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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式个人飞行器的市场营销策略分析 

——以南亚、东南亚为例 
唐国淞  刘慧娟  代思佳  张园园 

（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  要】本文通过对于穿戴式个人飞行器进行简要分析，介绍了什么是个人飞行器，穿戴式个人飞行器的优势和劣

势分别是什么？并分析国内首个自主研究发明的穿戴式个人飞行器的市场前景和发展趋势，希望借此能找

出适合穿戴式个人飞行器的市场推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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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低空飞行领域的竞争变大，为了早日实现人们的

自由飞行的梦想，许多高科技产品不断出现，穿戴式个人

飞行器就是其中之一。我们通过对与穿戴式个人飞行服的

调研分析，了解到发明科技产品只是第一步，如何推广这

个产品，如何让大众都能使用这款产品才是之后的更重要

的工作。为此我们对穿戴式个人飞行器在南亚与东南亚国

家的市场推广做了初步探索与分析。 

1  个人飞行器发展概述 

个人飞行器是指任何由人类制造、能飞离地面、在空

间飞行并由人来控制的，提供给个人使用的飞行物。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上第一个个人飞行器诞生。此后

Hiller VZ-1、克莱斯勒 VZ-6 等飞行器问世。军用领域的

个人飞行器出现后，可应用于未来交通出行、科研勘探、

救援救灾等领域的民用个人飞行器也纷纷问世。 
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飞行器走出了实验室，完成飞

行测试后，准备量产和投入市场，如 2009 年 7 月新西兰

发明家格伦•马丁（Glenn Martin）对外展示了一款喷气式

个人飞行器――“飞行背包”，该飞行器已获得新西兰民

航管理局颁发的试验性飞行许可证且进行了试验飞行。

2010 年新西兰马丁航空器制造公司（Martin Aircraft New 
Zealand）宣布计划推出售价约为 5 万英镑的个人飞行器

（PAV）。而理查源•布朗宁（Richard Browning）则在 2017
年创建了世界上第一家人类推进飞行器公司 Gravity。此

后，会有更多的个人飞行器投入市场，未来低空赛道将有

更多的选手加入。除个人发明创制外，也有不少企业进入

此领域。如 2016 年 1 月，中国的亿航公司在国际消费类

电子产品展览会上发布“亿航 184”自动驾驶载人飞行器；

2018 年 10 月 1 日加拿大公司 Astro 的载人飞行器“Elroy”

在多伦多试飞成功；美国 LIFE AIRCRAFT 公司 HEXA 飞

行器计划于 2019 年正式上市等。 
个人飞行器的种类逐渐增多，但穿戴式个人飞行器在

如今的市场上竞争并没有那么激烈，而且穿戴式个人飞行

器有其自己的独有优势，技术层面还在不断完善，不可否

认，其市场潜力巨大。 

2  穿戴式个人飞行器的未来展望 

交通方面，随着土地资源不断被开发，以及汽车等日

常交通工具保有量的增长，交通拥挤的弊端逐渐显露。以

我国为例，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年末全国民用

汽车保有量 28087 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 748
万辆”），比上年末增加 1937 万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

24393 万辆，增加 1758 万辆。民用轿车保有量 15640 万

辆，增加 996 万辆，其中私人轿车保有量 14674 万辆，增

加 973 万辆）。除去及陆上交通和水上交通，空中交通尤

其是低空飞行（这里指距地面或水面 100 m 到 1000 m 的

飞行）领域仍有极大发展空间。 
技术方面，现代科技尤其是飞行领域的发展为低空飞

行提供了技术条件。科技为低空飞行产品的性能、安全性、

易操作性和性价比等方面的发展都带来了益处。 
政策方面，政府也对低空领域逐渐开放。我国 2010

年 11 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了《关于深化我国低空

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对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做

出了部署，确定了深化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总体目标。 
市场方面，全球的私人飞机保有量逐渐上升，由此可

见，人们对于飞行产品的购买力以及购买意愿逐渐提高，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个人飞行器的市场潜力将继续扩

大。 
最后就产品本身而言，相较于其他交通方式，尤其是

与之相近的私人飞机，穿戴式个人飞行器更加便捷、灵活，

受地面障碍影响较小，对起飞和降落地点的要求相对低，

易于操作，且价格和维护成本低于私人飞机（私人飞机价

格从几十万到数千万美元不等，且不包括巨额的维护、使

用成本）。在未来，穿戴式个人飞行器可成为一种快捷的

个人出行工具，一种及时的救援救灾工具以及一种便利的

科研勘探工具。 

3  穿戴式个人飞行器的SWOT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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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首套穿戴式飞行服制造者刘东升老师及其团队

自主研制的穿戴式个人飞行器在中国市场中来说有很大

的优势，但同时也有作为高科技产品不可避免的一些劣

势。想要在东南亚和南亚市场推广穿戴式个人飞行器，不

仅需要了解东南亚和南亚的市场相关情况，还需要对自身

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充分了解。 
3.1  穿戴式个人飞行器的优势（S） 
3.1.1  本产品已申请专利 
国内首款戴式个人飞行器目前已成功申请专利，获得

法律对于该发明创造成果的保护，可以防止他人模仿开发

新的产品，有利于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主动权和较大的竞争

力，在法律方面也确保该产品在生产和销售时的安全性。

更有利于后期建立自己的品牌，以及有利于未来的市场开

拓和广告宣传。 
3.1.2  产品在国内已具有一定知名度 
央视、环球网、澎湃新闻等多家媒体都曾对发明者及

其团队进行采访和报道。刘东升老师也有“抖音”等宣传

平台，粉丝数量大，其更是获得了“中国钢铁侠”的美誉。

在进行对南亚、东南亚市场前期的开拓时可以借助国内知

名度打开国际市场。 
3.1.3  穿戴便捷，重量相对较轻，应用领域广 
穿戴式飞行器整套飞行服由 5 台微型喷气式发动机

组成，马力可达 600 匹，总推力达到 145 公斤，理论飞行

高度可达 200 米，飞行速度可达 130 公里每小时，整套设

备含燃料仅 23 公斤。穿戴便捷，对起飞场地要求不高，

一小块空地即可起飞。可用于多个场景，如旅游行业的体

验项目、军队任务、紧急救援等特殊行动中，还可用于缓

解现代城市交通拥堵等问题。 
3.2  穿戴式飞行服的劣势（W） 
3.2.1  飞行成本高，飞行条件有所限制 
由于本产品研发耗费资金较高，且飞行燃料主要依靠

柴油，因此飞行耗费成本较高；另外，对飞行的环境有一

定要求，比如由于气压因素，无法在海拔较高的地方飞行。

在与刘东升老师沟通的过程中，刘老师本想来云南大学飞

行一次，向同学们展示飞行器，但由于昆明的海拔较高，

不适合飞行而不得不放弃，这让我们都十分遗憾。 
3.2.2  线上推广竞争大，线下推广成本高 
线上可宣传的平台较多，如“抖音”“微博”等，但

是由于同一平台上的广告很多，可能导致投入与产出不成

正比。线下推广成本高，该飞行器每次飞行花费较高。 且

每次只能在小范围内飞行，宣传效果有限。因此线上与线

下结合是最理想的宣传方法。 
3.3  穿戴式个人飞行器在南亚东南亚市场的机会 

（O） 
3.3.1  市场没有饱和，同行业竞争者不多 
虽然个人飞行器早在上世纪已经问世，如今陆续有产

品走出实验室，但全球研制该款飞行器者不多，正式面向

市场宣布产品的更是只有 Gravity 公司一家。但由于其价

格贵（售价为 44 万美元一套），维护费高等问题，并没有

迅速打开市场，这一产品仍旧属于冷门领域。东南亚以及

南亚的相关市场还处于萌芽阶段，这就意味着市场还未饱

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3.3.2  旅游市场以及政府需求大 
南亚、东南亚部分经济以旅游业为支撑的国家，如泰

国等，可以购买这款飞行器或进行商演，让游客有更好的

旅游体验。而其他国家也可作为军队装备或抢险救灾装备

购买。 
3.3.3  中国政府大力支持 
近几年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政府鼓励中国企

业“走出去”，在国家政策方面，我国政府是持支持态度。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中写

道：“鼓励有实力的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国际科技创新

合作，支持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 
3.4  穿戴式个人飞行器在南亚东南亚市场上面临 

的威胁（T） 
3.4.1  疫情冲击 
2020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球经济受到冲击。

东南亚的旅游行业受挫，南亚多个国家至今仍深陷疫情危

机之中。因此人民的消费水平下降，政府缩减开支。 
3.4.2  消费者消费水平 
从 One Sight 营销云平台的最新的东南亚电商消费者

消费行为研究报告我们可以知道：从商品价格上来看，价

格仍是影响消费者选购商品最主要的因素，由于东南亚地

区的消费水平偏低，大多数的商品价格在 10～40 美元左

右。据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南亚、东南亚国家民

众的收入及消费水平较低。 
3.4.3  政策法规的阻碍 
如果要将该穿戴式飞行器推广至南亚、东南亚市场，

那么作为外国企业，一方面可能对当地的法律规定不了

解；另一方面，目前绝大部分国家关于飞行器的生产出售

以及使用方面的法律规定不完善。这些都会成为影响因

素。 

4  营销策略 

4.1  产品策略 
4.1.1  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产品性能 
根据我们所发放出的调查问卷的回收结果显示（以印

度和越南地区为例），对穿戴式飞行器的安全性的担忧是

人们不愿尝试这一产品的一大原因。所以，除提高产品的

质量和性能、降低产品价格外，提高安全性也是打开市场

的一个重点。 
4.1.2  完善售前售后服务 
提供飞行器的前期训练和培训，售出后产品的保养和

维修等服务，建立完善的产品配套服务，解决好客户对于

产品的操作和维修方面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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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注重品牌推广 
首先树立好品牌形象，注重品牌的设计和推广，提高

品牌知名度，建立大众对品牌的信任；其次融入文化，信

念，立足中国本土文化，融入东南亚，南亚文化，塑造亲

和力。 
4.2  价格策略 
通过完善生产技术、改进生产流程、完善生产管理、

提高生产效率以及降低生产成本。充分考虑政策、劳动力、

租金、运费等问题，制定合理的生产销售策略，降低生产、

运输以及销售成本。 
4.3  渠道策略 
4.3.1  采取直销 
根据消费能力，在一线城市建立直营销售店，减少中

间环节，既可以保证产品低价，又有试点推广作用，后期

可推广至二三线城市。 
4.3.2  采取网络营销 
抓住互联网时代趋势，拓宽销售渠道。包括但不限于

建立自己的品牌官网，与各大线上购物网站平台合作、入

驻平台等。 
4.3.3  商演和飞行体验 
可以通过商演盈利，同时也达到了宣传目的。还可以

将飞行服出租给想要体验飞行的顾客，但是必须要为他们

建造一个安全的飞行环境。如果仅仅是靠售卖产品可能利

润有限，但是可以发展与飞行相关的如体验活动、设计相

关的周边，以这些附属的产业创造价值。 
4.4  宣传策略 
首先，可以设计出有创意、有说服力的广告，在线上

线下各平台投放，提高知名度。例如，拍摄真实飞行的场

景等。 
其次，通过参与或者举办大型的展演和赛事，来展示

和宣传产品。刘东升老师告诉我们他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

——办一场中国穿戴式个人飞行器的飞行赛事，但是由于

办赛事前期需要投入资金较大，且中国这项运动的爱好者

不多，因此迟迟没有举办。虽然实施起来有困难，但是不

失为一个好的宣传方法。 
4.5  政府和公共关系策略 
严格实行政府部门对民用航空器的制造、销售的规

定，积极与相关部门交流，申请相关的许可证书，以获得

法律政策上的支持。可以适时参与政府的救援救灾，科研

勘探，工程建筑等部门合作，利用对公共事业的参与获得

政府与群众的肯定，提高知名度。 

5  结语 

自古以来，人类都希望能够在天空中翱翔，古今中外

不乏探索飞行奥秘的例子。人类的这种对于飞行的向往从

未间断，从热气球到飞机，再到载人航天飞行器，人们实

现了能够乘坐飞机穿越大陆海洋，能够通过载人航天器与

宇宙亲密接触，如今人们又希望能像鸟儿一样自在飞行。

因此，在低空飞行领域，个人飞行器将成为人们不断探索

的领域。只要人类对飞行的渴望不灭，随着社会的发展，

这个领域就会一直发展下去。 
而本文所分析的穿戴式个人飞行器，就属于这样一个

未饱和而又有发展潜力的领域。个人飞行器本身就在性价

比和便携性方面具有优势，可应用于科研勘探、军事、救

援、交通以及服务业等多领域，用途广泛。而社会的发展，

也为该飞行器提供了政策和市场方面的便利。不过各国各

地区政策法规对于低空飞行以及其产品的限制，大众对于

个人飞行器安全性的担忧以及推广宣传方面的困难仍是

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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