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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买车，消费者会选择
汽柴油等传统动力汽车，还是
混合动力？恐怕有相当多消
费者会考虑新能源车。在中
国，从第一块绿牌车开上马
路，直至电动汽车畅销，大约
花了不到十年时间。那么飞
机呢？
瑞典电动飞机制造商“心

脏航空航天”（HeartAerospace）
正在研发ES-30电动飞机，预
计2030年投入载客运行。在
国内，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该集团下属
野马飞机制造有限公司生产
的AG60E型电动飞机近日已
完成首飞。
电动飞机的出现意味着

什么？未来是否会像电动汽
车一样抢占民航客机市场？

成功之路能否复制
瑞典ES-30飞机的研发者“心脏航空航

天”是一家成立于2018年的创业公司。4名

创始人通过参加欧洲航天局（ESA）支持的孵

化项目，获得了启动资金和技术支持，之后又

获得了瑞典创新局和欧盟“地平线2020”计

划的资金扶植。今年5月，“心脏航空航天”

宣布将部分技术开发内容转移到美国。按照

该公司研发负责人克里斯托弗 ·莱万多夫斯

基的说法，是因为美国的飞机市场比瑞典

大。也有消息披露称，美联航、美国航空等对

ES-30飞机感兴趣。

不过观察人士发现，目前的ES-30如果

单纯采用电池技术，最远只能飞行32公里。

如果算上起飞地和目的地机场，这一飞行距

离毫无实用价值。以现有技术条件，完全不

可能投入商用。目前，“心脏航空航天”希望

通过增加“可持续生物喷气燃料”运行的发动

机，来延长ES-30的飞行时间，期望达到飞行

距离182公里的设计目标。尽管该公司特别

强调使用“生物喷气燃料”，其实归根到底

ES-30下一步将走油气混合路线。号称使用

生物燃料，显然是为了标榜自己注重可持续

发展和环保。

当然，从ES-30如今能飞行32公里来

看，还是不容小觑的。毕竟，这是一款预计载

客量30座的飞机。“心脏航空航天”2021年宣

布的型号为ES-19，即19座飞机，假设以现

有的电池动力能力制造19座飞机，飞行距离

一定远超32公里。目前，ES-30的动力系统

由一个涡轮发动机、一个发电机，加上四个单

台功率500千瓦的电机和四个螺旋桨组成，

当然还有电池组——多模块的电池组每个模

块容量1.5兆瓦时，飞行过程中可持续充电。

比较121年前，1903年12月17日莱特兄弟发

明飞机时，总共才飞行了12秒，共36.5米，

ES-30的起点已经不低了。

2021年9月15日，罗尔斯-罗伊斯公司

研发的“创新精神”号纯电动飞机，配备了当

时功率密度最大的飞机用电池组和400千瓦

的电动推进系统，飞了大约15分钟。2022年

9月27日，比“创新精神”号大了不少的全球

首架9座级电动飞机“爱丽丝”才飞了8分钟，

飞行高度也只达到1070米。比之这些先驱，

ES-30已有所进步。

燃油飞机历史上从双翼螺旋桨到超音速

喷气式大客机——当年英法合作的“协和”

号，以及苏联生产的图-144，花费了半个多

世纪。此后经过航空公司利润测算，摈弃了

超音速大客机，以更具有盈利空间的双发动

机双通道长距离大飞机为主。电动飞机的未

来，仍要从航空公司利润等方面去考量，设计

符合需求的款式。燃油客机的成功之路，必

然也是新能源飞机所要探索的路径。

低空领域有望商用
当然，中国市场足够大。在航空器，特别是通用航空

领域，中国有正待开发的新市场“蓝海”。在国家大力发

展低空经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当下，新能源飞机研

发方兴未艾。

今年1月，AG60E电动飞机在浙江建德千岛湖通用

机场圆满完成首次飞行。同ES-30飞机类似，AG60E电

动飞机目前在航程、航时上还达不到应用场景的需要，但

基本已经达到“万事俱备，只待电池”的地步。野马飞机

制造公司董事长李屹晖表示：“一旦电池成熟度达到了工

程化应用水平，电池热失控有了解决方案，AG60E电动

飞机就可以快速推出产品，走向市场应用。”

国际策略研究员陈佳表示：“在中国新能源科技公司

发布凝聚态电池技术之前，业界通常认为该技术尚处在

实验室研发阶段，凝聚态电池量产计划的推出，大大缩短

了全球新能源产业链技术革新的等待时间。”

比起翼展8.6米、机身长6.9米的单翼轻型运动飞机

模样的AG60E，目前厦门推出的几款垂直起降的“飞行

汽车”，即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外表与传统飞机不同，其

中一款外表看上去与已经广泛使用的农业植保无人机有

些类似——没有带轮胎的起落架，上部不是两翼布局，而

是有四旋翼。这款电力驱动的植保无人机已经替代了传

统运-5飞机的作用。运-5作为新中国生产的首款飞机，

直至如今仍在一些地方用于农药喷洒等工作。而随着电

动无人机等新能源飞行器的大量投入使用，运-5很快将

彻底退休。目前来看，首先在低空经济领域，新能源飞机

投入商用的日子越来越近。

多国研发欲占先机
在ES-30、“爱丽丝”两款新能源飞机诞生

之前，早在2018年，日本石川岛播磨重工、川崎

重工、斯巴鲁、日立制作所、三菱重工航空发动

机和三菱电机6家企业宣布联合成立“日本飞

机电动化联盟”（Eclair），旨在结合日本企业的

“优秀电动化基础技术和飞机技术”，挑战新型

飞机的开发。

2019年1月，日本产经省与美国波音公

司就飞机电动化及制造自动化等先进技术，

达成推进开发合作的协议。显然，日本产经

省想要“抢跑道”，希望在电动飞机领域先得

到“分羹权”。

而几乎与此同时，英国罗尔斯-罗伊斯公

司也开始进行混合动力飞机研究，“创新精神”

号首飞以后，该公司将目标定在了全电动飞行

达到时速480公里。

多个国家都瞄准了2030年碳排放归零的

目标，中国当然也在行动。2023年10月，中国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印发《绿色航空制造

业发展纲要（2023-2035年）》。其中提到，到

2025年，国产民用飞机节能、减排、降噪性能进

一步提高，航空绿色制造水平全面提升，绿色航

空产业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果，安全有效的保障

体系基本建成。具体来说，这份纲要不仅提及

“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国产民用飞机实现示范应

用”，更提及“电动通航飞机投入商业应用，电动

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实现试点运行”，当然

还有“氢能源飞机关键技术完成可行性验证，绿

色航空基础设施不断夯实”。届时，中国将形成

一批标准规范和技术公共服务平台，有效支撑

绿色航空生产体系、运营体系建设。到2035

年，中国的新能源飞机将有大发展，成为中国交

通运输体系中的重要一部分。

目前来看，欧洲对新能源飞机研发使用相

当积极。2020年6月10日，欧洲航空安全局为

斯洛文尼亚蝙蝠飞机公司制造的轻型电动飞机

VelisElectro颁发型号许可证，这是全球首架

获得欧洲航空安全局认证的全电动飞机。

但业界人士提醒，对于中国的航空器研发

企业来说，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需要注意欧

洲的态度。前车之鉴就是新能源车。在新能源

车研发初期，欧洲方面特别热衷，而且制定了新

能源车发展“路线图”。然而在中国生产的新能

源车占据了欧洲市场不少份额之后，欧洲又推

迟了油车淘汰计划。

■中国AG60E型电动飞机完成首飞

▲全球首架9座级电动飞机“爱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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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心脏航空航天”研发的ES-30电动飞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