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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为数不多的没有与国民经济同步发展的产业，在目前转
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广受关注。截至2018年6月底，已在中国民用航空
局取得使用许可证的通航机场共168个，获得通用航空经营许可证的企业共386家，通用航
空领域蕴含的商业机会吸引着大量资本涌入。

资本的逐利特征本身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加之我国通用航空商业模式尚不清晰、盈利前
景暂不明朗，行业投资的机遇与风险并存。更需注意的，大量社会资本在羊群效应下集聚在
处于发展初期的通用航空领域，未来几年如无法形成稳定的盈利模式，资本的大进大出将给
行业带来严重的伤害，我国的新能源行业即是前车之鉴。

通用航空产业链全揭秘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中明确指出，“加快把通用航空培育
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通用航空成为未来我
国经济新增长点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通用航空适用于我国处于不同发展阶
段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东北、新
疆等国家主要农林基地和东海、南海等海
上石油平台，通用航空可以充分发挥各产
业辅助生产工具的功能；在西南等地质条
件复杂、灾害频发省份，通用航空能够提供
快速、高效的公共应急服务；在东部沿海发
达省份，通用航空满足个性化消费需求；在
西北、内蒙古等地广人稀、交通不便区域，
通勤航空、空中出租等类型的服务可以与
公共运输航空形成有效互补。

通用航空适用于我国未来数十年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我国经济目前处于经济总
量快速发展、经济结构快速转型、社会与国
民富裕程度快速提升的阶段，通用航空的
多样性将与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契
合，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持续
发挥拉动消费作用，连续数十年支持和推
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经济起飞阶段，
通用航空可以为工农林业及海上石油提供
作业飞行；在社会逐步发展完善阶段，通用
航空可以提供抢险救灾、应急救援、医疗卫
生、城市服务、海洋监测等社会综合服务飞
行；步入高收入阶段，通用航空还可以提供

公务航空、私人飞行、航空观光、体育娱乐
飞行等消费。

通用航空适用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
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通过发展通用航
空，以较小的资金投入和较少的资源占用
就可以连接老、少、边、穷地区，有利于将落
后地区的经济社会融入国家的整体发展，
使其能够共享国家发展成果。伴随着落后
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将产生旺
盛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需求，通用航空为
城市之间人员和物流流动提供保障。

对于通用航空产业的选择，切忌盲目
跟风，拼凑堆砌全产业链。如前所示，仅通
用航空核心产业所涉及的行业门类和资源
数量就相当丰富。各企业、通航产业园区
应细致分析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消费水
平、人口结构、社会发展、自然条件等，分析
自身优劣势，找准定位发展通用航空。

对于通用航空关联产业，应更重视通
航对上下游产业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经
济发展。企业与政府要算国民经济大帐而
不是通用航空的小账，认识到尽管通用航
空目前处于投入期，盈利水平不高，但其带
来的社会经济效益远高于其投入。同时进
一步促进关联产业与通用航空核心产业对
接，通过形成完整的通用航空产业链，创造
通用航空拉动上下游产业的条件。

（来源：中国民用航空网）

从产业上游来看，通用航空产业链条
长，本行业的发展将带动上下游数十个行
业，产业技术附加值高、资金密集度高，能
够带动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从产业下
游来看，通用航空用途广泛、形态多元，兼
具生产工具属性和消费品属性，同时服务
于国民经济一、二、三产业，可以满足我国
不同发展水平区域和未来数十年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

通用航空的发展将直接催生航空领域
科技创新。通用航空的直接关联行业包括
航空器的设计、制造，机载、空管、机场等设
备和信息技术，航空器、空管和维修、机场
建设运营等，这些领域大量先进技术高度
密集，通用航空的发展客观上将驱动航空
领域科技创新。

通用航空的发展将带动高科技产业发
展。通用航空的间接关联行业包括航空航
天、空间技术、先进材料、钢铁冶金、机械制
造、自动控制、特种加工、电子信息等一系
列高科技产业，通用航空发展的联动作用

将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
通用航空将有力促进地区经济结构转

型升级。如美国堪萨斯州的威奇托市，在
上世纪初还是美国主要的农产品和化工品
产区。二战之后，威奇托抓住了美国通航
大发展的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本地
区汇集了世界上最大的几家通用飞机制造
企业、超过350家世界级通用航空供应商及
10余家专业院校，生产了美国70%的通用
航空飞机，成为世界通用航空高端制造之
都。

通用航空拉动航空制造业向高端化发
展。航空工业是国家战略性高技术产业，
是国防空中力量和航空交通运输的物质基
础，是科学技术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
大力发展通用航空工业，打破民航业与航
空工业分离的旧模式，是满足通用航空快
速增长需要的根本保证，是引领科技进步、
带动产业升级、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
是实现民用航空工业跨越式发展、推动国
民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转型的现实路径。

通用航空产业选择的策略建议

通用航空关联产业

1.通用航空器制造 通用航空应用广
泛，航空器类型多。根据航空器的用途不同
将其分为公务包机、短途飞行、航空作业、飞
行训练和娱乐运动五大类。

公务包机是指用于执行公务飞行、包
机飞行任务的固定翼飞机，按照市场定位又
可以分为三类。其中高端公务机是指多发
涡喷公务机，这类机型性能优越、可进行远
程跨洋飞行，机体宽大舒适、内装豪华，价格
通常在1.5亿元人民币以上，常作为大型企
业首脑、超级巨星、政府高官及高端包机使
用；中低端公务机多采用涡喷发动机或涡轮
螺旋桨发动机，可进行中短程飞行，价格从
数千万元到亿元左右，在国外多用于企业管
理人员公务出行，国内低端公务机尚不多
见；空中出租车主要是小型单发活塞螺旋桨
飞机或直升机，用于短途飞行，价格较低，目
前国内这类业务尚未开展。

短途飞行主要是指用于执行通勤飞行
任务的航空器，具体是指“座位设置（不包
括驾驶员）为19 座或以下，最大审定起飞
重量为8618 公斤（19000 磅）或以下，用于
非特技飞行的螺旋桨驱动的多发动机飞
机。”通勤飞机大多采用双发涡桨发动机、
可收放式起落架、下单翼布局，这类机型巡
航速度不高、飞行距离一般在500公里以
内。通勤飞行多用于地形条件恶劣、不便
于发展陆路交通的地区，开展点对点的穿
梭往返。

航空作业类主要是指用于执行航空作
业任务的航空器，具体是指“座位设置（不包
括驾驶员）为9 座或以下，最大审定起飞重
量为5700 公斤（12500 磅）或以下，用于非
特技飞行的飞机。”一般采用单发活塞发动
机、固定式起落架、上单翼布局。

2.通用航空保障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通用航空运营所涉及的各类运行资源与运
输航空相近。按照资源或服务的获取方式，
本文将其分为市场资源和非市场资源两大
类。市场资源主要是指企业可通过市场购
买获取的运行资源。包括机场、人员、油料
和航材、航油、中介代理等其他资源。

通用航空活动既涉及通用机场和临时
起降点，也能够使用一些不太繁忙的运输机

场。截至2012年，我国共有70个通用机场
和329个临时起降点。2012年6月出台的
《通用机场建设规范》中明确了三类通航机
场的定义，指出一类通用机场是具有10—
29座航空器经营性载人飞行业务，或最高
月起降量达到3000架次以上的通用机场；
二类通用机场是指具有5—9座航空器经营
性载人飞行业务，或最高月起降量在600—
3000架次之间的通用机场；除一二类之外
的属三类通用机场。

目前我国通航从业人员约为1.1万人，
通用航空的各类人员都比较紧缺。通用航
空人员按照工作性质可分为经营管理人员
和专业技术人员两大类，专业技术人员又可
细分为维修人员和飞行人员两大类。目前
国内91部、135部公司飞行人员不足1000
人，61部和141部航校教员800人左右，且
通航飞行人员年龄偏大，不利于行业发展。

通用航空器使用的燃料包括航煤和航
汽。大部分作业类、训练类航空器需要使用
航空汽油，但目前国内航汽供应不足，市场
价格高企，制约了行业发展。由于通用航空
机型多、单机型规模少，造成了通航航材保
障困难。通用航空的融资租赁主要针对公
务机和航校大规模采购，但国内作业企业经
营规范性不足、盈利性较差，导致了针对于
作业类和私人飞行类航空器的支持力度不
足。

3.通用航空运营 通用航空作业类别多
样，本文将其归结为四类：商业运输、特种飞
行、非特种作业和非商业飞行。第一类是商
业运输，指按照135部使用起飞全重5.7吨
以下的飞机、旋翼机进行的定期载客运输，
使用起飞权重3.4吨以下的飞机、旋翼机进
行不定期载客运输、货运，业务形态上表现
为公务航空、通勤飞行和短途货运。第二类
是特种飞行，主要是改变了航空器的重心、
气动外形等，具体包括使用限制类航空器所
从事的特种作业以及作业飞行。第三类是
使用正常类航空器的非特种作业，包括航空
服务、飞行体验、观光游览等。第四类是非
商业运营，包括私人飞行、娱乐飞行、自有公
务机运营等自用类飞行和医疗救援、警航消
防、应急救援等社会公益性飞行。

通用航空核心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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