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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概况
无人机定义

按用途对比

无人机（Unmanned Aerial Vehicle，简称UAV）是一种无需搭

载人员即可完成飞行任务的航空器，利用遥控设备或自主程序进

行操控。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在性能、用途和技术要求上各有侧重。

例如，固定翼适合长距离任务，旋翼则更灵活；军用与民用领域

需求差异显著。

类别 军用无人机 民用无人机

外形

用途 侦察、监视、目标定位、打击、通信中继、电
子对抗等军事任务

航拍、农业植保、电力巡检、物流配送、灾害
监测等民用任务

技术要求 高隐身性、高续航能力、高载荷能力，需具备
加密通讯和抗干扰能力

操作简单，注重便携性和低成本，部分高端产
品也具备智能化功能

飞行性能
航程远（可达数百至上千公里）、滞空时间长
（数小时至数十小时）、飞行高度高（可达数
万米）

航程短（通常几十公里以内）、滞空时间短
（几十分钟至数小时）、飞行高度低（几百米
至千米范围）

载荷能力 可搭载光电设备、雷达、武器系统等重型载荷 通常搭载摄像头或轻型传感器，载荷能力较低

安全性 配备加密通讯系统、防电子干扰设备，确保数
据安全和任务隐秘性 通讯安全性较低，易受干扰或劫持

成本 研发及制造成本高，通常由政府或军方资助 成本较低，适合个人及企业用户

应用领域
扩展

包括战场侦察、精确打击、防空拦截等军事用
途

包括娱乐航拍、农业植保、电力巡检等民用领
域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嘉世咨询总结撰写，内容有历史局限性，仅供了解参考。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嘉世咨询总结撰写，内容有历史局限性，仅供了解参考。

产业概况
产业发展规模

产业发展特点

产业驱动因素

无人机技术（如飞控系统、电池
续航、传感器等）的持续创新推
动了产品性能提升和应用场景扩
展。
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
等新技术接近商业化运营，为城
市空中交通和短途物流提供了新
方向。

技术进步
因其独特优势，无人机广泛应用
于农业植保、电力巡检、物流配
送、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市场
需求快速增长。
民用无人机出口量多年位居世界
第一，且占全球专利申请量的
70%，显示出产品强大的技术
竞争力。

需求扩张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如《工
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和规范民
用无人机制造业发展的指导意
见》，明确了到2025年民用无
人机产值达到1800亿元目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低空经济纳
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无人机行
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政策支持

消费级与工业级并存：消费级无人机以大疆创新为代表，占据全球消费市场70%以上份额；工业级无人
机则在精准农业、电力巡检等专业领域表现突出。
区域集中化：无人机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广东、江苏和四川等地。其中，广东省以民用无人机企业为
主，北京和四川则是军用无人机的研发中心。
产业链成熟：中国已经形成从上游核心零部件供应到下游应用服务的完整产业链，配套体系日趋完善。

中国无人机市场近年来发展迅速，2023年市场规模达到1545.1亿元至1571.23亿元，同比增长约32%，
预计2024年将增至1737亿元，并在2029年突破600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5.6%。

从区域分布来看，中国无人机产业主要集中在北京、广东、江苏和四川等地。其中，广东以深圳为核心
形成了珠三角工业无人机产业集群，是全国无人机企业最密集的地区，代表企业包括大疆和极飞科技。
北京和四川则以军用无人机研发为主，代表企业有航天彩虹和纵横股份。

2023年规模

1571亿元
2024年预计

1737亿元
2029年预计

6000亿元
24-29 CAGR

>25%

https://www.chinaerospace.com/article/show/e2af0922c93d75669428f8b90450811b


产业全景

上
游

原材料与核心零部件

中
游

下
游

整机制造和系统集成

应用和服务

原材料

金属材料：如钛合金、铝合
金等

复合材料：如碳纤维复合材
料、玻璃纤维复合材料等

特殊材料：如陶瓷基材料

核心零部件

芯片 电池 电机 发动机

传感器 GPS 陀螺仪

飞行系统

动力系统 导航系统

飞控系统 通讯系统

机体制造

地面系统

地面控制站

数据链路系统

任务载荷系统

航摄相机

激光雷达

高光谱成像仪

应用领域

军用 侦察、攻击

民用
航空拍摄、灯光表演、农林植保、灾难

救援、物流运输、电力巡检等

服务

无人机航飞数据整合 飞行培训

技术支持 售后维修 租赁服务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嘉世咨询总结撰写，内容有历史局限性，仅供了解参考。



上游 原材料与核心零部件
铝合金是工业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类有色金属材料

铝合金作为一种广泛应用于工业领域的有色金属材料，已在航空、航天、汽车、机械制造、船舶和化学
工业等行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中国在全球铝合金生产领域占据显著地位，近年来产量呈现稳定增长的
趋势。根据2022年的统计数据，中国的铝合金产量达到了1218.3万吨，较前一年增长了13.9%。进一
步的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的铝合金产量为685.8万吨，同比增长了20.4%。

2018-2022年中国铝合金产量情况（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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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纤维和玻璃纤维是无人机中使用最多的复合材料

碳纤维复合材料，这类以树脂、金属、陶瓷和橡
胶等为基体材料，以碳纤维为增强体，通过复合
工艺制备而成的高性能结构或功能材料，在全球
范围内需求持续增长。据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
中国碳纤维复合材料的产量约为5.46万吨，相较
2022年的产量有所降低。预计在2024年，中国碳
纤维复合材料的产量将继续增长，展现出该材料
在多个领域的应用潜力和市场扩张的趋势。

中国的玻璃纤维复合材料行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相关复合材料应用技术已迈入成熟阶段。玻璃纤
维复合材料在我国多个领域，包括风电、化工储
罐、输水管道、电器绝缘、船艇制造、冷却塔以
及卫浴等，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应用。根据最新
数据，2022年中国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制品的总产
量达到了641万吨，而2023年的产量则增长至约
723万吨。

2019-2023年中国碳纤维复合材料产量情况（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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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嘉世咨询总结撰写，内容有历史局限性，仅供了解参考。

2019-2023年中国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产量情况（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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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 整机制造和系统集成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嘉世咨询总结撰写，内容有历史局限性，仅供了解参考。

近年来中国无人机注册数量快速增加

得益于行业的快速发展和政策的积极扶持，中国无人机注册数量近年来呈现出迅猛增长的态势。据
《2022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底，全行业注册无人机共95.8万架。最新数据显示，
2023年国内注册无人机数量达到了126.7万架，同比增长32.2%。预计到2024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增
长至131万架。

2018-2022年中国全行业无人机注册数量（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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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规模

“无人机+行业应用”模式已成为民用无人机发
展的核心趋势，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泛
的应用前景。在应用领域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
预计将有众多企业涌入无人机下游应用服务市
场，提供更为专业化的服务。随着我国无人机
民用化进程的加速，民用无人机产业迎来了快
速发展。据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民用无人机
市场规模已达到1196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23
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增至1650亿元人民币。

2019-2023年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规模（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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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结构

民用无人机市场主要划分为工业级和消费级两
大类别。在2022年，我国工业级无人机市场规
模达到727亿元人民币，占据了整个民用无人机
市场的61%；而消费级无人机市场规模则为469
亿元人民币，占比39%。

2022年中国民用无人机市场结构占比

61%

39%

工业级 消费级



下游 应用和服务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嘉世咨询总结撰写，内容有历史局限性，仅供了解参考。

工业无人机应用占比情况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商业应用
的日益成熟，工业级无人机在地理测绘、
巡检、安防监控、农林植保等关键领域
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根据最新数据，
在我国无人机的下游应用领域中，地理
测绘以29.27%的占比位居首位，农林
植保领域紧随其后，占比达到24.85%，
巡检领域占比为14.17%。这三个主要
应用领域合计占比高达68.29%，显示
出工业级无人机在这些领域的重要作用
和广泛应用。

中国工业级无人机下游应用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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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无人机有效驾驶员执照数量

截至2022年年末，全行业持有有效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人数达到了15.28万。在2022年全年，无人机累
计飞行时间达到了2067万小时，相较于前一年增长了6.17%。

2018-2022年中国全行业无人机有效驾驶员执照数量（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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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的挑战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嘉世咨询总结撰写，内容有历史局限性，仅供了解参考。

技术瓶颈亟待突破

中国无人机行业在核心技术方面仍面临挑战。自主导航算法、智能规划系统、续航能力和环境适应性等
关键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需要持续创新和突破。

监管体系亟需完善

无人机行业的快速发展对现有监管体系提出了挑战。国家空域管理原则、适航审定技术标准等方面的法
规不完善，现有管理制度难以适应行业发展速度，亟需更新和完善。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随着市场的成熟，无人机行业竞争加剧。产品同质化问题日益严重，价格战频发，企业面临着创新与差
异化的巨大压力，需要在研发和市场推广方面投入更多资源。

人才储备与标准建设滞后

专业人才短缺，特别是在军用无人机领域，实战经验积累不足。同时，行业标准的缺乏影响了产品质量
和市场秩序，亟需建立健全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行业标准。

安全隐私问题日益凸显

随着无人机应用范围的扩大，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问题日益突出。需要在推动技术创新的同时，加强安
全管控措施，平衡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

01

02

03

04

05



未来的趋势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嘉世咨询总结撰写，内容有历史局限性，仅供了解参考。

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中国无人机市场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预计到
2029年，市场规模将突破6000亿元，2024-
2029年的复合年增长率达到25.6%。工业无
人机市场尤其增长迅速，2024年有望达到
3208亿元3。这一增长趋势反映了无人机在各
行业应用的不断深化和市场需求的持续释放。

01 应用领域不断拓展

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将更加多元化，从传统的航
拍、植保领域，扩展到物流配送、城市空中交
通等新兴领域。在农业、电力巡检、地理测绘、
安防监控等领域，无人机的应用将更加深化和
细化。特别是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无人机有望
凭借其平台化、无人化、智能化特点提升城市
管理水平。

02

技术创新持续推进

未来无人机将朝着智能化、自主化方向发展。
人工智能、5G等技术的融合将赋予无人机更
强的自主决策和协同作业能力。深度学习与计
算机视觉的结合将显著提升无人机在图像识别
和环境感知方面的能力。此外，产品微型化、
轻量化也将成为主要趋势，以适应更多应用场
景的需求。

03 产业链协同发展

从上游零部件制造到下游应用服务，整个无人
机产业链将更加成熟和完善。产业体系将呈现
协同化发展趋势，研发升级将更加智能化，运
营服务将更加精准化。这种协同发展将有助于
提升整个行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04

政策支持力度加大

国家和地方政府将继续出台政策支持无人机产
业发展，在加强安全管理、完善法规标准、强
化技术支撑等方面提供指导。这些政策将为企
业提供资金支持与技术指导，吸引更多资本进
入无人机产业，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05 安全与监管日益重要

随着无人机应用范围的扩大，安全和隐私问题
将日益突出。未来将加强无人机的安全管控措
施，平衡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1。监管体系
的完善将成为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包括
空域管理、适航审定等方面的法规标准将不断
完善。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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