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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从CitywalkCitywalk到到CityflyCityfly
上海低空经济加速上海低空经济加速““高飞高飞””

2024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上海市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
展行动方案（2024-2027年）》，其目标之
一在于联合长三角城市建设全国首批低
空省际通航城市，塑造一座在国际上熠
熠生辉的“天空之城”。方案中明确规划
了丰富多样的商业场景，涵盖物流运输、
应急救援、低空文旅、智慧城市、载人交
通等诸多领域，力求实现“100+”低空飞
行服务应用，全方位地拓展低空经济的
发展边界。

据新空副总经理李洋介绍，“在该方
案的指引下，我们积极携手各区，全力申
请城市空中交通管理试点，为商业载人
城市空中交通的发展贡献力量。根据试
飞的情况，公司将进一步完善航线运营
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航线在未来能够
安全、高效和舒适地服务于广大旅客。”

“去年年底，我们和林洋航空共同纳
入上海市经信委的长三角低空载人示范
项目。”李洋解释说，按照协议，他们需要
在三年内完成长三角45个区县市的通
勤。比如浦东到闵行的市内通勤，昆山、
海宁、绍兴等到上海的通勤。公司除了
虹桥机场、浦东机场和黄浦江基地外，未
来还考虑在BFC外滩金融中心、高星级酒
店的楼顶机坪设站点。

目前，新空已经开设了包括昆山—
浦东等9条常态化的低空载客航线。“以

昆山—浦东路线为例，去年的价格是
1600~1800元，今年春运我们折上折，一
趟的价格598元/人。如果大众接受度比
较高的话，我们未来将按照这个优惠价
定价。”据李洋介绍，去年8月份到年底，
这9条交通路线累计飞了60多班，客座
率50%左右。

“目前，公众对直升机的低空出行知晓
度不高，还抱着奢侈品的态度。”去年是低
空经济元年，新空直升机也开始思考直升
机市场从小众化到大众化的转型。李洋介
绍说，如果说最初他们定位的目标客户是
头等舱和商务舱的两舱客户的话。那么随
着客座率提升，直升机的价格越来越亲民，
会有越来越多的市民能坐得起直升机。

他举例说明，公司有两个基地是依
托于虹桥、浦东机场的。希望将虹桥一
年4000万，浦东6000万的客流量转化为
低空出行的旅客。“有个典型案例，有留
学生抵达上海机场，想要去苏州，下飞机
之后直接坐摆渡车到直升机基地，直飞
苏州工业园区。未来上海的机场除了有
出租车、网约车、轨道交通的指示牌，可
能还会规划低空交通的指引方式。”

“去年，我们的空中旅游和交通的载
客量是6200多人次。我们计划在2025年
交通载客量达到5000人次，旅游载客量
达到15000人次。我们还将新增6个定点
航班，贯通15个区县市。”李洋透露说。

如何让“打飞的”飞入寻常生活？
人均598元就能“打飞的”

常态化低空载客航线价格并不高高在上

今年的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培育壮大低空经济”。上海两
会召开期间，多达9条代表建议是
和低空经济有关的。

2025年新年第一天，一名小
红书博主记录了自己坐直升机在
黄浦江上跨年的经历。这一炫酷
的跨年方式赢得了1w+的点赞。

春节期间空游254架次（508
人次），交通26架次（交通出行人
数约100人次）。昨天是开工第一
天，盘点了春节期间的起飞数据，
上海新空直升机有限公司的创始
人曹新田感到低空经济这个风已
经吹起来了。“继2024年最后一天
跨年包机后，今年除夕又有家庭包
下了一架BELL429双发直升机，
在辞旧迎新之际在空中俯瞰浦江
夜景，来一场地地道道的Cityfly。”

那么，低空经济真的崛起了吗？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交通通勤

“除了除夕夜黄浦江0点跨年包机，春
节假期，我们持续运营，在龙华飞行基地开
展黄浦江陆家嘴空中游览，同时在星野飞
行基地开展迪士尼空中游览。给市民、游
客多一种游览选择，Cityfly玩在上海。”新
空直升机工作人员黄佳蕾说。

前不久，从事青少年培训工作的秦先生
在直升机上度过了自己的三十岁生日。六
人座的机舱里，还有他的妈妈和两位好友。

秦先生订的是黄浦江陆家嘴低空游览
航线，晚间航线的人均票价是一人2980元，
并不算便宜。

但对他来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体验
一场与众不同的新潮出行方式，从空中欣
赏上海地标性建筑，这笔钱花得很有纪念
意义。

在秦先生看来，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
还能包机浦江夜游，觉得需要花费天价，但
现在人均几千元能体验直升机，价格在自
己可接受范围内。

15分钟的低空飞行体验短暂而又美
好。机身落地后，秦先生感慨说，“从空中
看上海的感受果然不同凡响，哪怕是看到
过许多航拍的上海滩夜景照片，仍比不上
亲眼所见来的震撼。”

俯瞰上海的“三件套”不仅让寿星秦先
生啧啧称赞，也同样让一同前来的好哥们
王先生赞不绝口，“一开始三件套是在我右
手边，看得还不是特别直观，返程的时候真
正直面‘三件套’，这种近距离的打量带来
的震撼难以言表。”

这样的溢美之词，曹新田已经听了无
数次。他眼中的低空经济就是低空生活，
寓意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过去我们靠
两条腿走，现在靠四个轮子跑，未来可能就
靠两片‘翅膀’飞。这说明交通的模式发生
了变化。低空经济拥有两大场景（载人运
货），三种状态（平时、急时与战时），平时即
交通和旅游，急时就是救命急救，战时是灾

难来临，比如地震、泥石流、台风或者军事
需要等。”

从去年开始，曹新田率领团队成员分别
开设了两条空中旅游路线，分别是迪士尼度
假区低空游览和黄浦江陆家嘴低空游览。

位于松江的米旗飞行俱乐部主打做上
海轻奢户外主题团建。和新空直升机类
似，其中，俱乐部的服务项目也包括旅游观
光，分别包括三条路线：佘山深坑、佘山到
外滩、佘山到淀山湖游览。其他的主要服
务项目还包括飞行驾照、商旅包机、飞行研
学、飞行活动定制（公司拓展、年会、商务招
待、开业庆典、婚礼求婚、露营轰趴、生日派
对）、婚纱摄影及影视剧拍摄、飞机产权共
享及飞机销售等。

俱乐部创始人洪柏云介绍说，以团建
为例，费用在1000到3000元/人。客户可以
获得私人飞行知识科普、摄影、餐饮、游戏
等各种飞前飞后服务等。“高峰期的时候，
我们平均一天要跑20～30趟。有的团人数
比较多，要跑50多趟。”

为了盘活飞行基地的资源，他还开设
了自驾飞行业务，根据客户需求定制飞行
服务，包括空中俯瞰9大胜景，如月湖、天文
台、深坑酒店、泰晤士小镇、玛雅水世界、欢
乐谷、广富林遗址、辰山植物园、松江大学
城。“就像学车一样，在教练的指导下，学员
可以尝试飞行。价格是3580元起步费。时
间是地面2个小时，空中15分钟。”

从2018年开始，洪柏云就明显觉得直
升机的需求量在增大。他义无反顾地投入
了这一行，但没想到蛰伏期来得有点长，直
到2024年下半年，他才真的感到“风来了”。

“现在市场已经一点点敞开了。我预
感再过两年左右这个市场的经济增长会突
飞猛进。”洪柏云算了笔账，全国无人机运
营商数量从原来的几百家到现在的上万
家。而载人的直升机、固定翼、滑翔伞等飞
行器公司的数量翻了至少一番。

Cityfly玩在上海
体验一场与众不同的新潮出行方式

青年报：上海低空经济发展情况如

何，目前遇到哪些瓶颈？

御风未来副总裁岳婷婷：上海在全国
低空经济创新发展中走在前列。2024年
底，上海地方六大国企共同参投的上海低
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成立，对上
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平台
支撑，让上海低空经济四张网（基础设施、
航线、低空智联、服务网）的建设有了切实
的抓手和市场主体，同时形成了强大的产
业链集聚效应。根据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发布的相关方案，计划到2027年建立低
空经济核心产业规模达500亿元以上，在
全球低空经济创新发展中走在前列，联合
长三角城市建设全国首批低空省际通航
城市，建成全国低空经济产业综合示范引
领区，并于2027年底前全面形成上海市
低空公共航路网络架构，累计划设低空飞
行航线不少于400条。

要发展先要打破瓶颈。受限于上海
高密度的建成区域，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
受限。希望有关部门可以统筹以政府为
主导的公共服务领域，积极推动智慧城
市、应急消防、低空物流等场景运营服务，
推进产业商业化进程。

青年报：“空中出租车”到底何时能推

出？需要克服哪些困难？

岳婷婷：我们力争在2027年取得载

人适航证，实现点对点载人航线飞行，替
代部分直升机进行载人运营。目标是在
2030年前后大规模客运，逐渐完善市内和
城际网线覆盖，实现市内通勤、城际互联、
岛屿速通，尽早进入高频次、常态化、低风
险的运营，让“打飞的”成为现实。

需要克服的困难是方方面面的，包括
整机厂、监管层面、建立安全信心等。从
整机厂层面而言，企业自身需要制造出获
得官方安全背书的，同时成本低到普通人
可以接受的载人eVTOL飞行器，确保飞行
器的性能和安全标准达到世界领先水准；
随着低空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适用于大
型eVTOL载人机的人员资质要求和训练
标准和适用于eVTOL等智能化新型航空
器的运营规则。在监管层面，低空经济发
展离不开完善的基础设施支撑，需要起降
点、停机坪、充电桩、地面通信、导航、监视
和气象设备等基础设施；需要用于维护低
空交通运营秩序的法律法规；需要基于现
代化信息技术的全新低空空域管理系统，
能够同时对无人机和有人机进行监管和
指挥；还需要落实到省、市、县的低空空域
行政管理部门。

对于这种新型智能化、电动化的垂直
起降飞机，需要经过高频次、常态化运营
验证，积累出能给予政府、民众安全信心
的飞行数据。

2015 年，上海首个黄浦江直升机
空中游览项目就曾开放，但项目热闹了
不过 3 天，就被沿途的居民投诉，不得
不关停。

直至今日，噪声问题仍然存在。市
民费先生建议，噪音问题可能要用技术
数据支撑来解决标准问题。“我住的地
方经常听到直升机低空飞过时很大的
声音。要发展低空经济，势必要考虑低
空飞行对居民生活产生的影响，需要严
格环评，或规划合理的路线，将影响降
到最低。”

噪声扰民是低空经济要发展绕不开
的话题。10年前曾参与过这个项目的李
洋介绍说，比如新航线的开通肯定会涉
及居民楼等人口密集区的低空飞行高度
问题，涉及基础建设点的选址评估等。

他解释说，随着低空经济的崛起，一
系列政策也得以放宽。比如陆家嘴空域
于去年10月1日开放，空域限制放开后
直升机可以在江面上飞，很大程度上可
以避免噪声扰民问题。机身上升到200
米以上，对两岸居民的影响就很小了。

米旗飞行俱乐部创始人洪柏云坦
言，早些年，自己也遇到过居民投诉的
事。但合理调整路线后投诉变少了。主
要做法就是尽量避开居民区。“飞行区域
包括空域和本场，在管控程度上本场的
自主权大一点，投诉主要也以本场飞的
时候居多。当然，低空飞行受当天天气
情况和风向影响，有时候要穿过居民区

上空，起降的位置比较低的话，就可能会
有影响。”

对噪声问题，市民栾先生有着不同
的观点，低空经济目前主要指直升机和
无人机，前者理应有航线，一般影响不
大；无人机的话小区内一般也没人放飞，
而且高于100米左右也听不见声音了。

“所以，世界这么大，让它们飞吧。”
新技术的更迭也会缓解噪声扰民问

题。御风未来副总裁岳婷婷解释说，eV-
TOL使用纯电能源，可实现零排放，具有
绿色环保、噪声小的特点，低噪音让乘客
无需佩戴降噪耳机。“以我们的 2 吨级
M1 eVTOL为例，若飞行时速是200公里，
M1的噪声只比在高速公路疾驰的轿车
高一点。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eVTOL在
飞行时产生的声音对居民的影响将变得
微乎其微。”

尽管在不少从业者看来，风已经吹起
来了，但想要实现载客量更快速增长，成
本较高仍是掣肘各大公司发展的重要原
因。李洋介绍说，该公司一架单发直升机
的成本在 2000 万，而双发则成本高达
6000多万。“低空经济的崛起催生了电动
飞机的研发。未来三年以后，相信我们能
拥抱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飞行器)
时代的到来，届时不管是人工、航空器使
用成本等都锐减，也免去了燃油费。”

事实上，上海聚集着国内多家eVTOL
厂商，“中国eVTOL五小龙”里的四家均在
上海。

噪声扰民得到缓解
eVTOL噪音仅比高速公路轿车略高

空中游览

技术更迭

“我们想象的行业前景与终局是，乘客去eVTOL停机坪
等候‘空中出租车’就像今天在公交车站等车一样便捷，其班
次也像今天的城市公共交通一样安排得较为频繁且合理，城
市各个地方都布满充足的eVTOL点位，乘客到达起飞地点
的时间成本和乘坐成本都比较低廉，eVTOL的空中出行方式
被大家广泛接受，成为城市交通网络的重要一环。”

市民包机浦江夜游。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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