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将成立“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

香港特区政府近日宣布，将成立“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由副财政司司长领导，旨在制定低空经济发展战略和跨部门行动计
划，加速低空飞行活动在香港的应用与推广。这一举措响应了国家将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新兴产业的号召，不仅为香港经济注入
新动能，还为沪港两地深化合作、多个项目落地上海浦东提供了新机遇。据2024年施政报告，工作组将重点推动监管沙盒
试点项目、基础设施规划及跨境低空飞行通道建设，涵盖物流、救援、城市管理等多元化场景。低空经济是指在1000米以
下空域开展的经济活动，涉及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等技术，应用场景包括物流配送、城市交通、应急救援
和旅游观光等。香港凭借其国际化金融中心地位、成熟的航空管理经验和强大的科研基础，在发展低空经济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香港特区政府计划通过放宽无人机“超视距飞行”和载重限制的法规，鼓励技术创新和商业应用。2025年初，首批监管
沙盒试点项目将启动，首批38个项目已从72份提案中遴选而出，涉及物流、基础设施巡检和城市管理等领域。这些项目将
在香港科学园和数码港等指定场地进行测试，为低空经济的规模化应用奠定基础。此次工作组的成立，与沪港两地深化合作的
战略高度契合。上海浦东新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近年来在金融科技、绿色金融和跨境贸易领域表现突出，与香港在低
空经济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例如，浦东的金融科技企业可与香港的无人机研发公司合作，开发基于区块链的低空物流追踪系
统，提高供应链透明度。此外，浦东的跨境电商平台正探索与香港低空物流企业的合作，利用无人机配送将内地商品通过香港
的国际贸易网络销往全球。这种合作模式不仅提升了物流效率，还为浦东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增添了新亮点。基础设施建设是
低空经济发展的关键。香港计划在北部都会区和人工岛项目中规划低空基础设施，包括起降点、通信网络和低空交通管理系统
。例如，落马洲河套地区被认为是低空经济的理想试验场，可与内地城市如深圳建立跨境低空飞行通道。深圳已在全国率先推
出无人机配送航线，并在2023年建成中国首个城市空中交通运营示范中心。香港可借鉴深圳经验，与浦东新区共同探索低
空跨境物流的监管模式和清关机制，推动大湾区低空经济的区域整合。这与浦东新区近年来推动的离岸金融和跨境贸易项目形
成互补，为沪港合作项目落地提供了新平台。低空经济的科技驱动特性为沪港合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性。香港科技大学孵化的无
人机品牌DJI是全球民用无人机制造的领导者，其技术可为浦东的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支持。例如，浦东新区正推动智能交通
管理系统，可引入香港的无人机技术，用于交通监控和应急救援。此外，香港的eVTOL行业协会与浦东的科研机构计划联
合开展技术研发，重点攻关低空飞行器的安全性和自动化控制技术。这些合作项目不仅提升了浦东的科技创新能力，也为香港
低空经济的技术输出提供了广阔市场。绿色金融是沪港合作与低空经济结合的另一亮点。香港的金融机构正与浦东新区合作，
开发支持低空经济的绿色债券，用于资助低空飞行器的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项目响应了国家“双碳”目标，同时为浦东
打造绿色金融高地提供了新动能。例如，香港的一家金融科技公司计划在浦东设立分支机构，开发低空经济相关的碳信用交易
平台，助力低空飞行器实现低碳运营。这种绿色金融与低空经济的结合，不仅推动了生态保护，还为浦东吸引了更多国际投资
。文化与旅游领域的合作也在同步推进。香港计划利用低空经济开发空中旅游项目，如维多利亚港的低空观光航线，为游客提
供全新视角。这些项目可与浦东的旅游企业合作，打造连接上海、香港和新疆博斯腾湖的生态旅游线路。例如，浦东的旅游公
司正与香港洽谈，将博斯腾湖的渔业文化节与香港的低空旅游项目结合，推出“湖泊空中观光”套餐，为两地游客提供独特体
验。政策支持是低空经济和沪港合作成功的关键。香港特区政府通过2024年施政报告明确了低空经济的发展方向，并与国
家政策对接，借鉴内地城市如深圳的经验。浦东新区则依托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支持政策，加快建设国际化经济高地。两地通
过政策协同，可实现资源互补，共同打造全球领先的低空经济生态圈。例如，浦东的金融监管沙盒经验可为香港的低空经济监
管沙盒提供参考，确保技术创新与安全管理的平衡。总的来说，香港成立“发展低空经济工作组”标志着其在新兴产业领域的
战略布局，不仅为本地经济注入新活力，也为沪港两地深化合作、推动多个项目落地浦东提供了新契机。通过低空经济在物流
、科技、绿色金融和旅游等领域的协同，香港与浦东有望在全球低空经济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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