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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雯珊

10月27日，位于广州的小鹏汇天
飞行汽车智造基地正式动工，该基地
是全球首个利用现代化流水线进行
大规模量产的飞行汽车工厂，将用于
生产分体式飞行汽车“陆地航母”的
飞行体部分，规划年产能1万台。

据小鹏汇天介绍，该基地首期占
地面积约18万平方米，规划布局复
材、连接、涂装、总装四大生产车间及
附属设施。基地充分融合了航空高
质量要求和汽车规模化制造的特点
及经验，相比传统航空业制造，能够
达成更好的质量一致性、更低的成本
和更快的交付周期，加速新能源汽车
产业与低空经济产业的融合互补式
发展。

据悉，小鹏汇天此前已经完成了
“陆地航母”飞行体首次载人试飞，接
下来将于11月12日在中国航展上进
行“陆地航母”全球公开首飞，并在今
年年底启动预售。公司副总裁仇明
全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坚持
产品核心技术全栈自研，核心零部件
也将在智造基地自产，“当然，有部分
在市场上已经很成熟的零部件，公司
也会采取合作的模式进行，不可能全
链条都实行自产。”

仇明全表示，智能制造工厂采用
全流程、全周期、可追溯的生产管理
模式，在满足航空器质量安全标准的
前提下，工厂从零部件供应链端到整
车最终交付端，建立精准的生产制造
追溯系统，让每一个零件都有自己的

“身份证”。随着行业的稳步发展，相
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友商加入到低空
经济的建设队伍当中。

工信部下属机构赛迪顾问发布
的《中 国 低 空 经 济 发 展 研 究 报 告
（2024）》显示，预计到2026年，我国低
空经济规模有望达到10644.6亿元。

中国电子商务专家服务中心副主
任郭涛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24

年被誉为“低空经济元年”，经过多年
的布局和发展，国内低空经济终于迎
来了井喷之势。同时，低空经济作为
新兴产业之一，有带动低空飞行、制
造、基建、保障等诸多产业发展的潜
力，“小鹏汇天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
的投建，从低空经济产业角度来看，将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意味着以飞行
汽车为代表的低空经济已逐步走进现
实，这也使得在不久的将来，低空经济
的配套设施会越来越完善。”

今年以来，低空经济不断从“梦
想”走进现实。随着相关政策法规加
速制定出台，低空经济终端产品商业
化进程也正在不断加速。

10月22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发
布《广州市低空经济发展条例（草案
修改稿·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
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
并拟于2024年11月份进行第二次审
议并交付表决。《征求意见稿》内容涵
盖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基础设施建
设、飞行服务、产业发展、应用推广、
安全保障等活动。

《征求意见稿》提出，市、区人民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结合本地产业
发展和资源条件，推动建设低空经济
特色产业园区，围绕整机制造、原材
料、关键零部件、系统软件、检验检测
等产业开展精准招商，引进、培育、壮
大低空经济领域上下游企业，完善低
空经济全产业链。同时，《征求意见
稿》明确，各类低空飞行基础设施的
建设、运营主体承担低空飞行基础设
施的安全主体责任。

日前，深圳低空经济应用又添新
场景。美团无人机福田口岸航线正
式开航，这是国内首条设在口岸区域
的常态化无人机配送航线。航线开
通后，每日在中国香港和深圳之间往
返的市民，在口岸附近点外卖或可享
受“空投”服务，下单后最快10分钟即
可在指定降落点取货，省去了在人群
中寻找外卖员的烦恼。

小鹏汇天飞行汽车智造基地动工
规划年产能1万台

本报记者 贾 丽

近日，多家家电企业跨界人形机
器人的消息不胫而走。10月27日，美
的集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美的集团
研发和布局的重心在工业机器人领
域，既有整机也有零部件。同时，公
司已经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所和实验
室，对这一领域的人形机器人进行探
索性研究。

据悉，我国目前已有多家家电上
市公司在人形机器人及机器人零部
件领域进行了深度布局，成为推动人
形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家电巨头动作频频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家电市场的
日益饱和，家电巨头们捕捉到AI浪潮
的机遇，敏锐地将目光聚焦到了机器
人赛道。

自收购机器人企业库卡后，美的
集团便在工业机器人与零部件领域
持续拓展。而在AI领域，公司也在进
行探索，公司于2023年发布了面向智
能家居领域的美言大模型，并推出算
力平台。

据悉，美的集团目前正在扩大搭
载AI大模型的机器人及家电产品的
出货量。其中，公司加快工业机器人
产业与AI融合，并探索人形机器人核
心零部件的研发及应用，过去的5年
时间，公司研发投入近600亿元，主要
集中在AI等基础研究领域。

美的集团副总裁兼CDO张小懿近
日表示，预计到今年11月份，公司将
有几十万台搭载美言大模型的产品
上市。

另据了解，为进一步拓展公司在
汽车零部件及机器人领域的业务，格
力电器于近日成立了上海格力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涉及智能机器
人、汽车零部件等。而格力金投作为
格力集团旗下重要的产业投资和资
本运营主体平台，参股了众多机器人
及相关产业链企业，涵盖人形机器
人、核心零部件等领域，为“格力系”

在机器人领域开拓新空间。
海尔智家通过收购青岛塔波尔

机器人以及与乐聚机器人合作等手
段，持续扩大在机器人领域的探索，
并在今年展出了国内首款面向家庭
场景的服务通用人形机器人“夸父”。

“家电巨头在智能装备、自动化系
统及智能制造等领域具备优势，也大
多自主研发了大模型，推动AI与智能
家居、智能制造的融合。家电企业通
过在机器人领域的布局，探索人形机
器人等新兴前沿技术领域，同时也可
以形成智能制造和机器人产业共同发
展的局面，有望为企业带来新的增长
空间，并在未来的AI时代竞争中占据
先机。”家电行业观察人士、森科技创
始人胡洪森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家电企业投入成重要推动力

据了解，随着家电企业的不断投
入，家电企业已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
链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家电企业联
合上游材料供应商和技术服务商加
大了对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力度，
以满足人形机器人对轻量化、高集成
度的要求；另一方面，家电企业以其
在智能终端与大数据的积累，联合下
游的应用开发商也在积极探索人形
机器人在教育、医疗、娱乐等领域的
创新应用，努力拓宽市场的边界。

Choice金融终端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已有超过100家上市公司涉足
人形机器人领域。其中，多家公司与
家电企业产生了联动。

在胡洪森看来，家电企业跨界进
入人形机器人领域，不仅需要其在人
工智能、机械工程、材料科学等方面
具备深厚的积累，还要深入了解目标
市场的需求。同时，进入人形机器人
领域的技术门槛及成本均较高，企业
可以与高校、科研院所及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共同攻克
技术难题，并需合理规划预算，确保
项目的可持续性，注重信息安全与隐
私保护。预计家电企业联合产业链
相关企业有望在未来几年内打开数
百亿元的新产业空间。

家电企业跨界机器人赛道蔚然成风
人形机器人成焦点

本报记者 王丽新 陈 潇
见习记者 梁傲男

康养文旅，作为一种融合旅游和
养老的新模式，在银发经济背景下展
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通过企业信息查询工具得到的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康养旅游
相关企业的数量已超过 7000家。其
中，1年内新增注册相关企业超过300
家，不少头部上市企业已展开布局，
进一步激发康养文旅市场活力。

多地政府也高度关注这一新赛
道，发布各类政策支持打造康养文旅
产业链。在市场需求和政策支持的
双重推动下，康养文旅产业逐步打破
传统界限，融合养老、养生、医疗、文
化、酒店、旅居等多业态，形成了一个
复合、多元的产业系统，并推动区域
经济蓬勃发展。

形成两大主流模式

康养文旅作为银发经济的入口
级场景，已跻身“文旅+”产业中最有
成长空间的板块之一。

当前，多地已利用独特的自然资
源与当地优势产业融合，逐步发展出
两大主流康养文旅模式：一是“医疗+
旅游”模式，二是“养生+旅游”模式。

其中，“养生+旅游”模式的产品
类型较为广阔，不仅包括逃离炎夏、
寒冬的季节性康旅，还有深睡眠及
医养旅游目的地、医药康养等新业
态，甚至进一步演化出养颜及养心
的康旅产品，且多地“养生＋旅游”
模式的文旅产业已初具规模，部分
地区该产业集群全年创收已达千亿
元量级。

例如，河南省依托山水、温泉、医
药、功夫文化等资源优势，打造出了
三门峡卢氏、平顶山尧山等一批全国
重要的康养目的地和康养产业集群；
2023年漳州文旅康养产业产值已突
破千亿元。

在“医疗+旅游”模式方面，由于
各地老龄化及医疗水平存在差距，目
前以“治”为主，“旅”为辅的高端“医
疗+旅游”模式，亦备受青睐。

例如，海南自由贸易港博鳌乐城
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以下简称“先
行区”）是全国唯一的“医疗特区”。
据了解，2024年1月份至8月份，先行
区接待医疗旅游人数 26.23万人次，
同比增长 100%。截至目前，先行区
已累计引进特许药械超 440种，包含
罕见病、肿瘤、眼科、体检、医美等七
大特色核心专科；三亚加快推动医养
融合养老新模式，完善“医疗健康+养
老”业态布局，探索特色的“医养康护
一体化”发展之路。

而在旅游供应链端，更是已衍生
出康养型民宿，康养型公寓及各类其
他配套业态。

“自 2024年初至今，在途家网登
记的‘养老院’类型的民宿数量同比
增长超55%，大连、广州、深圳、上海、

杭州、大理等都是较集中的区域。同
时，这类民宿的预订量增长较快，今
年以来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50%。”
去哪儿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同程旅行康养旅居项目部总经
理、同程康养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中国康养旅游
的市场机遇和潜力巨大。未来，如何
将旅行场景和康养产品服务融合，是
需要持续迭代和优化的关键点。

多个产业痛点待破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康养文旅赛
道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产业整体也面
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比如，市场需
求快速增长与产业服务生态不成熟
之间存在矛盾，项目落地、运营和盈
利难，市场有效供给短缺等问题。

在业内人士看来，要破解上述难
题，有两大关键举措，一是资源整合，
二是深挖高端医疗、特色文化体验等
精准需求。

“目前产业发展的堵点，在于资
源整合的广度和深度，需要平衡大众
需求和精准需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王文表示，广度是指整合多种不
同类型的资源，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
的需求。而深度是指在整合时需要
深入挖掘每种资源的潜力，提供更优
质、更具特色的产品和服务。

复星康养集团总裁陈育骏表示，
“文体旅康养”产业之间完全可以融
会贯通，在很多场景实现互相嵌套。

同时，不少企业已经意识到，康
养文旅项目不仅需要拼硬件设施，软
件和服务更是破题的关键。

“携程今年针对银发人群推出旅
行服务保障、专属会员权益等举措，

打造新型旅行方式。”携程集团敏捷
项目部总经理王欣欣向《证券日报》
记者介绍。

途牛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主推
“牛人专线”和“乐开花爸妈游”，重点
关注服务，满足老年人“慢游”需求。

在旅游酒店行业高级经济师赵
焕焱看来，康养文旅产业发展是新的
建设和投资过程，产业链相关市场主
体需以健康产业为核心、提供“好服
务”为准绳，将健康、养生、养老、休
闲、旅游、食品乃至互联网等多种要
素及多元化功能融为一体，形成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

“跨产业、泛行业的深度融合发
展有望成为现阶段乃至下一阶段支
撑康养文旅产业发展的关键。”北京
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在线旅游研究中
心主任杨彦锋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这也将有助于持续挖掘康养文旅
行业巨大的发展潜力。

多路资本加速布局

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
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康养旅
游市场规模已接近900亿元。预计到
2029年，中国康养旅游市场规模将接
近 1600亿元。另有相关机构预测显
示，2050年老年人口旅游消费总额有
望达到2.4万亿元以上。

上万亿元的市场有待开拓，资本
以及相关市场主体展开了怎样的布
局？

据了解，截至目前，旅企、上市药
企及地产企业已经入局康养文旅赛
道，正在实践如何“跨界”融合，打造

“康养文旅+”的新兴商业模式。
2024 年初，启迪药业披露公告

称，拟打造创新型“中医药+康养文

旅”新业态，打造集中医药智能制造
工业观光、中医药文化沉浸式互动体
验于一体的特色工业旅游园区。

盘龙药业则于2023年底宣布，孙
公司投资1.8亿元在陕西省商洛市柞
水县发展“秦岭盘龙谷康养文旅”，资
金用于建设一家1.8万平方米的二级
康复医院，打造“医疗+康养+康复”综
合体。

此外，房企也闻风而动，华侨城
等已在建设运营集康养、文化娱乐、
休闲养生于一体的康养文旅度假地。

在王文看来，推动康养旅游产业
发展，需要政府、企业、院校，医疗机
构等立体化政策输出和整合合作，通
过政府引导，进行制度设计、融资服
务模式创新和平台搭建，场景营造，
为康养旅居客群提供高质量康养旅
居酒店的服务。

据悉，大黄山世界级休闲度假康
养旅游目的地建设正在持续推进。
该项目由黄山市、池州市、宣城市、安
庆市与重点投资企业进行签约，项目
总投资额超 125亿元。同时，安徽省
政府与中国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理事
会共同组建了总规模100亿元的大黄
山产业投资基金。

从政策层面来看，国家发改委此
前发布的《关于全面推动基础设施领
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项目
常态化发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提出，养老设施，依法登记并在
民政部门备案的养老项目可申报基
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

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资人表示，若
拉长到10年时间来看，康养文旅产业
是有独特优势的，是安全边际和确定
性较高的产业，未来能给投资方带来
稳定回报。

银发经济催生新风口
康养文旅发展潜力大

本报记者 陈 潇

近日，全国中成药联合采购办公
室发布《全国中成药采购联盟集中采
购文件（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
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截至2024年11月1日。

据了解，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
了联盟地区集中带量采购品种、申报
方式、中选药品确定等多项规则。

海南博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邓之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从

《征求意见稿》内容来看，此次集采比
以往的品种范围进一步扩大，规则和
评价更加精准完善，重点关注临床用
量大、采购金额高的中成药品种。同
时，本轮集采中出现了较多的中药注
射剂，表明集采范围得到了进一步
拓展。

涉及95个品种

具体来看，此次集采由湖北、北
京、天津、河北 31个省（区、市）和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等联盟地区委派代表组
成全国中成药联合采购办公室（以下
简称联合采购办公室）。湖北省医保
局承担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常工作并负
责具体实施。

湖北省医疗保障局于 10月 16日
发布的《关于召开全国中成药联盟采
购企业沟通会的通知》提出，为推进全
国中成药联盟采购工作，根据工作安
排，邀约 403 家企业，于 2024 年 10 月
18日下午召开企业沟通会，征求相关
企业关于本次中成药采购联盟采购主
要规则的意见建议。

《征求意见稿》显示，本次联盟地
区集中带量采购品种分为 20 个采购
组，共 95个品种。本次集中采购周期
自中选结果执行之日起至 2027年 12
月 31 日，采购周期内采购协议每年
一签。

据悉，这也是湖北省牵头的第三
批次全国性中成药联盟集采。公开资
料显示，2021年 12月份，湖北牵头 19
个省（区、市）联盟中成药集中带量采
购开标，最终 97家企业、111个产品中

选，中选价格平均降幅 42.27%；2023
年6月份，湖北牵头的30个省（区、市）
中成药集采开标，最终 68个报价代表
品中选，中选品种平均降幅49.36%。

分组竞争较为激烈

据了解，本次集采依然采取分组
竞争的模式。邓之东表示，此次集采
将处方相同或功能主治相近的药品统
一归类到同一产品组中，有助于解决
中成药名目繁多导致的采购合并难度
增加及竞价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分组
竞争使得竞争更加公平和有针对性，
提高集采效率，更好地评估和控制不
同组别产品的质量和价格，确保集采
后的药品质量和疗效。

此外，由于独家品种亦参与到分
组竞争，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具备竞
争力的独家品种仍有望保持优势，对
其余独家品种则会带来挑战。

机构统计数据显示，每个组别
（竞争单元）符合条件的申报企业超
过 15家的，入围企业数在半数左右。

此次采购品种清单中有 38 个独家品
种，其中，超半数所处的分组竞争较
为激烈。

“中成药相比于西药更加复杂，有
很多独家品种，这些独家品种理论上
没有参比制剂，也没法做一致性评价，
所以采用同一适应症入组的方式来进
行竞争。这对于不少销售额达到数十
亿元的大品种来说，存在一定的降价
压力，也会有一定的降价空间。但整
体降价幅度，相比于化药应该会更温
和。”医库公司董事长涂宏钢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米内网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公立
医院、县级公立医院、城市社区中心以
及乡镇卫生院（简称中国公立医疗机
构）终端 2023年中成药销售额合计超
过2700亿元，同比增长8.86%。

在涂宏钢看来，随着中成药销售
额的增长，进行集采有利于减轻居民
就医负担，提升保障水平。同时，对于
缺少一定临床价值的独家中成药，未
来也会有更多的挑战，独家中成药或
将迈入大浪淘沙的阶段。

全国第三批中成药集采拉开帷幕
独家品种竞争引关注

随着家电企业的不断投入，家电企业已成为人形机器人产业链
的重要一环。一方面，家电企业联合上游材料供应商和技术服务商
加大了对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力度，以满足人形机器人对轻量化、
高集成度的要求；另一方面，家电企业以其在智能终端与大数据的
积累，联合下游的应用开发商也在积极探索人形机器人在教育、医
疗、娱乐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努力拓宽市场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