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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度 民 用 直 升 机 市 场 保 持
增长势头，交付数量比 2022 年增长
9.8%，交付产品总产值比 2022 年增长
11.2%。制造商方面，空客直升机公司、
莱昂纳多直升机公司的市场优势明显，
贝尔、罗宾逊、西科斯基等制造商也有
一定销量。

市场年度表现

2023 年，全球民用直升机年度交
付 数 量 为 963 架， 比 2022 年 度 增 长
9.8%；交付产品总产值为 44.01 亿美元，
比 2022 年度增长 11.2%，市场持续复
苏。制造商方面，空客直升机公司仍然
牢牢占据市场榜首位置，交付量占市场
总量 32.8%，产值占 47.6%。其余几大
制造商分别为莱昂纳多、贝尔、罗宾逊、
西科斯基。以上 5 家制造商垄断了全球
市场 95.86% 的产量和 99.09% 的产值。

与 2022 年 相 比，2023 年 度 民 用
直升机市场总体呈现出进一步回暖的趋
势，产量产值分别有 9.8% 和 11.2% 的
提升。其中莱昂纳多和西科斯基 2 家
公司的产量产值提升明显，成为市场
的主要增长点，具体到产品方面则是
AW139、AW169 和 S-70i 的 销 量 提
升。

尽管市场上的制造商份额排名没
有变化，但多家制造商的产量产值均有
一定波动，其中莱昂纳多、西科斯基 2
家制造商销量激增。莱昂纳多直升机
公司的产量产值均有较大增幅，分别
为 46.8% 和 30.2%，西科斯基公司的
市场表现也有所恢复，由于 2022 年交
付量基数较小，其产量产值增幅达到了
300% 和 257.4%。其他制造商市场销
售情况基本保持稳定。

由于海上油气开采需求增长等原
因，2023 年度民用直升机产品，特别

是更为先进、性能更强的新研机型的销
量开始增长。例如，6 吨级的 AW139
产 量 提 高 约 50%，H160 产
量 增 加 2 倍，5 吨 级 产 品 如
AW169 也有较大幅度增长，
S-76 也恢复了交付。但大型
机市场则起色不大，主力产品
H225、S-92 交付量均有所下
降。

2023 年度产量增幅较大
的多为近年上市的新研产品，
其中 H160 作为 2022 年度上
市的最新产品，在 2023 年度
获得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
家适航认证，销量也从 2022
年度的 3 架机增长至 9 架机

（该机所在的 6 吨级市场的绝
对霸主 AW139 销量为 31 架
机）。莱昂纳多公司的新产品
AW169 的 销 量 也 有 较 大 增
幅， 从 2022 年 度 的 10 架 增
长至 22 架，填补了“海豚”
停产留下的市场空缺，并超过
了 5 吨级市场上的 2 个传统机
型贝尔 212 和 S-76。

重点产品项目进展

空直公司全新研制的 6 吨
级民用直升机 H160 于 2020
年获得欧洲 EASA 适航认证
以来一直在努力拓展美国等海
外市场。2023 年 6 月，H160
获得美国 FAA 适航认证，12
月获得加拿大和马来西亚民
航局认证。与之同时，H160
也获得大量订货，2023 年 4
月获得我国捷德航空的 50 架
采 购 合 同，9 月 获 得 美 国 最
大的通航公司之一 PHI 公司
的 8 架采购订单。其豪华型
ACH-160 也于 3 月交付了首

架，交付客户是沙特阿拉伯的 THC 公
司。

AW609 在 美 国 和 欧 洲 2 个 主 要
地区的适航取证和生产工作取得进展。
2023 年 2 月，FAA 的 飞 行 员 完 成 了
AW609 的型号检查预核准 pre-TIA
飞行试验。3 月和 7 月，莱昂纳多公司
两次邀请 EASA 飞行员参加 AW609
项目活动，驾驶 AW609 完成了飞行。
5 月，莱昂纳多公司与 Westar 公司达
成协议，后者将租赁 AW609 在东南亚
地区开展飞行业务。6 月，莱昂纳多完
成了 AW609 最终生产构型的首飞。这
些工作进一步推进了 AW609 的取证和
交付工作进程。

2023 年度多家公司开始验证生态
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可行性。贝尔 505 于
2 月开展了使用 100% 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的飞行试验。11 月，莱昂纳多在
AW139 上 使 用 100% 的 SAF 完 成 了
首飞。SAF 由废弃食用油和其他生物
基原料制成，这次使用的燃料由 Neste
公司研发，由于含有使用植物糖生产的
芳烃，可直接用于常规的航空燃油发动

机中。5 月和 11 月，莱昂纳多
分别和 2 家运营商 AW139 在马
来西亚和阿布扎比使用 SAF 完
成了实际飞行任务。

未来展望

2023 年，民用直升机市场
继续保持了增长势头，且增幅相
比 2022 年度有所提高，市场产
值增幅已达 11.2%，预计 2024
年度将继续保持这一势头。俄乌
冲突持续导致的全球能源供应紧
张，进而带来的各国加大海上油
气资源的勘探和开采力度，已在
中大型机市场上得到体现，并将
继续促进市场增长。

产品方面，由于当前市场总
体形势仍处于缓慢恢复阶段，各
大制造商对于新产品研发总体上
仍将保持谨慎观望的策略，目前
已知的仅有贝尔 525、AW609
等少数几个型号有望上市。未来
一段时间内，市场上不太可能有
较多新产品甚至新改型项目启
动。

新兴领域方面，电动垂直起
降领域蓬勃发展，产品、技术、
供应链的发展十分迅速，且获得
大量投资和政策支持，可能成为
未来民用直升机产业发展的新
契机和主要增长点。同时，高速
直升机技术也有望在近期取得进
展，其中有望在 2024 年出现的
成就包括 AW609 完成取证开始
投入使用，空客直升机公司的复
合推进高速直升机首飞等。

（作者单位系中国航空工业
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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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客中国战略关键词：本土化与产业合作
3 月 19 日，中国民航局发布的数

据 显 示，2024 年 2 月 民 航 完 成 运 输
总周转量 116.4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46.8%，行业运输总体规模创历史新高。
其中，中国航空公司在国际航空市场恢
复加快，国际航线运输总周转量达到 
34.6 亿吨千米，同比增长 108.6%，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9.9%，首次超过疫情
前同期水平，较今年 1 月提高 12.1 个
百分点。

中国航空业正在摆脱疫情的影响，
重回增长轨道。“目前，中国是空客在
全球范围内最大的单一国别市场。”空
中客车（以下简称“空客”）全球执行
副总裁、空客中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徐
岗对经济观察报说。

根据空客最新的全球市场预测，
未来 20 年，中国的航空客运量年均增
长率将达到 5.2%，是全球平均水平的
近两倍。

1970 年 12 月 空 客 于 法 国 成 立。
20 世纪 60 年代飞机制造商之间竞争激
烈，作为航空公司联合企业，空客创
建的初衷是为同波音和麦道那样的美
国公司竞争。

时值中法建交 60 周年，已经进入
中国市场 30 余年的空客拟用持续投资
证明其对中国的信心。目前，空客正
在拓展 A320 系列飞机的总装能力，在
天津空客亚洲总装线建设第二条生产
线，并加力拓展货运、飞机全生命周
期服务以及航空业低碳化等领域。

潜力

中国民航局预测，2024 年国际客
运市场的复苏势头将加速，预计到年
底，每周的国际航班量将达到 6000 班
左右，恢复至疫情前的约 80%。2024
年，中国国内客运市场将继续稳定增
长，预计全年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将
达 6.3 亿人次，超过 2019 年 7.7 个百
分点。

空 客 内 部 评 估 认 为，2023 年
以 来， 中 国 航 空 市 场 呈 现 强 劲 复 苏
势 头。2023 年 底， 空 客 对 外 发 布 了
2023~2042 年全球航空服务市场预测，

认为中国将在未来 20 年超过欧洲和北
美等较为成熟的服务市场，成为最大
航空服务市场。到 2042 年，中国航空
服务市场价值将达到 541 亿美元，复
合年增长率为 5.8%，需要服务的在役
飞机将超过 10930 架。随之带动的飞
行员、技术人员和机组人员的需求增
长超过一倍，从 2023 年的 21.2 万人
增加到 2042 年的 56.1 万人。

据此，空客方面表示，中国航空
市场潜力巨大，是空客在全球至关重
要的战略市场。中国市场已经成为空
客在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别市场，目前，
空客向中国交付的飞机数量已占全球
总交付量的约 20%。

空客方面分析，2023 年，中国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增 长 5.2%， 超 过 126 万
亿元，呈现出非常稳定的增长态势。
2023 年以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利好
政策，例如，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
投资力度的意见》等，去年底召开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要扩大高
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
水平。在 2024 年全国两会上，政府
工作报告里也提到要全面取消制造业
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并且提升外
籍人员来华工作、学习、旅游便利度。
这些政策表明了中国推动经济发展的
决心，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也必将提升

全球经济的表现。
此外，空客方面认为，中国政府

对国内实体制造业的发展愈加重视，
航空产业正好可以借中国发展制造业
的契机和各级地方政府展开合作。随
着中国不断扩大内需和刺激消费，各
地也在推进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这
也给包括空客在内的企业释放出更多
市场潜力。

拓展

2024 年，空客将在中国继续加大
投资。本地化和产业合作会是空客在
中国的战略关键词。目前，空客正在
拓展 A320 系列飞机的总装能力，打算

在天津空客亚洲总装线建设第二条生
产线。

空客方面预计，2024 年随着单边
和双边免签政策实施，中国国际航空市
场还将进一步强劲复苏。因此，市场
对执行国际航线的宽体飞机的需求必
将不断凸显，空客拟持续为中国市场
提供 A320neo、A330neo 以及 A350
等新一代现代化节油环保机型。

随着航空运输量的不断增加，航
空公司对资产维护、人员培训、机队
运营、旅客体验提升等方面的需求也
与日俱增。

空客已经将机队管理服务和飞机
全生命周期服务调整为企业的优先发

展事项之一。2024 年 1 月，空客在欧
洲以外唯一的空客飞机全生命周期服
务中心已经在成都开业。

空客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市场是中
国的货运市场。在电子商务和全球贸
易增长的推动下，货运需求的活跃是
中国航空市场的另一个主要趋势。空
客方面预计，中国市场未来 20 年将需
要约 2510 架货机，其中 920 架将是新
货机。为了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货运
市场需求，空客将 A350F 货机推向中
国市场。此外，A320、A330 系列飞
机客改货项目也能让客户以较低成本
运营货运航线。

空客在中国市场的工业足迹，也
延伸到了航空全产业链，覆盖采购、大
部件生产及安装、飞机总装交付、飞
机运行支援、航空服务合作及飞机循
环利用的多个阶段。

挑战

目前，空客面临的挑战之一来自
供应链。航空产品具备长周期特征，
计划和生产周期都相对较长，需要提
前备好存量，从整个国际航空市场来
看，航空器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攀升。

包括空客在内的全球航空业面临
的另一个共同挑战是 ：如何实现净零
碳排放。空客的目标是到 2050 年实现
净零碳排放。

空客给出的解决方案是 ：以可持
续航空燃料 SAF 取代传统化石燃料。
空客方面认为，中国在 SAF 燃料的原
料获取、生产加工方面拥有巨大的优
势，这正是航空业的新质生产力之一。
下一步，中国可以将资源优势转化为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品优势，这将有
利于航空业去碳化目标的推进，空客
也将从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目前，空客在中国已经将 SAF 燃
料用于试飞和交付飞行，并同国家发
展与改革委、中国民航局、中国航油、
中国石化、国家电投、各航空公司等
合作推动 SAF 燃料的规模化生产和利
用。 （王雅洁）

全球民用直升机年度发展综述全球民用直升机年度发展综述

波音首席执行官
将于2024年底卸任

据 中 新 网 消 息，3 月 25 日，
美国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戴夫·卡
尔霍恩宣布将于 2024 年年底卸任。

25 日，卡尔霍恩在给员工的
信中宣布了这一消息，并将 1 月 5
日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1282 次航班
事故比作波音的“分水岭”。卡尔
霍恩当日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
业频道采访时表示，辞职决定完全
是自己作出的。

另外，波音当日在一份声明
中表示，2019 年底开始担任公司
董事会主席的拉里·凯尔纳决定不
在即将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上竞选
连任。董事会选举史蒂夫·莫伦科
普夫接替凯尔纳担任独立董事会主

席，带领董事会选择波音下一任首
席执行官。莫伦科普夫曾担任高通
首席执行官，自 2020 年起担任波
音董事会成员。

同时，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斯坦·迪尔将退休，
这 2 个职务由公司首席运营官斯蒂
芬妮·波普接任。波普曾任波音全
球服务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并
于今年 1 月出任波音首席运营官。

最近数月，波音客机发生内嵌
式应急门脱落、发动机起火、轮胎
掉落、冲出跑道以及机翼受损等事
故，这家飞机制造商因此受到来自
美国监管机构、航空公司和国会等
方面的压力。 （郭季）

近来，多个国产电动垂直起
降航空器在适航审定、航线执飞、
上线销售等方面进展频频。

3 月 20 日，全球首个获得适
航证的亿航智能 EH216-S 无人
驾驶载人航空器以 199 万元实现
线上成交。3 月 22 日，峰飞航空
科技自主研发的 V2000CG 无人
驾驶航空器系统获得由民航华东
局颁发的型号合格证，成为全球
首个通过型号合格认证的吨级以
上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当 前， 随 着 国 产 电 动 垂 直
起 降 航 空 器 从 实 验 室 走 向 直 播
间、 从 试 验 品 成 为 消 费 品， 以
eVTOL 为代表的航空器正成为
低 空 经 济 商 业 化 落 地 的“ 助 推
器”。业界专家表示，我国在航
空器制造方面已有较强基础，未
来，还需进一步强化相关配套支
持及消费市场的培育，从而推动
低空飞行产业、低空经济更好更
快发展。

产业链高度集成

低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产业链条长，涵盖了航空器
研发制造、低空飞行基础设施建
设运营、飞行服务保障等各产业；
应用场景丰富，既包括传统通用
航空业态，又融合了以无人机为
支撑的低空生产服务方式。

据 民 航 局 数 据， 截 至 2023
年底，我国通航企业达 689 家，
在 册 通 用 航 空 器 3173 架， 通
用 机 场 451 个， 全 年 作 业 飞 行
135.7 万小时，近 3 年年均增速
超 12% ；无 人 机 设 计 制 造 单 位
约 2000 家，运营企业近 2 万家，
国内注册无人机 126.7 万架，同
比增长 32.2%，飞行 2311 万小时，
同比增长 11.8%。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动
力工程研究所副所长钱煜平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低空经济主
要包括低空制造、低空飞行、低
空保障和综合服务等主要环节。
其中，低空制造作为低空经济产
业链的上游，主要包括低空飞行
汽车、物流无人机等航空器的设
计、研发、制造等环节。低空飞
行 是 低 空 经 济 产 业 链 的 核 心 环
节，包括低空飞行汽车、物流无
人机等航空器的运行、维护、管
理等服务。“这个环节需要高度
专业的飞行员、物流无人机飞手、
空路管理等支持，需要设置大量
的低空飞行服务就业岗位，岗位
的专业性很强。”低空保障包括空
路管理、低空飞行安全、地勤维
护、充电站等服务。综合服务是
低空经济产业链的下游，主要包
括应急救援、城市空中通勤、城
市空中物流、测绘等综合性服务。

“低空经济产业链是一个高
度复杂、高度集成的产业链，需
要各个环节的紧密配合和高效协
作。在我国无人机和电动汽车的
技术创新与产业供应链优势基础
上，低空经济产业链还将不断扩
大和深化，形成新质生产力，为
社会发展提供新动力。”钱煜平
指出。

需要持续的技术创新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民航
经营管理学院副院长綦琦对记者
指 出，“ 在 以 eVTOL 为 代 表 的
航空器的研制方面，我国在全球
已处于并跑乃至在很大程度上处
于 领 跑 的 水 平。 同 时， 我 国 的
eVTOL 航空器生产厂商在全球

范围内也较早获得了认证，说明
我国对于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
适航审定也走在了前面。”

“这也反映了我国在发展以
低空经济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
过程中，已经具备了技术、产业
等方面的储备。”綦琦表示。

技术积累是低空经济发展的
重要基础之一，针对当前我国低
空飞行技术发展水平，钱煜平指
出，“我国在低空经济领域已经具
备了一定的基础。例如，在无人
机、飞行汽车等领域已经产生了
国际领先的公司，如大疆、吉利
沃飞、亿航智能、小鹏汇天等企
业。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低空飞
行安全管理和空域管理经验。但
低空经济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技
术挑战。例如，我们需要进一步
提高无人机、飞行汽车等航空器
的续航能力、安全性和智能化水
平。”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代表
之一，“低空经济”今年被首次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引发业界内外
广泛讨论。2024 年全国两会期间，
多位代表委员围绕如何发展低空
经济提出了建议。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航发湖南动力机械研究所专
职总师单晓明曾指出，低空经济
是慢热型的，要有技术积累，所
以这个产业不能一哄而上、不能
泡沫化，要在传统产业基础上提
质升级，加快通航动力自主研发。

商业化落地
还需配套支撑和市场培育

近来无人驾驶载人航空器线
上 成 交 的 消 息， 引 发 了 外 界 对
于低空经济商业化落地的讨论。

“低空经济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
产业，还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
程。” 綦 琦 说。 在 綦 琦 看 来， 目
前通航的场景、消费者市场的培
养尚不充分。“对比低空经济和
汽 车 产 业，eVTOL 航 空 器 就 好
比是车辆。车辆消费的动力在于
有没有合适的路，同样，eVTOL
要成为消费品，一定要能满足终
端消费者的出行需求，适应多种
场景，这很重要。”

“让 eVTOL 满足终端消费需
求，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支撑，包
括空域、起降场、监管方面的政
策法规等。”綦琦表示。

对于发展低空经济所需的关
键支撑条件，钱煜平向记者表示，
一是法规和政策支持，政府监管
部门需要制定和完善低空飞行的
相关法规和政策，明确低空空域
的使用和管理规则，为低空飞行
商业化提供法律保障。二是技术
支持，低空飞行需要推动航空器、
导航、通信、空管等技术向高安
全、智能化发展，确保城市高密
度飞行的安全性和效率。三是基
础设施建设，低空飞行商业化需
要建设相应规模的起降点、机库、
充电桩等保障基础设施，以保障
运营。四是安全管理体系，需要
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包括
无人机、飞行汽车等航空器的安
全检测、飞行员 / 飞手的培训和
考核、飞行计划的审批和执行等，
以确保低空飞行的安全性与有序
性。五是市场推广和品牌建设，
低空飞行商业化需要有秩序的市
场推广和品牌建设，建立公众对
低空飞行安全的信心，提高公众
对低空飞行的认知和接受度，促
进低空经济发展。

（黄昂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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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低空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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