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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必須抓緊低空經濟機遇  

 

在今年 3 月的全國兩會上，「低空經濟」首次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加入

戰略性新興產業行列，凸顯中央的重視，開啟我國的「低空經濟元年」。有關部

門明確提出到 2030 年，內地低空經濟將達至萬億元人民幣級別的市場規模，並

為此制訂 5 大重點任務和 20 項具體工作部署。按統計，迄今至少有近 30 個省市

已將低空經濟寫入當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地方政府紛紛以此「明志」，顯示對

該領域的重視和大力發展的決心。 

 

近年歐美國家對低空經濟的發展亦顯示濃厚興趣。繼美國在 2022 年公布《先進

空中交通（AAM）領導協調法案》後，歐盟委員會亦發布《歐洲無人機戰略 2.0》，

從戰略層面對低空經濟的發展進行部署。 

 

調查指，2022 年全球民用無人機產業市場規模約 304 億美元，預計至 2026 年將

增至 413 億美元。頭頂的藍天正是產業發展的下一個「藍海」，香港須抓緊機遇，

參考深圳及其他成功經驗，盡快開展本地各種試飛項目，成立跨部門專責小組協

調工作，及研究在法規上拆牆鬆綁，推動低空經濟發展，在這一超長新興產業鏈

中找尋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機會。 

 

值得一提是，日前原定安排在十一煙花匯演開始前的無人機環節無法進行，港府



指原因是維港上空出現由太陽風暴引致的「電離層閃爍」現象，令無人機無法接

收到衛星定位信號，有機會導致無人機出現偏離，圖案散亂，甚至碰撞，故只能

停止有關表演。但市民質疑為何一河之隔的深圳，一連 7 晚都能上演萬架無人機

表演，是否香港承辦商技術出現問題。 

 

事實是，在深圳及香港表演的都是同一間承辦商，分別在於深圳當晚押後了表演

時間，待「電離層閃爍」情況減弱，就能照常起飛。「電離層閃爍」在局部地區

的影響強度變化很大，強弱會有不同，很難預測。就如新界某區落大雨而港島區

未必有雨一樣。在極高強度「電離層閃爍」區域無人機需暫停表演，而同一時間

在中等和較弱的區域則可繼續。深圳政府就預早通知市民當日如遇氣象因素變

化，可能提前、延後或取消，以實際情況為準，讓市民有所準備。 

 

低空經濟、無人機物流配送、載人等技術，是近年才開始廣泛應用，一兩次因氣

象因素不能表演事小，不會對低空經濟整體發展有大影響，正如不會因有颱風影

響飛機升降而不發展空運，相信未來有關技術必然會有突破。 

 

建立協調管理系統 

 

惟從今次事件可見，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套低空空域協調管理系統，系統需能實現

低空飛行活動管理、低空空域協調管理、無人機反制管理、低空營運商管理等，

同時系統需與天文台合作做好風險評估及清晰指引，以應對突發事件。新一份《施



政報告》臨近，筆者期望政府能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具體提出未來發展路向、

試點運作、大灣區協作等，全面推進低空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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