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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U A N G F U

通用航空
谁的盛宴
本报记者 杨传忠 实习生 党正

“十年前，你能想到今天人人有手

机、随处可上网、许多人开私家车吗？

那为什么不能相信十年后私人飞机也

会出现红红火火的场景？”

11月，对山东的通用航空界来说可

谓喜事连连：月初，山东齐翔航空获国

内商业运行资质，成为济南首家、山东

第五家持证起飞的通航企业；中旬，珠

海航展，山东滨奥飞机一举签下34架飞

机采购订单；同时国家空管委高层密

集表态“2013年低空将逐步开放”，让通

航业内人士欢呼雀跃。

一时间，仿佛中国的飞行天空到

处印满了钞票。这个市场一旦开发，将

会出现一个天文数字的聚宝盆，上下

游产业可撬动超万亿市场。为了在即

将“井喷”的通航市场分一杯羹，央企

抓紧布阵，民企磨刀霍霍，通航企业从

2002年的不到40家猛增至今年的140家，

更有百家企业排队待建，各省市也竞

相设立航空产业园……

机遇显而易见，可即使低空开放，

在通航基础设施建设还远远达不到的

情况下，这更像是一场口头的盛宴：航

空园区是否过多过滥一窝蜂？产业布

局是否同质化？是否脱离实际盲目上

政绩工程？守着还未真正出炉的大蛋

糕，通用航空还需理性思考，再动刀

叉。

有飞机却飞不起来

紧箍咒的松绑
“这次航展，国家空管高层

密集表态，低空开放的政策信号
比多卖几架飞机更振奋人心。”
28日，刚参加完珠海航展的山东
齐翔通用航空运营总监孟晓东
这样告诉记者。作为通航产业发
展的先决条件，低空开放无疑是
天大的利好消息。

“通用通用，大家都用。”通
用航空是指使用民用航空器从
事公共航空运输以外的民用航
空活动，包括从事工业、农业、林
业、渔业和建筑业的作业飞行以
及医疗卫生、抢险救灾、气象探
测、海洋监测、科学实验、教育训
练、文化体育等方面的飞行活
动。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限制
1000米以下低空空域的飞行活
动，通用航空应用领域几乎不被
人知。目前，我国商业航空已跻身
全球第二，但通用航空几乎未起
步，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而正常情
况是，一个国家的通用航空市场
应远大于商业航空。

“造成这种不正常的就是低
空管制政策。我在美国驾驶飞机
时，呼叫塔台后告诉他飞行路
径，5分钟内基本就能获批起飞，
而我们提前半个月申请也不一
定能飞成，很可能因为临时管制
把你的航线取消。”孟晓东无奈
地说，“公司的几架飞机几乎一
直在莱芜机场闲着，飞起来一次
尤其是长距离转场的话难上加
难。”

有飞机却飞不起来，政策的
紧箍咒让通用航空难以真正起
飞。“我国将于2013年初在全国
范围展开低空空域管理改革！”
国家空管委办公室空管局副局
长马欣在珠海航展上的表态，让
通航业内人士一片欢呼雀跃。

据介绍，目前中国低空空域
管理改革试点已扩大到沈阳、广
州管制区以及唐山、西安、青岛、
杭州、宁波、昆明、重庆管制分区
这“两大区七小区”。马欣强调
说，未来十年，有望对全国所有
空域完成低空空域分类，一批

“破冰”的配套条例规定也将推
出，通用航空飞行审批程序将大
大简化，“现在管制空域飞行已
由飞行前15小时提出，缩短为4
小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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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游撬动超万亿市场

下一个汽车时代

“现在不差钱的人有的是，像
你们山东滨奥飞机产的DA40价格
才300多万一架，空域放开后这毫
无疑问将是下一个汽车时代。”365
私人飞机网负责人周鑫科如是告
诉记者。

生产“本山”号的庞巴迪公司预
测，中国私人飞机的潜在客户已经
超过了15万人，中国六分之一的富
豪计划购买私人飞机。2011年至
2020年期间，庞巴迪交付给中国的
私人飞机将达930架。据业内保守估
计，未来十年，中国通用飞机将保持
20%以上的高速增长，增长量将超
过1万架，按单架飞机平均价格300
万元人民币计算，低空开放后，将在
上下游产业撬动超万亿的市场。

“不光私人飞机，空中救援、警
务巡逻等未来也将逐渐普及。我们
正在与省卫生厅等部门洽谈合作，
比如堵车需要送急救病人或送特
殊药品。高速公路事故救援也是重

要应用领域，前两天大雾京台高速
泰安段的双向堵车事故，如果有直
升机就可迎刃而解。”孟晓东说。

即便目光只盯住山东本省的通
用航空运营市场，通用航空专家、中
航通信息研究所首席专家李大立也
认为大有文章可做：“山东沿海有大
小300来个岛屿。各个岛屿之间、岛
屿与陆地之间的交通依靠通用飞机
往来将非常方便快捷。此外，山东旅
游资源丰富，‘五岳之尊’泰山、‘人
间仙境’蓬莱、‘八百里水泊’梁山
泊，以及黄河入海奇观等，都是开发
空中旅游项目的好去处。”

“随着我国低空领域的逐步放
开，通航将成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新
生力量，通用航空消费也将快速拉
升，成为下一个经济的增长极。”民
航山东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
平告诉记者。相关研究显示，通用
航空产业的投入产出比为1：10，其
市场价值远大于汽车产业。

排队待批的航空企业超百家

一窝蜂的担忧

2002年，中国开展运营的通用
航空企业不到40家，到2012年7月
底，全国持有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
的企业已上升至140家。而目前排
队待批筹建的企业超过100家。也
就是说，超过240家企业正准备分
食通用航空市场蛋糕。

同样是基于对巨大市场前景
的憧憬，各地政府发展通用航空的
冲动空前高涨。据记者不完全统
计，目前全国各省市竞相设立的航
空产业园区总数已超过40个。记者
从山东航空产业协会了解到，目前
我省也依托滨州、青岛、莱芜通用
航空产业的既有基础，未来将打造
以滨州为中心的制造业、以青岛为
中心的运营服务业、以莱芜为中心
的航空运动培训业务这三大产业
板块。

但并非所有人都对这看似美
好的“钱景”乐观，在众多条件的制
约下，这更像是一场口头上的盛
宴。低空空域的改革限度，飞机制
造的有限产能，通用机场的数量，
驾驶员的培养周期，这些都是中国
通用航空发展的“紧箍咒”。

“空域放开了，还得有配套的

通航基础设施建设。中国通用航空
机场只有100多个，持证飞行的驾
驶员只有1700多名。而在美国有一
万六千个配套机场，60-120美元每
小时就能租架飞机，就跟我们的租
车似的，很方便。”山东齐翔航空运
营总监孟晓东说道。

但他并不同意目前通用航空
企业数量过剩的观点，“通用航空
企业的审批、筹建、运营资格、购机
申请等国家都有严格的门槛，不会
像技术含量低的行业一窝蜂地扎
堆，不是说有钱就能上马。以山东
为例，目前我省自有通航飞机的作
业能力还不到需求的十分之一。”
根据山东民航业“十二五”路线图，
到2015年山东将增加10个以上的
通用机场，促进通航产业发展。

机遇显而易见。但是，各地抢
分蛋糕过程中的种种隐忧更值得
警惕。“通用航空，是改革开放30多
年唯一没有放开发展的产业，但发
展前期需要很强的专业性、政策
性、规划性，政府要加强引导，切勿
刚开始走弯路。”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通用航空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高远洋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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