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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 张一帆

“低空经济赛道的前景广阔，足以支撑上百家

企业的发展。我们希望与大家相互学习，相互支

持往前走。”11月 13日，小鹏汇天创始人、总裁赵

德力在第十五届中国航展期间接受证券时报记者

专访时表示。当天，小鹏汇天“陆地航母”斩获

2008台的签约订单。

在中国航展开幕日，小鹏汇天在航展第二展

区完成了分体式飞行汽车“陆地航母”的全球首次

公开飞行，在自动驾驶的支持下，“陆地航母”展示

了“低空直线加速”“螺旋上升”“匀速降高”和“精

准降落”四大飞行科目。值得一提的是，第二展区

是本届中国航展专门为无人机无人船演示打造的

全新展区。

“在昨天飞行之后，小鹏汇天放出的 200 个

‘先飞码’被一抢而空。今天，‘陆地航母’完成了

2008台的签约订单，这是全球飞行汽车领域迄今

为止的最大订单量。”回顾前一日公开飞行后的市

场反馈，赵德力非常振奋，“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家

是非常热爱这个产品的。”

据了解，参与此次签约的客户来自交通运输、

旅游、地产、科技等多个领域。同时，在产品预订之

外，小鹏汇天还将与各合作伙伴共同开展包括未来

应用场景建设、驾驶员培训、用户服务、产品运营等

多方面的合作，共同建设低空出行生态。

低空经济是本届航展的最大热点之一，航展

专门为低空经济及 eVTOL企业建立了独立的低

空经济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通用航空

和低空经济。与会企业普遍认为，这一赛道科技

含量高、创新要素集中，具有服务领域广、产业链

条长、应用场景多等特点，发展空间极为广阔。

目前，各家 eVTOL企业正依托各自的资源禀

赋，在物流、城市交通、景区观光等场景探索发展

低空经济的可能性。赵德力则将“陆地航母”的发

展方向定位于“空中越野车”，在他看来，低空经济

想要发展，应该先让大家“玩起来”。

赵德力介绍，“陆地航母”把飞机装进汽车，增

程新能源汽车奔驰千里，后备箱里的飞机载着人

们俯瞰目的地美景，这一模式将重新定义自驾游，

重新定义越野。“在这个场景中，车子既是运输载

具，也是一个存储、补能平台，可以解决传统飞机

在使用过程移动难、储存难、补能难的三大痛点问

题。”赵德力说。

当下，eVTOL产品在开发、运作过程中仍然存

在痛点难点——电池能量密度瓶颈、制造成本高、

相关政策法规不明晰等。不过，赵德力对此抱有乐

观积极的态度。他援引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历

程称，最早的新能源汽车也很贵，里程存在限制，但

是随着技术的进步、需求的放量，如今这一行业的

成本明显下降，供应链也逐步成熟。

“在当下的技术条件下，我们厂商更应该积极

开发不同的场景。”赵德力表示，“以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来形容中国航展的低空经济展馆恰到好

处。我希望加入这一行业的企业越多越好，这个

赛道足以支撑上百家企业都过得不错。我们大家

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持着往前走。”

接下来，小鹏汇天将在12月份启动预售发布

会，1月份在美国启动全球亮相。

赵德力对小鹏汇天的发展做了明确的时间规

划：“目前，我们的量产工厂已经启动建设，并预计

在明年8月份建成。在2026年就能够实现大规模

的交付。”

小鹏汇天创始人赵德力：

低空经济前景广阔
应该先让大家“玩起来”

证券时报记者 张一帆

11月13日，第十五届中国航展进入第二

天，一批参展企业逐步披露商贸订单情况，

多家公司宣布订单规模创新高。

中国航发11月13日宣布，在中国航展上

与航空工业直升机所、联合飞机、中航无人机

等10家重要客户，签署1500余台通航动力产

品的意向采购合同，总金额超过100亿元。据

悉，这是截至目前，中国航发历史上签约台份

最多的国产民用航空发动机总订单。

这份“历史最多”的达成，依赖于大规模

技术创新。

据中国航发新闻发言人杨松介绍，中国航

发今年的60余型参展展品中近半数为首次公

开展示，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AES100
发动机，3个月前刚刚获颁中国民用航空局型

号合格证，实现了我国先进民用航空发动机

自主研制产品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宣布订单再创新高的还有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11月 12日该公司宣布签署了 70余

项合作协议及合作意向，累计签约金额近

600亿元。据了解，此次签约项目的对象丰

富，包括国家相关部门、地方政府、行业用

户、企业代表等。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业务领域多元，主要

涉及宇航、防务和航天技术应用及服务产业

三大板块。其中，防务领域涉及一系列重点

装备产品出口。在航天技术应用及服务产

业方面，则紧紧围绕着商业航天、低空经济

以及高端装备、氢能等一系列战略性新兴产

业领域。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在本届航展上的首

份捷报，同样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该

集团在 12日举办的民机销售和项目合作集

中签约仪式上，斩获各类民机订单 280架。

其中的重头戏是AS700载人飞艇的 10架确

认订单和164架意向订单。

据悉，AS700载人飞艇是我国首个按照

适航规范自主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载人飞艇，未来将服务于各地低空经济与

旅游业发展，打造新质生产力。

小鹏汇天宣布拿下全球飞行汽车领域迄

今为止的最大订单量。在13日举办的“陆地

航母”飞行汽车批量预订签约仪式上，小鹏汇

天与12家批量预订意向客户签署合作及产品

预订协议，签约的新订单共计2008台。

此外，本届航展还见证了我国的大飞机

事业的又一重要里程碑——中国国航与中

国商飞签署框架协议，有意成为C929客机的

全球首家用户。另外，海航航空集团与中国

商飞签署 60 架 C919 飞机确认订单和 40 架

C909飞机确认订单；多彩贵州航空与中国商

飞签署 30架C909飞机订单，其中 20架为确

认订单，10架为意向订单。

作为世界五大航展之一，贸易洽谈一直

是中国航展的重要职能。本届航展展期将

举办B2B商务洽谈会、展商路演、重大签约等

一系列商贸活动，积极搭建技术交流与经贸

合作的专业化平台。两年前举办的第十四

届中国航展，在两项核心成交数据上创下新

高：共签订总值超398亿美元的合作协议书，

成交各种型号飞机549架。

“硬核”展品受欢迎 中国航展大额订单“满天飞”

证券时报记者 安宇飞

在星河璀璨的太空，一颗颗卫星运行于轨

道之上，搭载的人工智能处理器芯片让它们不

仅“能看”，更“能想能算”，实时对画面进行分

析检测；在广袤无垠的天空，一架架无人直升

机翱翔于森林上空，智能判断火情并精准投放

灭火弹，扑灭熊熊大火；在精密制造的工厂，

“AI工艺师”能胜任超过90%的生产决策，为航

空产品的制造提高效率……

11月 12日至 17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

空航天博览会（简称“中国航展”）在珠海市举

办。和往年相比，本届中国航展的“AI含量”有

了明显提升。证券时报记者发现，人工智能正

从运营、设计、制造等各个环节加速与航空航

天产业的融合。手握AI的上市公司和独角兽

企业们，已经成为本次中国航展中引人瞩目的

新势力。

人工智能硬件飞向太空

在中国航展 6号展馆，一只闪烁着金属光

泽的方型“盒子”静静摆放，尽管表面上看起来

平平无奇，但一旦把它装进卫星、送上太空，它

就能成为卫星的智能大脑，这就是航宇微在本

次航展中展示出的卫星在轨智能处理系统。

“我们的卫星在轨智能处理系统，融合了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能够在卫星上直接完成

遥感数据等固有处理、信息提取、信息分析和

知识推理等数据处理等全部流程，实现卫星遥

感数据的在轨实时分析处理。让数据处理周

期从原来的几十个小时缩短到几分钟。”航宇

微副总经理龚永红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而让卫星更智能，离不开“盒子”里面搭载

的玉龙 810A新一代嵌入式人工智能系列处理

器芯片。龚永红表示，玉龙810A芯片是中国首

款宇航级人工智能芯片，它聚焦于前端图像处

理、前端信号处理和智能控制，具有深度学习、

神经网络算法的平台加速能力。

据了解，玉龙810A芯片是全国产化宇航级

SOC芯片，适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各类人工智能

应用场景，可满足星载、机载等系统中的图像

处理、实时控制、智能计算等业务需求。目前，

该产品已应用于卫星等航天器上。

龚永红认为，未来卫星搭载高等级AI芯片

会成为一种趋势，高等级AI芯片也将成为卫星

智能化、卫星小型化的重要保障。

人工智能技术渗透率提升

不仅是遥远的太空，在距离我们更近的天

空，人工智能技术的渗透率也在持续提升。

在本次航展，专注于大载重无人直升机等

产品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航景创新带

来了多款无人机产品。航景创新联合创始人吴

双向记者表示：“森林消防、物资投送、医疗救援

等等，都是无人机产品的典型应用场景。”

以森林消防为例，航景创新的FWA-35长

航时复合翼无人机搭配 FWH-1500重载无人

机，在防火季可以远程控制无人值守系统执行

自主化火灾巡查任务，能对森林火灾进行精准

识别和定位，自动推送报警信息到森林防火监

控中心，为执行灭火任务的无人机提供通讯保

障，在探明火情后，单台 FWH-1500无人机可

搭载 6枚 50kg灭火弹，对火点迅速进行“打早、

打小、打了”。

“我们还构建了态势感知远程指挥平台，

融合了防灭火人员、无人机、地面装备、任务、

数据等全要素信息的可视化展示，实现一张图

的统管与调度，基于AI数据处理引擎，实现了

多异构机型的集中统一控制。”吴双表示。

航空航天产业与人工智能产业的融合，不

仅覆盖了芯片等硬件，也覆盖了平台和软件。

“我们在这次航展中带来了多款基于人工智能

技术打造的高端装备工业软件。”瑞风协同相

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据介绍，在设计仿真领域，瑞风协同打造的

智慧工程研发知识平台KENOVA，基于AI知识

插件可以对知识进行精准推送，利用知识图谱

等技术，设计人员可以更方便地对知识进行检

索和利用，加速设计创新，缩短产品研发周期。

“借助AI，未来工业软件领域会诞生颠覆

性的创新机会，我们需要及时追踪先进技术，

捕捉发展机遇。”瑞风协同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过该负责人也表示，AI在工业软件领域落地

也面临一些痛点，包括技术实施难度高、数据

安全性要求高等。

“不同工业领域有其特定的知识体系，通用

的基础模型难以满足个性化需求，高端装备复

杂的工作机制和运行环境，导致模型的开发难

度大幅度提升，机器学习算法的调试和优化需

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模型训练难度高，技术实施

难度大，因此工业AI的发展需要更深层次的行

业理解与技术和数据积累。”上述负责人称。

从底层开始的“AI进化”

发展人工智能，离不开数据、算法和算力

“三要素”，许多航空航天产业链的企业正在这

些层面加大投入。

光启技术是全球超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

其超材料产品在航空装备领域被广泛应用。

由于超材料涉及的领域众多，在研发和生

产环节计算量非常庞大，为此光启技术从底层

算力开始布局，自建了超算中心。光启技术董

事长刘若鹏向记者表示，公司自建的超算中心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超材料设计和仿真平台，峰

值计算能力可达4200万亿次/秒。

超材料属于前沿科学，行业也面临工艺师

稀缺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光启技术通

过数字化、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用，打造出了

“AI工艺师”，能自主形成决策，极大程度化解

整个行业工艺专家现场跟产的难题，在提升经

营管理效率的同时，大幅降低了决策成本。据

介绍，光启技术的AI工艺师已经能做到超材料

专业工艺师工作量的90%。

“希望光启在AI 技术上面的创新应用变

革，能够为整个尖端工业领域树立数字化转型

和智能升级的典范，引领行业智能化发展。”刘

若鹏称。

AI人才的培养和AI团队的建立，也成为企

业的发力点之一。

瑞风协同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组建了

专业的AI研发团队，并配套了研发基础设施，

投入资金建设云平台和数据中心，配备先进的

服务器、存储设备和网络设备。”该公司要求每

一位工业软件工程师学会使用AI技术，并定期

开展经验分享和奖励。

从硬件到软件，从运营到人才培养，一场

“AI风暴”正席卷航空航天产业各个环节。人

工智能技术，正从底层开始与航空航天产业相

融合，带来全新产业机遇。

能看能想能算，航空航天产业“AI含量”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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