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山区促进低空经济发展专项扶持措施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

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国家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关于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放宽市场准入若干特别措施的意见》等文件精神，

支持深圳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建设，抢抓低空经济产业密集创新和高

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推动南山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增强发展新动能，打造低空经济企业总部及研发基地、建设世界低空经济高

地，制定本措施。 

  第二条  本措施所称低空经济企业，是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主营业务为

通用航空、无人驾驶航空器整机及零部件研发生产制造，低空保障相关软硬

件开发及系统设计与建设，低空飞行及综合服务等低空经济领域企业。 

  第三条  本措施支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引培低空经济产业项目、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支持低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低空飞行和综合服务业、支持低空

经济企业走出去、加大低空经济金融服务支持等六大部分。各部分资金量在

资金总量控制范围内可适当调整。 

  第四条  区发展改革局、区科技创新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金融发展

服务中心）、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及区企业服务中心为本措施的主管部门，

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领导小组、区发展改革局分项资金、区科技

创新局分项资金、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分项资金、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分项



资金及区企业服务中心分项资金审批专责小组为本措施的决策审批机构，相

关部门按有关规定履行职责，负责相关申报、审核及管理活动等。 

  第五条  本措施申报主体原则上应符合《南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注册地”、“独立法人”、“每家单位单个扶持项目资助

金额原则上不得超过 1000 万元”等相关条件，但以下情形除外： 

  （一）申报第六条、第七条的主体不受《南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

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每家单位单个扶持项目资助金额原则上不得超过

1000 万元”总量控制限制； 

  （二）申报第六条第四项、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

二项的主体不受《南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注

册地”资格条件限制。 

第二章  引培低空经济产业项目 

  第六条  推动低空经济产业集聚。 

  （一）对新引进中大型工业无人机、行业应用无人机以及载物/载人 eVTOL

航空器等整机研发制造运营，以及航电飞控、动力能源、机体材料、任务载

荷等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供应商等低空经济企业，依规模等条件，给予最高

1 亿元的一次性落户奖励。 

  （二）对于新落地南山区的低空飞行器整机研发、制造及运营项目，项

目投资金额（不含地价）达到 2000 万元以上（含）的，按不超过项目实际发

生的固定资产总投资金额的 30%给予一次性补贴，单个项目最高 2000 万元。



对带动性强、具有低空经济产业发展重大贡献的项目，报区促进产业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金领导小组采用“一事一议”方式予以审定支持。 

  （三）鼓励低空经济企业做大做强。对符合一定规模、增速条件的企业，

分档给予最高 1 亿元奖励。对新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 135 部、141 部运行

资质的运营服务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0 万元、50 万元。 

  （四）支持低空经济产业链融通发展，推动供需匹配、协作配套、创新

合作、资源共享，对属于低空经济产业领域，且上年度产值达到一定规模的

工业企业直接从辖区其他规上工业企业、规下工业样本企业、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采购原材料，按经审计的采购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予采购方资助，每家

企业每年资助额最高 1000 万元。其中，企业首次申报本项目时，按经审计的

上年度采购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资助；企业第二次申报本项目起，按经审计

的上年度采购金额较上次申报本项目时认定的“上年度采购金额”的增量部分

的一定比例给予资助。以上购销双方存在绝对控股关系的，不予资助。 

第三章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第七条  鼓励企业技术创新。 

  （一）开展核心零部件研发制造、软件开发、服务应用等领域关键技术

攻关（包括主控芯片、飞控系统、轻量化材料、动力电池、感知避障、信息

安全、航空器识别及反制等），且获得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科技重大专项（重

点项目）资助的牵头单位，按照获得市级资助金额最高 60%给予资助，每个

项目最高资助 600 万元。 



  （二）对入围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发布的采购、认证、成果推广等目录的

产品，按照每个目录产品 10 万元，给予单个企业每年最高 100 万元奖励。 

  （三）对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 eVTOL 航空器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型号合

格证(TC)、生产许可证(PC)、适航证（AC）的低空经济企业给予奖励。其中，

eVTOL 航空器分别奖励 300 万元、300 万元、150 万元，大型无人驾驶航空

器分别奖励 100 万元、100 万元、50 万元，中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分别奖励 60

万元、60 万元、30 万元。每个企业每年不超过 1500 万元，同一型号每项认

证仅奖励一次。 

  第八条  加快创新服务平台建设。 

  （一）鼓励各类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加强低空经济高端创新载体

建设，对国家部委（局）认定并落地南山区建设的低空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民航重点实验室等，按照市级资助金额的 50%给予配套

支持。 

  （二）支持企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主体开展低空仿真验证、检验

检测、风洞实验、试验试飞、适航审定服务等平台建设，鼓励对外提供共享

服务，年度服务收入达到 100 万元的，按服务收入的 20%给予资金补贴，单

个主体每年最高 500 万元。 

  第九条  鼓励开展标准规范制订。 

  每项主导制定、修订的国际标准、“一带一路”区域标准、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按照获得市标准化资助金额最高 50%的比例



配套资助；每项参与制定、修订的国际标准、“一带一路”区域标准、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按照获得市标准化资助金额最高 20%的

比例给予配套资助。每家单位每年最高资助 50 万元。本条政策由深圳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南山监管局实施用于推动标准战略工作，执行资金总量控制。 

第四章  支持低空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条  鼓励企业开展低空基础设施建设。 

  支持企业投资建设低空信息基础设施（低空 CNSD 通信/导航/监视/反制、

气象监测、数字底座、监管调度平台）、地面配套设施（低空航空器起降、

备降、停放、智能起降柜机、充换电及公共测试场等）以及全空间无人系统

相关基础设施。对经主管部门备案许可、具备提供公共服务能力的项目，按

照不超过实际建设费用的 50%进行一次性补贴（不包含航空器采购及软件系

统），单个项目最高补贴 100 万元，单个企业每年不超过 500 万元。 

第五章  发展低空飞行和综合服务业 

  第十一条  支持开展低空物流。 

  对开通医疗/应急、配送等起点或终点至少一个在南山区内的低空物流新

航线及架次（其中，起终点均在南山区内的，一起一落计为一个架次；起终

点仅有一个在南山区内的，一起一落计为半个架次）的低空经济企业给予资

助。 

  1.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线：取得主管部门审批且每年常态化运营完成

1000 架次以上（含）的航线，每条新开航线给予最高一次性资助 20 万元，



单个企业每年不超过 200 万元。首年企业年运营达到 1 万架次以后，每增加

1 万架次给予最高 20 万元资助。次年开始，对于企业新开航线、同比上一年

总飞行架次增量部分按相同标准给予资助。 

  2.大、中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线：取得主管部门审批且每年常态化运营

完成 500 架次以上（含）的航线，每条新开航线给予最高一次性资助 35 万元，

单个企业每年不超过 350 万元。首年企业年运营达到 1 万架次以后，每增加

1 万架次给予最高 40 万元资助。次年开始，对于企业新开航线、同比上一年

总飞行架次增量部分按相同标准给予资助。 

  以上两项资助每个企业每年合计不超过 1000 万元，由政府采购服务的低

空物流项目不享受上述资助。 

  第十二条  培育城市空中交通市场。 

  （一）对在南山区开通取得主管部门审批且在公开渠道售票的通航短途

运输航线、eVTOL 商业运行航线并常态化运营的低空经济企业给予奖励。对

每条境内航线（起点或终点至少一个在南山区内，航线距离不低于 25 公里，

年度执行不少于 100 架次）一次性奖励 15 万元；对每条深港跨境航线一次性

奖励 50 万元；每个企业年度奖励最高 100 万元。 

  （二）每年安排总额不超过 1500 万元的专项经费，用于采购城市空中交

通（UAM）出行乘用体验券。该体验券面向区绿色通道企业、高层次人才和

社会公众发放。 



  （三）支持低空经济企业探索在铁路枢纽（西丽综合交通枢纽）、港口

枢纽、核心商务区、旅游景点等开展低空飞行联程接驳应用，拓展旅客联程

接驳、货物多式联运等创新场景。 

  第十三条  拓展“低空+”业态。 

  （一）扩大公共服务领域应用。将低空飞行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鼓

励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应急救援、森林防火、城市消防、交通巡查、公安巡逻、

违建巡查、国土测绘等公共服务领域购买低空飞行服务，促进低空经济与数

字经济融合发展。 

  （二）推动无人机竞速产业化。支持企业、行业协会、专业机构开展无

人机竞速相关活动，包括但不限于游戏、俱乐部、赛事、产品开发、场馆、

产业园、教育和培训等业务，将无人机竞速纳入南山区文化旅游体育产业发

展扶持范畴。 

  （三）鼓励低空经济从业机构在南山区面向大众开展低空文化体育、低

空科普、航拍娱乐、集群表演、惠民促销等活动，将相关活动纳入南山区消

费服务支撑政策支持范围。 

第六章  支持低空经济企业走出去 

  第十四条  打造无人机出口贸易集聚区。 

  依托南山区金融服务及无人机产业集聚基础，发挥无人机技术性贸易研

究评议基地优势，打造一站式无人机出口贸易服务体系，建设全球无人机出

口贸易中心集聚区，为低空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便利。 



第七章  加大低空经济金融服务支持 

  第十五条  创新低空经济金融服务。 

  （一）积极支持企业创新低空经济产业链金融产品和服务，重点开展融

资租赁、信贷和保险业务。将低空经济相关金融服务纳入南山区金融业发展

扶持范畴，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支持低空经济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及质

押融资、供应链金融融资，给予低空经济金融相关从业人员职业素质提升补

贴。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投贷联动业务，支持银行加大低空经济企业信

贷投放力度。 

  （二）支持保险机构推出适用于无人驾驶航空器的相关保险产品，建立

低空保险快速理赔服务绿色通道。鼓励企业扩大经营性飞行活动规模，依法

投保责任保险，给予企业年度总保费金额 20%、最高 200 万元的一次性补助。 

  （三）将低空经济企业纳入南山区企业融资扶持对象，在降低企业融资

成本、股权融资、上市融资等方面给予相应支持。对符合条件的低空经济项

目，列入政府引导基金投资项目库。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申请本措施支持的低空经济企业，在申请前须经主管部门备案

认定。 

  第十七条  本措施尚未涵盖但对辖区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事项或上级

部门有明确要求的事项，由相关单位直接向区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主管部门



提出受理意见，按“一事一议”的方式报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领导

小组会议审议。 

  第十八条  本措施自 2024 年 4 月 8 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本措施与南

山区其他同类优惠措施，由企业自主选择申报，不重复资助。执行期间如遇

国家、省、市有关政策调整的，根据新政策做相应调整。 

  第十九条  本措施由区发展改革局负责解释，具体解释工作由相关资金主

管部门承担，并制定与本措施相关的操作规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