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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公司实习生时，柴腾龙发现，很多新
人怕摔机赔钱，甚至不敢飞，操作飞机巡检时
手抖得厉害。“考证培训学得再好，也是和实
际场景脱节的。”柴腾龙举例，一些机构在培
训时为体现与农业应用场景结合，专门找来
农用机让学员练习“八字绕飞”，形式多于内
容。等新人真正飞农机时，遇到“农药如何配
比、路线如何规划”等问题，依旧一问三不知。

“企业抢着要高水平教员，但大部分机构
却在批量培训入门级飞手。”包延君坦言，人
才供需错配已经成为行业快速发展难以回避
的现实问题，那些在考证时选择“容易”模式
的考生注定难以真正进入就业市场。

行业已看到“痛点”。包延君正筹划与会
员单位一起组织“无人机战法与技能培训”，
针对应急运输、测绘、投送和航拍等常见技能
进行专项练习。吴义元也在今年5月推出了
“高阶农林实战班”，让有意愿提升实战技

能的学员在其合资公司管理的荔枝林实
践，让学员掌握打药、施肥、播撒、吊运
等实战知识和技能。

“企业要的是来了就能干活的成
手，而不是连电池循环寿命都不懂的
行业新人。”包延君坦言，岗位薪资越
高，对个人的复合能力要求越多。

柴腾龙当年毕业后，出于个人兴
趣选择了航拍工作，后考虑到技能积
累与长远收入，跨行到了当时新兴起

的航测领域，在新公司自学了垂起固定
翼飞行、航线规划、地形建模等测绘方面

的技能。
“如没有工作平台锻炼或是不继续选行

业应用深造，那离能真正独立应用作业还相
去甚远。”随着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结束，大
批测绘公司经历洗牌，柴腾龙及时从航测转
向电力巡检，并将从事航测时积累的技能迁
移到了新领域。

“无人机飞手在未来更像是一项基本技
能，只有结合特定专业领域技能，才能找到用
武之地。”当有人向柴腾龙咨询“从事飞手”职
业建议时，他总会劝说，别只想着考无人机
证，先学电力、测绘、农业等专业知识。

为应对行业整体供需错配的现状，相关
主管部门也通过严控考试难度等方式进行调
节。据受访者透露，自2024年底，无人机执
照考试难度已升级，在实践考试环节，教练员
不得进入考试区，不能像此前行业默认的那
样进行“陪考”。

更大的挑战来自技术进步。柴腾龙介
绍，当无人机可以自主完成的飞行任务越来
越完善，对人工操作的依赖程度势必降低。
随着越来越多无人机作业进入“无人值守”模
式，“飞手”也将面临角色转变的新挑战。

（中国新闻周刊）

一架喷涂着深圳某医院标识的物流无人机，正安静地
停放在库房待命。按计划，它将穿越城市上空，往返于医
院之间，用以调用紧急物资。这条崭新的“空中急救线”距
离通航还差一块关键拼图：谁来驾驭它？

近日，医院方面代表找到了深圳无人机培训公司大远
创新的创始人吴义元，愿以“可观的薪酬”紧急招揽能胜任
常态化飞行的资深飞手。类似的无人机应用场景正在全
国各地不断涌现。“但成熟、可靠的飞手十分紧缺。”吴义元
告诉记者。

最近两年，“低空经济”被连续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无
人机应用场景加速落地，市场对飞手的需求愈加显著，带动
了无人机操控员执照报考人数的持续增长。

然而，大批行业新人在投入高额学费后，却面临“毕业即
失业”的窘境。他们很快发现，“有证”只是拿到了行业入场
券，“仅仅会飞”远无法满足岗位需求。卷入考证热潮的行业
新人们聚集在“高薪飞手”的宣传帖下追问：被寄予厚望的无
人机考证，究竟是新的职业风口，还是一场骗局？

行业新风口？

“无人机应用场景的探索充
满想象力。”吴义元举例，在各大
城市地标建筑外，无人机正将

“外墙清洁”业务拓展至传统“蜘
蛛人”的作业禁区，这些走在应
用前端的创业团队，投入多年研
发，撬动的不仅是百亿级别的新
市场，还有对专业飞手的新需
求。“飞手起码要懂得建筑风险
评估，以及清洁剂喷洒等。”

市场对飞手的需求正快速
增长。智联招聘报告显示，2025
年2月，无人机工程师、无人机组
装测试的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速
分别为39.9%和 64.5%。然而，
对应的求职人数增速更为惊人，
分 别 同 比 飙 升 了 287.3% 和
271.9%。

考证热潮席卷了各地的考
试中心。在河南郑州上街区考
试中心，6月17日结束的单场考
试创下了参考人数破千的纪录。

武汉资深飞手柴腾龙已经
入行八年。据他观察，考证热的
拐点出现在2024年1月后，《无

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
例》正式实施，规定小型及以上
无人机操控员必须“持证上岗”，
而轻型无人机用于商业活动也
需执照，覆盖了大部分行业应用
场景，包括常见的物流、测绘、植
保等领域。持证成为行业准入
门槛，企业招聘明确要求飞手须
具备中国民航局（CAAC）执照，
持证飞手在薪资和就业机会上
也更具优势。考证培训市场因
此快速扩张。“原来在武汉单个
考场只有一两百人，现在单场报
名人数已经涨到六七百人。”

考证人群正发生深刻变
化。“考证群体中，百分之八九十
为在校学生。”中国职工技术协
会无人机和无人系统专委会会
长包延君介绍，早年的无人机考
证群体以公安、消防等专业部门
为主，如今在校生和跨专业求职
者成为主力。

就业前景俨然成了无人机
考证宣传的金字招牌。社交平
台上，“报考无人机证”话题热

度始终居高不下，相关培训广告
短视频打上“零基础小白一个月
拿证”“高薪自由”等标签，相关
话题的播放量常常破亿。

巨大的市场缺口正吸引资
本跑步入场，各方都在争夺自己
的位置。传统驾校也不甘示弱，
常州宇胜、巢湖平安等驾培机构
纷纷推出无人机培训业务。截
至今年6月初，全国无人机培训
机构突破2500家，数量半年内
几近翻倍。“培训机构以每个月
新增一两百家的速度增长。”包
延君透露。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
自己专门花1.2万元选了“包就
业套餐”，但实际考证通过后只
经机构介绍到一家公司实习了3
天，最终还得靠自己投简历。而
好岗位更看重工作经验，机构

“包就业”合同形同废纸，“感觉
自己被骗了”。学员们对“无人
机考证是新骗局”的指控，大多
将板子打在了“包就业”的宣传
卖点上。

一家无人机培训机构负责
人告诉记者，之所以在招生时强
调“保障就业”，就是因为竞争太
激烈了。对不明就里的参培新
人来说，除了比价，就是看哪家
提供的服务更“贴心”，而考生花
费上万元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
器操控员执照（下文称“CAAC
执照”），“一半为了储备技能，一
半为了就业”。

“目前行业内具备教员培训
资质的机构不足10%。”包延君

坦言，行业进入门槛并不高，投
入三四十万元，买十几台教练
机，再请七八位教员，申请固定
空域后，便可以开门招生，而机
构所需培训资质很多通过“挂
靠”“加盟”等方式来实现。一些
新晋培训机构，即便拿到授权认
证，教学质量也难以保证。

在吴义元看来，更严峻的行
业困境在于“低价内卷”。据不
完全统计，以中型多旋翼为例，
视距内执照的培训费用市场价
通常在1万元左右，超视距执照
在1万元以上，教员证则相对更
高，在2万元上下，这些费用通常
包含培训费和首次考试费。在
无人机产业发展较早、竞争较为
激烈的广东地区，个别机构已将
小型视距内执照的考试培训价

“卷”到了原市场价格的一半。
“而为了压缩成本、追求利

润，个别机构不负责任地压缩培
训课时，为了考试而考试。”吴义

元解释，学员得不到足够的系统
学习，尤其在实操飞行环节，如
果训练不到位，将难以应对复杂
的飞行任务和突发状况。

相比于“包就业”，吴义元认
为，培训机构更应该给学员提供
真正的职业规划及资源帮助。

“大多数学员不清楚自己考证为
了什么，甚至不清楚自己要考什
么。”吴义元举例，不同品牌农业
机的操控系统差异，有时比手动
挡与自动挡汽车的差别还大，很
多奔着农业场景考证的学员，可
以不考CAAC执照，但需要取得
农业无人机生产厂家培训后颁
发的无人机操作证，而这些“门
道儿”往往并不为新人所知，需
要机构根据学员自身情况和诉
求助其进一步规划，从而离“就
业”更近一步。

无人机起飞作业无人机起飞作业。。（（资料图资料图））

“包就业”骗局？

持证不代表能飞

无人机考证“虚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