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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细分服务

领域，走专业化发展之路，我市的

无人机企业近年来错位发展，走出

了一条有自己特色、专业化的“飞

天路”。 

“北宸航天”研发生产的消防

救援无人机填补国内外空白后，在

国内引起了极大反响，公司的实力

得到认可，一些部门和行业主动邀

请他们参与重大任务、活动，使得

公司在无人机“照明”、电池“无限

续航”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举例来

说，神舟飞船返航时，咱宝鸡的“北

宸”无人机就在大显身手。

电能是无人机续航一大短板，

2019 年胡家诚带领团队开始了系

留供电式无人机的研发。经过无数

次探索、试验，最终成功研发出多

用途系留随动伴飞无人机。地面、

海面的车船上电力线，通过系留电

缆向空中的飞行平台供电，实现了

移动化、可持续供电伴飞，使无人

机可长时间在空中作业。产品定型

后，很快被国家有关部门采购。 

无人机被誉为“空中智能机

器人”。近几年，随着我国智能化、

信息化进程的加快，无人机在社

会各个领域的需求增大。我市无

人机企业顺势而为，借势高飞，积

极研发生产各种用途的无人机，

使得宝鸡无人机在不少领域得到

拓展和应用。 

近几年，宝鸡“北斗永汇”无人

机在林业系统声名鹊起，使得林业

日常巡查、植树造林核查、林业有

害生物监测防治、森林防火巡查实

现自动化。该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就将无人机发展的目标，定在了林

业监测上，研发长航时、高精度无

人机。

2018 年，他们与市林业局合

作林业监测示范项目，无人机的

科技优势凸现，哪里有着火点、

植树造林效果咋样、成长林长势

及野生动物活动情况，第一时间

通过影像呈现出来，为林业部门

有针对性开展工作提供了技术支

撑。随后，公司根据客户需求，不

断改进整体性能、优化软件环境，

最终定型了 3 种机型，并将业务

扩大到四川、贵州、云南、江西等

20 多个省 60 多个地市。目前，他

们的无人机已是第三代产品，纯

电无人机可飞行四五个小时、燃

油无人机可续航 6 个小时，业务

也由林业扩展到水利监测、国土

测量等领域，其中提供第三方服

务已占到收入的一半。而公司研

发的“松林线虫病无人机监测普

查平台”已成功申报国家专利，它

集森林自动巡查、卫星快速定位

与自动判图于一体，可对“松林线

虫病”做到早发现、早防治，其应

用范围和市场前景十分广阔。 

“目前，无人机企业能撑到 5

年的较少，影响其生存的，不是

市场环境不行、产品质量不行，

而是对自身的定位不清晰！”吴

继平说。 

“壹控智飞”研发出无人植保

机，荣获“中国植保无人机优秀品

牌奖”，市场销路非常好，年产值

最高时达 1500 万元。随后，虽然

受到市场冲击和售后培训、维修

队伍缺乏等影响，但是却让公司

意识到走专业化这条路是对的。

经过深入研究市场，发现当时国

内无人机定制是个空白，于是公

司从 2019 年开始了轻型无人机定

制。定制机领域涉及环保、公安、公

路、农业、水利等系统和行业，特别

是水利监测无人机，被应用于黄河

的水土流失、水域保护、汛情监测

及黄河冰凌巡查与消融，在业界做

出了自己的口碑。9 月 1 日上午，

该公司研发的油电混合动力无人

机试飞成功。这个新型无人机，速

度每小时 80 公里，负重 25 公斤，

半小时可到凤县，可以说是一款低

空物流的“神器”。 

如果说我市的民营企业是无

人机研发生产的“轻骑兵”，那么我

市国有企业则是国内这一领域的

“重装甲”。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宝

鸡“7107 厂”在 2015 年左右进入

无人机零部件的批量化生产，主要

生产机架、电机、悬挂，年产值已达

2 亿元。“凌云电器”无人机控制系

统，目前软硬件都能做，更高质量

的产品还在研发之中。这两家企业

的产品，大都用于“国之重器”上，

可能市民不怎么知晓，但他们生产

的无人机配件，无论是耐用度还是

精度，那是“杠杠的”！ 

谁来托翼
完善产业发展诸多短板 

对话天空，宝鸡无人机没有

缺位！ 

然而，关于宝鸡无人机，采访

中听到两种不同说法：有人说宝

鸡的无人机企业只有几家，还不成

产业；也有人说宝鸡无人机飞出

自己身姿，应该纳入产业发展。 

航空航天产业，是宝鸡的优势

工业之一。这两年，我市先后把无

人机产业纳入机器人产业和航空

航天产业链条中予以推动。相关企

业也从各方面“内外兼修”，可以说

拥抱蓝天的心，我们有了，但是无

人机产业发展的短板，需要正视和

重视。 

“可以这么说吧，宝鸡的无人

机是在一片荒漠上种出来的‘庄

稼’！”一位业内人士这样说。 

从无人机及其产业发展来看，

西北工业大学是国内无人机研发

的顶尖代表，深圳则占领了消费级

无人机的高地，在全国形成了自己

的规模和独有的优势。而我市民营

无人机企业所需的各类无人机配

件，大都来自深圳、西安等外地的

配件厂，是利用别人的配件，采用

自己的“大脑”控制系统生产出来

的。无人机产业可以借“机”生蛋

吗？可以。但是如果我市企业无人

机突然需求大增，“远水解不了近

渴”的现象就会出现。同时，一个地

方如果长期缺乏相关的配套产业，

那么催生和孵化更多本土企业的

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这恐怕是宝

鸡无人机在专业及定制机领域走

在行业前列，而本土无人机企业却

增加不多的原因吧！ 

事实上，宝鸡制造业非常先

进，正在着力建设区域制造业中

心。采访中，吴继平给记者讲了一

件事。有一年，他们从外地的厂家

定制的一个零件，反复加工几次都

不成，轻了，材料不结实；结实了，

又增加了无人机重量。最后找到

“宝成”，很快零件加工出来，非常

精致，重量上又符合要求。 

资金是困扰我市无人机企业

发展的又一道难题。 

无人机企业大多属于轻资产

企业，办公和生产场地以租赁居

多，配件是买来的，从银行贷款缺

乏有价值的资产担保，故而常常为

钱发慌，也留下了不少遗憾。 

“壹控智飞”当年借着获得全

国优秀品牌的契机，很快占领了

无人植保机的市场，尤其是在东

三省大受欢迎。一年时间，该公司

的产值就达到 1500 万元。但是当

地农民缺乏操作无人机的技术，

作业时常常发生摔机现象，第一

年赚的钱几乎用在了次年的售后

维修上，使得企业不得不收缩市

场。“如果当时资金充足，那么我

们就会在当地开展技术培训和设

立售后站，我们的无人植保机持

续做下去也极有可能做到全国前

列。”李海涛说。 

事实上，“北宸航天”“北斗永

汇”在发展中同样遇到融资难问

题。胡家诚说，行业无人机并不是

“一装了之”那么简单，不同的载

重、航时与电机功率、机身大小、参

数的调整等，需要数十次的试飞方

能匹配。每次试验，摔十几架无人

机都是常事，而每架机子的成本要

5万元至 8万元不等，非常烧钱。因

此，他把在北京做字画生意挣的钱

搭了进去，也曾联系过“风投”，但

不符合人家的投资方向，所以很多

时候资金只能自己想办法。后来，

公司发展上来了，融资还是个“卡

脖子”的难题，有时明明有机会，然

而由于资金缺乏，无法同时进行几

个项目。 

无人机，研发生产背后拼的

是人。有人，才能真正实现“无人”

飞行 ；没有人才，无人机肯定飞不

远。事实上，我市的无人机企业，

从创业之始，就一直伴随着人才

缺乏之困。 

“壹控智飞”的总经理李海涛，

是“南航”毕业的，他的同学在高校

或航空领域工作，所以他们比其他

公司在人才方面要好些，如果遇到

公司技术团队解决不了的，他求助

热心的同学，群策群力破解。但是

人才不仅仅包括控制系统研发的，

还有试飞、装调检修等，这些得靠

他自己四处解决。“北斗永汇”的第

一批技术人员是从北京带过来的，

到宝鸡以后，公司为他们提供了最

好的吃住条件，工资也开得很高，

想把他们尽可能留在宝鸡。但是这

个愿望最终没有实现，产品研发出

来后，技术人员还是陆续走了。吴

继平说，他们从西安招过人，西安

这方面人才每月 1 万元，他们公司

招人每月 1.2 万元，人家还是愿意

在西安。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无

人机企业为了解决研发人才问题，

只能在北京、西安等地设立研发站

点，异地招收人才，异地开发。这是

一种迫于现实的无奈之举。研发人

才不能落户我市，从长远来看，本

土就缺少了人才传帮带的环境，不

利于无人机产业的发展。 

谁来托翼？没有短板，桶中才

能装满水；没有伤翅，雄鹰才能高

空翱翔。愿遗憾早日弥补，宝鸡无

人机愈飞愈远！ 

一心向阳
让宝鸡无人机飞得更高 

迎着早晨的太阳，起飞！飞过

渭水，飞越秦岭，穿过云雾，带着希

望和憧憬，向太阳飞去。 

无人机产业，对于宝鸡来说，

“业龄”也不到 10 岁，是实打实的

朝阳产业。近几年来，从国家到地

方都十分重视无人机及其相关产

业的发展，目前形成了以北京为主

的无人机研发设计中心、深圳无人

机最大生产基地，陕西处于国内无

人机发展的第二梯队，未来的发展

潜力和空间巨大。 

2016 年 11 月，国 务 院 发 布

《“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规划》，明确提出大力开发市场

需求大的工业级无人机，推进民用

飞机产业化。全国无人机企业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一些院校相继开设

了无人机专业、设立无人机研究

所。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纲要》，首次提出要发展低空经济。

在“十四五”规划中，国家针对低空

经济及航空航天产业发展，也进行

了一系列创新部署，又进一步推进

了无人机发展的步伐。今年国内无

人机市场增速在 30% 以上，有望

突破 1000 亿元。 

无人机是低空经济支柱产业，

各地纷纷布局，抢占发展先机。 

我省于 2017 年开始无人机产

业高地规划布局，出台政策鼓励扶

持发展无人机，提出向千亿规模迈

进的目标。成都借助辖区内航空企

业、院校力量，大量发展工业无人

机，迅速打造这一领域的高地；新

疆建设兵团，通过招商引资建起了

无人机产业孵化基地，吸引了数十

家企业入驻。我省的西安市，依托

科研院所、飞机制造的深厚优势，

提出打造“无人机之城”，目标直指

百亿。

群雄争霸，时不我待。

近几年，我市先后将无人机

纳入全市机器人产业规划及航空

航天产业链，明确提出要拓展旋翼

机、无人机在航空旅游、现代物流、

城市规划、智能交通、应急救灾等

领域研发应用，通过重点项目招

商、新材料研发扩能、核心技术攻

关等，解决研发和生产难题，帮助

企业细分深耕市场，进一步助推我

市无人机快速发展。

落实和推行有一个过程，然而

前有标兵、后有追兵，我市无人机

企业存在的融资难、人才招引难及

关联企业技术壁垒等短板和难题，

解决越早越利于产业的发展。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

九万里。相信借着国家大力发展低

空经济的东风，我市无人机产业一

定会乘势而飞、扶摇直上！

无人机“观察”农作物生长情况  石宝军 摄

大载重无人机引起参观者的兴趣 组装无人机  韩正强 摄 无人机夜间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