设备来实现，
不过低成本、高精度、可靠、机动灵活
的自主避障技术仍有待研究突破。

续航时长是影响无人机产业发展持
续提速和应用普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大部分多旋翼无人机使用锂电池作
为动力来源，续航面临着许多制约因
素，如锂电池电芯无法做到 100%均衡
地充放电、大功率电池充电时间比较长
等。近年来，无人机行业一方面积极研
发可以利用太阳能实现长航时飞行的太
阳能无人机等新机型，另一方面在充电
以及电池技术上下功夫，如推动无线充
电技术应用等。

2016年4月份，科比特曾发布了全
球首款产品化氢燃料多旋翼工业级无人
机，实现了 4小时的超长续航，秘密武
器是新型氢燃料电池。“虽然名为燃料
电池，但产生电量的方式并不是像内燃
机一样靠燃料燃烧产生能量，而是在电
池内部让燃料与氧或其他催化剂发生氧
化还原反应，从而把燃料的化学能转化
为电能。”卢致辉说，氢燃料电池可以
不间断地提供稳定电力，直至燃料耗
尽；且燃料耗尽后能够快速补充燃料再
次供电，有效提升了作业效率。

面向不同应用场景的无人机企业还
不断深耕各自聚焦的领域。一电航空的
警用类无人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
是如何保证在极端环境下完成执飞任
务。“出警执行任务是不以天气条件为
转移的。因此，我们考虑最多的是如何
可靠地飞行并开展工作。”张志飞说。

一电航空研发的无人机要在北方的
冰天雪地、南海的大风大浪，以及雪域
高原、茫茫戈壁等艰苦条件下开展技术
测试。“我们的无人机在海拔5000米的
青藏高原能够载飞 3000 米，在 7 级大
风中也能稳定飞行，就是要保证在实际
应用中做到稳定可靠。”张志飞表示。

这样的实力来自于企业十多年的潜
心研发与创新。目前，一电航空在全球
拥有 600 多项专利，曾先后参与 3 项国
家标准和 7项行业标准的起草工作，其

所有无人机产品都经过了公安部认证，
并多次参与执行缉毒侦查、抗洪救灾、
消防演习等任务。

无人机+行业应用

随着无人机市场逐渐兴盛，无人机
产业正从设计、研发、制造等技术领域
延伸到无人机租赁、操作员培训等管
理、服务、保障领域，进而触及社会生
产、生活更广更深的层面，逐步形成了
一条新的产业链。

卢致辉认为，无人机领域正不断形
成产业体系的协同化发展，在企业内部
形成完善的生产制造能力、供应链管理
和质量控制能力；产业内不断推进上下
游企业互相促进，共同成长，构建产业
发展的良性循环格局。“借助实施军民
融合发展战略的契机，军用无人机企业
可以利用技术优势进入民用和商用市
场，消费级无人机企业也可以利用市场
优势与技术积累进入军工市场。”卢致
辉表示，随着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创
新不断深化，将逐步形成跨产业、跨领
域的产业形态。

事实上，在多个传统行业领域，已
显现出“无人机+行业应用”发展新格
局。在农林植保、电力及石油管线巡
查、应急通信、气象预报、农林作业、
海洋监测、矿产勘探等领域，无人机的
应用效果和经济效益十分显著。此外，
在灾害评估、生化探测、污染采样、遥
感测绘、缉毒缉私、边境巡逻、治安反
恐、野生动物保护等方面，无人机也表
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只有实现用途多领域、性能多样
化发展，无人机行业才能把潜在的需求
变为现实的市场。”张志飞表示，目
前无人机行业正处于积累能力、蓄势待
发的阶段。随着市场对无人机应用价值
认知程度不断加深和相关技术创新不断
进步，未来无人机产业必将与更多传统
行业跨界融合，应用场景更丰富、操作
更便捷、功能更强大，从而实现跨越式
发展。

日前，赛迪顾问在北京发布了
“2018中国产业地产风云榜”系列榜
单，展现了产业地产发展现状。赛迪
顾问高级分析师林怀璟表示，随着产
业地产的成熟，精耕细作加金融创新
将进一步释放产业地产价值。

产业地产是以工业、物流仓储
用地等为主要载体，以企业为投资、
开发、运营主体，以满足服务企业、
员工、政府等多方需求为主要内容
的一种空间形态，在提升土地的产
业价值、提升城市产业能力、聚集人
口与资本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
房地产企业转型、实体企业多元化
及金融资本投资的新蓝海。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都在实施
房地产调控政策，房地产企业利润
空间不断压缩。”赛迪顾问高级分析

师王志文认为，从经营数据看，超过
半数的房地产企业需要探索新业
务，未来房地产的投资属性会逐步
减弱，功能属性会进一步加强。房
地产企业将由产品开发向空间运营
迈进，从产品开发商变身空间运营
商，强化地产的实业载体职能。房
地产行业产品线与功能属性升级将
催生“地产蜂巢”的新业态。

赛迪顾问高级分析师彭丹丹指
出，产业地产是园区进化到3.0阶段

“专业化分工、市场化运行”的必然
结果。该阶段企业作为操盘主体进
入，在资金和运营等方面更加灵活，
园区空间功能和服务内容更加丰
富，弥补了政府开发运营园区的短
板。目前，我国产业地产仍处于起
步发展阶段，产业地产商和产业地
产项目良莠不齐，拥有产业能力才
是产业地产商的核心竞争力。

榜单显示，位于前 10 名的园区

有7个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
线城市，且多为国资背景。标杆的
优秀项目仍占少数，多数园区的招
商引资水平和运营服务能力较弱。

从产业分布看，约 40%的园区
产业定位不明确，以综合园区为
主。专业园区以生物医药、电子信
息及互联网、软件服务居多，金融服
务、环保、材料等新兴产业园区发展
势头良好。赛迪顾问高级分析师马
涵表示：“分析上榜园区的成功经
验发现，产业、商业、创业等生态圈
构建是产业地产项目的操盘关键。”

林怀璟指出，产业地产商和产
业地产项目成功的因素不但依赖于
精准的市场产业需求把握、优质的
服务平台搭建和精细化管理，更要
靠金融创新。随着产业地产的成
熟，运用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盘活资
产，推进资产证券化，是产业地产发
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十年来，我国乳业发展质量如何？8月 22日发布的
《中国奶业质量报告（2018）》显示，2017年我国生鲜乳抽
检合格率为 99.8%，三聚氰胺等重点监控违禁添加物抽
检合格率连续 9 年保持在 100%，乳制品抽检合格率为
99.2%，婴幼儿配方乳粉抽检合格率为 99.5%，在食品中
保持领先。同时，农业农村部连续三年开展抽样评估，分
析发现，国产奶品质明显优于进口奶。

“即使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奶产品整体安全状
况也已经达到了很高水平。”农业农村部奶及奶制品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北京）中心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王加启说。

该报告由中国奶业协会和农业农村部奶及奶制品质
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北京）共同发布。中国奶业协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刘亚清表示，中国奶业以优质安全、绿色发
展为核心目标，加快变革与创新，乳品产量总体稳定，质
量持续提升，现代奶业建设稳步推进，监管工作成效
显著。

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奶类产量达 3655.2万吨，仅
次于印度和美国，居世界第三位，约占全球产量的
4.5%。乳制品产量为 2935 万吨，同比增长 4.2%，比
2012年增长了15.3%。

“奶源是决定乳品质量的关键。没有好奶源，优质乳
制品生产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奶牛产业技术
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胜利说。

报告显示，2017年现代奶业建设稳步推进，标准化、
规模化、组织化水平不断提高，现代化生产机械和技术日
益普及。全国荷斯坦奶牛平均单产7.0吨，同比增长0.6
吨，比 2012年增长 1.4吨。存栏 100头以上奶牛规模养
殖比重达到 58.3%，同比提高 6 个百分点，比 2012 年提
高 21.1 个百分点。规模牧场 100%实现机械化挤奶，
90%以上配备全混合日粮（TMR）搅拌车。奶农专业合
作社达到16181个，同比增加0.9%。

据介绍，我国连续九年组织实施生鲜乳质量安全监测
计划和专项整治行动，监测范围覆盖所有奶站和运输车，
落实“确保婴幼儿配方乳粉奶源安全六项措施”，强化婴幼
儿乳粉奶源监管，2017年抽检生鲜乳样品2.3万批次，现
场检查奶站1.03万个（次）和运输车0.83万辆（次）。

记者注意到，2017年我国奶类产量同比下降 1.5%，
比 2012 年下降 5.5%。王加启表示，这反映了消费的相
对乏力。虽然自 2008年以来我国奶业质量安全发生了
脱胎换骨般的变化，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但在消费方面还
有大量工作要做。“事实上，不是市场没有增长，而是这十
年来的市场增量空间基本都被进口奶挤占了。很多消费
者迷信进口奶。”王加启说。

进口奶和国产奶，到底应该怎么选？农业农村部奶
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北京）连续三年在国内
20多个大中城市，对国产液态奶和进口液态奶开展抽样
评估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国产或进口的液态
奶，其理化成分、霉菌毒素污染、兽药残留及重金属污染
都符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在食品安全方面都有保
证，可以放心饮用。

“品质评估分析发现，国产奶品质明显优于进口奶。”
王加启说，进口液态奶保质期偏长，活性蛋白质因子含量
显著偏低，糠氨酸含量偏高。消费者要想喝到优质奶，还
应优先选择在本土生产的奶。进口奶出口到中国，都要
经受运输距离远、保存时间长、加工温度高三大挑战，所
以品质会显著下降，对于我国消费者来说并不一定是最
好的选择。

未来，中国乳业将如何进一步提升奶源质量？李胜
利表示，今后行业将重点从优质牧草种植、奶牛良种繁
育、疫病防控、信息化管理、推广应用奶牛场物联网和智
能化设施设备，发展生态养殖、引导适度规模养殖、降本
增效等方面重点深入开展工作，以大幅提升奶牛养殖整
体水平，并尽快步入世界先进行列。

刘亚清认为，我国奶业未来发展前景广阔。2017年
全国人均乳制品消费折合生鲜乳只有36.9公斤，是亚洲
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是发
达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还
低约40公斤。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和消费理念改善，乳品
消费将持续平稳刚性增长。

近日，在 2018 深圳

宝安产业发展博览会

上，深圳一电航空技术

有限公司行销总监张志

飞（左二）介绍自主研发

的无人机产品。

杨阳腾摄

本版编辑 杜 铭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科学城支
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41
许可证流水号：00563949
批准成立日期：2018年08月10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成都科学城天
府菁蓉中心D区商业A6号楼1512-1514号
临街商铺
发证日期：2018年08月10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邛崃东星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069
许可证流水号：00563951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邛崃市临邛镇朱水碾街255号、
257号、259号、261号、265号1层7号、8号、
9号、10号
发证日期：2018年08月10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030
许可证流水号：00563950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都江堰市永丰街道办都江
堰大道376号
发证日期：2018年08月10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蓉北商贸
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45
许可证流水号：00563970
批准成立日期：1998年12月27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蓉北商贸大道一
段111号
发证日期：2018年08月17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群星路支
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46
许可证流水号：00563971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10月1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群星路40号
发证日期：2018年08月17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沙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44
许可证流水号：00563972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04月06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金阳路5号、7号
发证日期：2018年08月17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实业街支
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43
许可证流水号：00563973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实业街9号附1
号
发证日期：2018年08月17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大学路支
行
机构编码：B0001S251010242
许可证流水号：00563974
批准成立日期：1985年10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大学路2号
发证日期：2018年08月17日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

围：许可下列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