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奋楫扬帆渤海湾 勇立潮头写传奇

———“万亿之城” 烟台高质量发展调查

本报记者 彭勇 任明杰 张鹏飞 李嫒嫒

中国经济的大海永不眠，浪潮拍击着大湾区，拍击着长三角，也拍击着渤海湾。

渤海湾畔的烟台接连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去年，烟台GDP达到10162.46亿元，同比增长6.6%，成为北方首个晋级“万亿之城”的地级市；在高基数的基础上，烟台今年上半年GDP增速达到5.9%，依然快马加鞭……

观蓬莱流云奔涌，听渤海惊涛拍岸。 新时代，环渤海经济圈呈现出新气象，烟台正以一往无前的姿态，书写高质量发展新传奇。

中国证券报报道团队走进烟台，采企业、访政府、话专家，在激情和沉思之中，感受这座“仙境之城” 的神奇和巨变，并试图解读其高质量发展密码。

“万亿之城” 稳扎稳打

8月的烟台，烈日炎炎；黄渤海南岸，热火朝天。

蓝天白云下，万顷碧浪旁，占地12平方公里的化工园区正在紧张生产，一个个化工塔罐高高耸立，高低回环的输送管道井然有序，构成巨型的“钢铁森林” 向着远方无限延伸，一望无际震撼人心。 行走在这里，看不见跑冒滴漏，听不见噪音，闻不见异味，绿色、环保是记者最大的感受。

这里是万华化学烟台工业园。 1978年建厂的万华化学脱胎于烟台合成革厂，成立之初的愿望是 ：让每个中国人都能有一双皮鞋 。 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凭一己之力成功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让中国成为继美、德 、日之后第四个掌握MDI制造技术的国家。

2015年，万华化学MDI产能坐稳全球第一，此后又进入石化、新材料等领域 ，终成世界级化工巨头。 2023年，万华化学实现营收1754亿元、净利润 168亿元，是山东省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强悍的创新能力和强大的盈利能力，使万华化学被称作化工界的“华为” 。

起步时志存高远 ，壮大后奋进不止 。 万华化学的崛起是烟台发展的生动缩影。 正是在万华化学等一大批优秀企业的推动下，烟台的高质量发展渐入佳境。

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绿色转型成绩亮眼。 烟台的经济总量从2002年突破千亿元，到2012年突破五千亿元，再到 2023年突破万亿元，稳扎稳打，一步一台阶，十年一跨越。

“烟台的经济就像一辆重型卡车，启动虽然不是最快，但胜在稳健。 ” 山东财经大学教授、区域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庞晶对记者表示，在载重量越来越大，还要持续爬坡转弯的过程中，做到不失速很不容易。

一边奔跑 ，一边调校。 更可贵的是，近年来，烟台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力推动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数据显示 ，2017年-2022年，烟台GDP年均增速5 .8%，增幅全省第一；与此同时，烟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43%，降幅全省第一。 一升一降，是烟台围绕国家“双碳” 战略 ，聚焦重点领域，全面开展低碳城市试点工作交出的亮眼成绩单 。

龙头企业顶天立地，世界级产业格局渐显 。 如果说一些南方城市的工业企业是蚂蚁雄兵、铺天盖地，那么烟台的企业特点就是大象军团、顶天立地。

从空中俯瞰烟台会发现，沿着黄渤海南岸，裕龙石化产业园、蓬莱化工产业园、烟台化工产业园三大千亿级绿色化工园区，星罗棋布 ，聚合成群，正以“龙头带动 、园区承载、链式聚集” 的发展模式 ，崛起为可媲美德国路德维希港 、美国休斯敦、日本东京湾的全球一流高端低碳石化产业基地。

烟台不仅有万华化学这样的巨无霸，还有总投资 1169亿元的裕龙石化，这是山东有史以来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总规划产能4000万吨/年，项目全部达产后产值接近万亿元。

烟台市现有化工生产企业370家，其中规模以上化工企业325家。 目前，烟台汇聚全球MDI行业领军者万华化学、全球高性能纤维龙头泰和新材、全国唯一高性能TPV生产商道恩股份、位居中国轮胎前3强的玲珑轮胎等一大批龙头企业。

“在与全球巨头的竞争中，我们从来没输过 。 目前，我们有5项技术做到全球第一，10项技术排在国内第一，挺进了科技创新的‘无人区’ 。 我们要做全球芳纶行业的领导者，为中国高性能纤维行业争口气。 ” 在泰和新材展厅里，公司董事长宋西全向中国证券报记者介绍。

如今，烟台已拥有绿色石化、有色及贵金属 、汽车、电子信息 、高端装备 、食品精深加工六大千亿级顶梁柱产业，开辟了生物医药 、航空航天、清洁能源三大百亿级新赛道，并着力培育壮大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N个前沿性产业，已形成“9+N” 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

“这几年，我们在‘双碳’ 背景下，围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制造、低碳链条、低碳服务 、低碳文化 ’ 六大支柱，全力打造低碳能源装备产业。 这个赛道天花板非常高，想象空间非常大，是公司‘十五五 ’ 大发展的好赛道。 ” 国内工商业制冷龙头冰轮环境董事长李增群告诉记者，在巩固主业的同时，依托在“水大鱼大” 的低碳能源装备赛道加快布局，2024年公司将“刷新系统，重启增长” 。

“随着一个个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一家家龙头企业加速发展，烟台正形成‘千亿领航 、百亿支撑 、十亿带动’ 竞相推进的生动格局 。 ” 烟台市工信局局长张宏说。

新兴产业冒尖露头，新旧动能转换加快。 在做强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烟台着力谋划布局生命科学 、深海空天、新一代核电、人工智能等多个前沿性产业，为未来发展开辟更大想象空间。 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烟台市将“聚焦重大技术突破和前沿成果应用 ，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作为 2024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5，4，3，2，1，发射！ ” 5月29日，随着一声巨响 ，凤凰展翅般的烟雾团喷射而出，一枚运载火箭从烟台海阳附近海域一艘船的甲板上腾空冲向云霄，出色完成了“飞天” 任务，将卫星送入太空。

近年来，随着卫星互联网等前沿技术迅猛发展，商业运载火箭的发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我国商业航天产业由此驶入发展“快车道” ，一个万亿规模的新赛道迎来蓬勃发展机遇。

在一次次令人心潮澎湃的航天发射任务中，海阳这座滨海小城彰显出逐梦星海的强劲势头。 2020年4月，海阳开工建设东方航天港，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海上发射母港 。 截至目前，东方航天港已实现十一连捷 ，累计将61颗卫星送入太空 ，成功率 100%。

东方航天港集团副总经理张华说 ，海阳港位置独立、安全 ，可满足小倾角、太阳同步轨道等多种轨道卫星的发射需求，具备发展商业航天产业的天然优势。

沿链集聚 ，聚链成群。 烟台利用特殊的地理优势，积极吸引多家商业航天公司落户海阳，初步打造起以海上发射带动产业园区发展、以火箭制造推动全产业链布局的商业航天产业生态圈。

“天上有星 、陆上有箭、海上有船” ，海阳初步形成产业发展核心能力。 张华说，通过发射资源、技术与资金的有机融合，海阳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航空航天企业、项目落户 ，抱团奔赴星辰大海。

山海胸襟厚重有品

烟台，地处胶东半岛，濒临渤海、黄海，是环渤海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留存着秦始皇“巡登之罘，临照于海” 、汉武帝“筑城北望蓬莱山” 、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故里等诸多遗迹。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烟台采访，时常感受到勃郁的英雄气概、广阔的山海胸襟，与厚重的城市品格相互激荡 ，迸发出慷慨激昂的磅礴之力，驱动着这座“万亿之城” 拔节生长。

———烟台的厚积薄发，离不开对于“办实业” 的“真热爱” 。

在烟台市博物馆参观时，记者注意到，有一处文物吸引了几乎每一位到此的游人驻足：1912年8月，孙中山参观张裕时，品尝完葡萄酒，欣然挥笔题词“品重醴泉” 以示嘉勉。 这块牌匾 ，见证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崛起。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烟台从1861年开埠后 ，中国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中国最早的制钟厂宝时造钟厂、中国最早的弹子锁厂程明锁厂应运而生，到1984年跻身全国首批 14个沿海开放城市 ，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化雨。 烟台的突出特点就是始终重视实体经济，坚持工业立市不动摇。

国内电力自动化龙头企业东方电子，便是烟台专注工业立市的缩影。 公司董事长方正基对记者表示，“自上世纪80年代进入电力自动化领域以来，我们已深耕电力行业40余年。 一直以来，我们不忘初心，坚持专业专注，发挥专业优势，做精做深做透，夯实发展基础，这是公司持续稳健发展的关键。 ”

业内有“中国工业看山东 ，山东工业看烟台” 的说法 ，在联合国分类的 41个工业大类中，中国是唯一一个 41个大类齐全的国家，而山东省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全部 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 而在 41个工业大类中，烟台就有37个，是山东省当之无愧的工业领头羊，也是全国工业的佼佼者。

烟台的工业实力到底有多强？ 张宏告诉记者一组数据：2023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 .7%，分别高于全国、全省7 .1和 4 .6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利润居全省第一；2个产业入选首批山东省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产业入选山东省特色产业集群 ，数量均居全省第一……

———烟台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对于“重资产” 的“巧运营” 。

在烟台的经济格局中，传统产业占比超过 70%。 面对典型的“重资产” ，当地政府聚焦16条重点产业链 ，提出实施“链长制” 。 由市委书记、市长担任总链长，每个产业链确定一名市级领导担任链长，以“链式发展” 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一出出“巧运营 ” 的好戏由此上演。

烟台市发改委副主任孙吉鹏说，为奋力打造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烟台以雷霆手段坚决淘汰落后产能 ，2018年以来化工企业数量大幅压减 。 在“挥泪斩马谡” 的同时，烟台依托万华化学和裕龙石化两大龙头链主企业，布局六大产业园区，形成产业链集群，“一进一出” 加速化工产业由大到强的转变。

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烟台建立了新药创制山东省实验室，搭建了 100万平方米的生命岛，建立了国家级转化服务生产平台。 便利的公共平台让很多专业人士得以用极少的投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这吸引了众多企业和专家落户烟台，生动地实践演绎出一场精彩的《凤求凰》。

目前，烟台生物医药产业入选全国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山东省首批“十强” 产业“雁阵形 ” 集群库 。 全市现有医药类规上企业146家，主营业务收入过亿元企业 59家，过10亿元企业 8家，连续4年产业全业态主营业务收入突破千亿元。

近年来，烟台充分发挥清洁能源资源领先优势，深入推进能源革命 ，加快建设核电 、风电、海上光伏、LNG四大“千万级” 清洁能源基地，构建“中国北方清洁能源中心” ，在 2019年实现电力“东电西送” 的基础上，2025年将实现天然气“东气西输” 。

“烟台市已全面建成‘核、风 、光、氢、储、LNG’ 协同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实现了‘五个第一’ ，发出了全省第一度核电、第一度海上风电、建成了全国首个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融合示范项目、投运了全国第一个商业化核能供热示范项目 、形成了全省第一的清洁能源装机容量。 ” 烟台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市清洁能源产业链链长王松杰介绍，截至2023年底，烟台市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1325万千瓦，占全市电力装机总容量的56%；清洁能源发电量达到378亿度 ，占全市发电总量的46%，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3175万吨 。 到2025年，全市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将突破1400万千瓦；到2030年，全市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将突破 3900万千瓦 。

———烟台的做大做强，离不开对于“借资本” 的“善作为” 。

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枢纽，资本市场具有发现培育创新型企业、促进创新资本形成、优化创新资源配置等功能 ，对于创新驱动至关重要 。 一家企业、一个地方善用资本市场，如同鸟生双翼 ，呼啸生风，千里可至。

睿创微纳是国内非制冷红外领域的头部企业，2019年 7月作为山东首家、全国首批公司登陆科创板。 获得资本加持后，睿创微纳研发投入从上市前的几千万元猛增至2023年的6 .83亿元，技术创新呈现爆发之势 。 “我们已实现非制冷红外探测器芯片的国产化并量产，产品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打破了我国红外产业缺‘芯’ 的困局。 ” 睿创微纳副总经理赵芳彦对记者表示 。

借助资本市场，烟台上市公司纷纷成长为各自行业的龙头：全球MDI龙头万华化学 、高速光模块龙头中际旭创、高性能纤维龙头泰和新材、电力自动化龙头东方电子 、工商业制冷龙头冰轮环境、非制冷红外龙头睿创微纳、电子封装材料龙头德邦科技、油气设备服务龙头杰瑞股份 、核药龙头东诚药业……

值得一提的是，烟台是山东省第三座“万亿之城” ，经济总量排名在青岛和济南之后 。 然而在资本市场 ，“烟台板块” 却笑傲群雄。 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烟台共有境内外上市公司63家，总市值8000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山东省首位，“烟台板块 ” 成为资本市场亮眼的存在。

烟台市财政局副局长贾磊说，政策引导、服务创新、平台搭建、要素聚集，烟台市在推动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方面，可谓是“绞尽脑汁” 千方百计出政策、送服务。 “过去二十年，烟台敏锐把握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机遇，积极助推企业上市，为企业茁壮成长播下了种子，为产业发展壮大打下了根基，为打造‘万亿之城 ’ 蓄积了力量。 ”

千年智慧洞见烟台

迈入“万亿之城” 行列，意味着成为全国头部城市的一员，纵横驰骋的天地更加广阔 。 这是烟台发展的里程碑 ，是城市发展能级和综合实力跃升的体现。 欢喜兴奋之余 ，更须静心凝神，对这座城市的进阶之路进行分析思考。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烟台是中国道教的发祥地之一，跨越千年，儒道汇流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质朴刚健、向上向善是共同的气质。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出发，审视烟台的发展，可以获得不少启示。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 。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烟台采访，振奋于建设世界级石化基地的呼之欲出，惊奇于优秀企业的龙精虎猛，感叹于地方政府的敢想敢干 ，但最受触动的，却是烟台刀刃向内，超越自我、重塑自我的英雄气概。

烟台自然条件优越，“烟台苹果莱阳梨” 天下闻名。 但烟台没有躺平，反而以追求卓越 、永争第一的精神，不断登高攀强 ，从一座自然禀赋优越的旅游名城、农业大市，转变为先进制造业强市，以冲刺之姿跻身“万亿之城” ，拔得北方地级市头筹。

改革创新，是烟台超越自我、重塑自我的利器。

从曾经的合成革厂，到全球化工龙头，万华化学经历了浴火重生的淬炼。 “1998年以来，我们已经进行五次国企改革，目标都是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核心的就是现代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 ” 万华化学董事长廖增太说，通过改革，公司的管理层级从 4-6个变成 2-4个，部门减少了三分之二 ，管理人员只占全体员工的6%，90%的流程1-3个环节一天就结束，非常高效 。

体制改革激发了员工干事创业的活力。 “我们规定如果一个新产品开发成功，盈利之日起连续5年按照净利润15%提成给研发人员。 如果你在一年内给公司节省了1000万元成本，或者增加了 1000万元利润，公司会给你提成20%-30%，这些激励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员工创新的积极性。 ” 廖增太表示 。

改革永远在路上。 2022年11月，为了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 ，推动企业实现倍增发展，烟台“改体制、调机制” ，以冰轮环境和泰和新材为试点，开启了新一轮国企改革，创新性地将两家企业由市管企业调整为市直大企业，企业现有市管领导人员自愿辞去市管干部身份，全面实现向“经营人才 ” 的转变。

正是凭借着这么一股子劲，烟台在全国率先实施并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培育了山东唯有的3户整体上市国有企业，树起了万华化学、冰轮环境、泰和新材等改革样板。 2023年，烟台以占全省市管企业 11%的资产，贡献了21%的营收和 58%的净利润。

———兼收并蓄，万物并作 。

山以险峻成其巍峨，海以奔涌成其壮阔。 一座城市要有所作为，不能抱残守缺，不能小富即安 ，更不能画地为牢，而要以山海胸襟包罗万象。 在烟台，国有企业强大，民营经济活跃；传统产业发达，新兴产业勃兴 。 不分畛域 ，不划界线，吸收一切积极优秀的因素，向着远方大踏步前进。

在培育新兴产业方面，烟台表现出色。 烟台市工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烟台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累计 1394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累计115家。 2023年，烟台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34家，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559家、瞪羚企业 64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35家、单项冠军30家，认定山东省首批制造业领航培育企业14家，数量均居全省前 3位。

随着“两个毫不动摇” 深入人心，民营经济越发成为烟台发展的生力军。 王松杰说，民营经济贡献了该市60%以上的税收 ，65%以上的投资和经济量，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烟台迈入万亿级城市 ，民营经济功不可没。

国内高端电子封装材料领导者德邦科技 ，便是一家在烟台成长壮大的民营企业。 “烟台拥有非常好的营商环境，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这为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软环境，我们在 2023年再获‘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 及‘山东省电子信息行业优秀企业’ 和‘民营企业创新百强 ’ 荣誉。 ” 德邦科技总经理陈田安表示。

———孤阳不生，独阴不长。

一颗恒星难以独立诞生 ，通常孕育于星系团。 一座城市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区域经济的助力 。 “万亿之城” 的出现往往不是孤立事件，会带动超级城市群的出现。 烟台与济南、青岛的竞争 ，固然让人有一时瑜亮的感慨。 但更重要的是，烟台的崛起，使得山东出现了济青烟梦幻联动的发展格局 ，经济大省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在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万亿城市带” 备受关注。 江苏的南京、常州、无锡、苏州 、南通5座“万亿之城” ，以及广东的广州、深圳 、东莞、佛山 4座“万亿之城” ，演化成了璀璨夺目的“星系团” 。

山东作为国内仅次于广东和江苏的第三大经济省份，随着烟台晋级“万亿之城” ，有望形成国内第三个“万亿城市带 ” 。 目前，潍坊经济总量剑指 8000亿目标 ，临沂迈过 6000亿门槛 ，济宁向着6000亿进发，这些都是山东“万亿之城” 的预备部队。

更重要的是，万亿之上的烟台，进一步锚定 2035年跃升为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 而唐山、大连正加快冲击“万亿之城” ，未来有望携手烟台，共同书写环渤海经济圈新一轮增长传奇。

渤海湾云飞浪卷 ，渤海潮涛声如啸 。

站在丹崖山巅的蓬莱阁上极目远眺，黄渤海的浪潮滚滚奔涌，互相激荡和呼应。 满蓄着能量的环渤海经济区，正以澎湃之势书写新一轮经济增长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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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楫扬帆渤海湾 勇立潮头写传奇

———“万亿之城” 烟台高质量发展调查

中国经济的大海永不眠，浪潮拍击着大湾区，拍击着长三角，也拍击着渤海湾。

渤海湾畔的烟台接连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去年，烟台GDP达到10162.46亿元，同比增长6.6%，成

为北方首个晋级“万亿之城”的地级市；在高基数的基础上，烟台今年上半年GDP增速达到5.9%，依然

快马加鞭……

观蓬莱流云奔涌，听渤海惊涛拍岸。新时代，环渤海经济圈呈现出新气象，烟台正以一往无前的姿

态，书写高质量发展新传奇。

中国证券报报道团队走进烟台，采企业、访政府、话专家，在激情和沉思之中，感受这座“仙境之

城” 的神奇和巨变，并试图解读其高质量发展密码。

● 本报记者 彭勇 任明杰 张鹏飞 李嫒嫒

“

“万亿之城” 稳扎稳打

8月的烟台，烈日炎炎；黄渤海南岸，热火朝天。

蓝天白云下，万顷碧浪旁，占地12平方公里的化

工园区正在紧张生产， 一个个化工塔罐高高耸立，高

低回环的输送管道井然有序， 构成巨型的 “钢铁森

林” 向着远方无限延伸，一望无际震撼人心。行走在这

里，看不见跑冒滴漏，听不见噪音，闻不见异味，绿色、

环保是记者最大的感受。

这里是万华化学烟台工业园。 1978年建厂的万华

化学脱胎于烟台合成革厂，成立之初的愿望是：让每

个中国人都能有一双皮鞋。 就是这样一家公司，凭一

己之力成功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 让中国成为继美、

德、日之后第四个掌握MDI制造技术的国家。

2015年， 万华化学MDI产能坐稳全球第一，此

后又进入石化、 新材料等领域， 终成世界级化工巨

头。 2023年，万华化学实现营收1754亿元、净利润

168亿元，是山东省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强悍的创

新能力和强大的盈利能力， 使万华化学被称作化工

界的“华为” 。

起步时志存高远，壮大后奋进不止。 万华化学的

崛起是烟台发展的生动缩影。 正是在万华化学等一大

批优秀企业的推动下，烟台的高质量发展渐入佳境。

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绿色转型成绩亮眼。 烟台的

经济总量从2002年突破千亿元， 到2012年突破五千

亿元，再到2023年突破万亿元，稳扎稳打，一步一台

阶，十年一跨越。

“烟台的经济就像一辆重型卡车， 启动虽然不是

最快，但胜在稳健。 ” 山东财经大学教授、区域经济学

教研室主任庞晶对记者表示， 在载重量越来越大，还

要持续爬坡转弯的过程中，做到不失速很不容易。

一边奔跑，一边调校。更可贵的是，近年来，烟台在

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力推动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数据显示，2017年-2022年， 烟台GDP年均增速

5.8%，增幅全省第一；与此同时，烟台单位GDP二氧化

碳排放量下降43%，降幅全省第一。 一升一降，是烟台

围绕国家“双碳” 战略，聚焦重点领域，全面开展低碳

城市试点工作交出的亮眼成绩单。

龙头企业顶天立地，世界级产业格局渐显。 如果

说一些南方城市的工业企业是蚂蚁雄兵、 铺天盖地，

那么烟台的企业特点就是大象军团、顶天立地。

从空中俯瞰烟台会发现，沿着黄渤海南岸，裕龙

石化产业园、蓬莱化工产业园、烟台化工产业园三大

千亿级绿色化工园区，星罗棋布，聚合成群，正以“龙

头带动、园区承载、链式聚集” 的发展模式，崛起为可

媲美德国路德维希港、美国休斯敦、日本东京湾的全

球一流高端低碳石化产业基地。

烟台不仅有万华化学这样的巨无霸，还有总投资

1169亿元的裕龙石化，这是山东有史以来单体投资最

大的项目，总规划产能4000万吨/年，项目全部达产后

产值接近万亿元。

烟台市现有化工生产企业370家， 其中规模以上

化工企业325家。目前，烟台汇聚全球MDI行业领军者

万华化学、全球高性能纤维龙头泰和新材、全国唯一

高性能TPV生产商道恩股份、 位居中国轮胎前3强的

玲珑轮胎等一大批龙头企业。

“在与全球巨头的竞争中， 我们从来没输过。 目

前，我们有5项技术做到全球第一，10项技术排在国内

第一，挺进了科技创新的‘无人区’ 。 我们要做全球芳

纶行业的领导者，为中国高性能纤维行业争口气。” 在

泰和新材展厅里，公司董事长宋西全向中国证券报记

者介绍。

如今，烟台已拥有绿色石化、有色及贵金属、汽车、

电子信息、高端装备、食品精深加工六大千亿级顶梁柱

产业，开辟了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清洁能源三大百亿

级新赛道，并着力培育壮大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N个

前沿性产业，已形成“9+N” 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这几年，我们在‘双碳’ 背景下，围绕‘低碳产

业、低碳技术、低碳制造、低碳链条、低碳服务、低碳文

化’ 六大支柱，全力打造低碳能源装备产业。这个赛道

天花板非常高，想象空间非常大，是公司‘十五五’ 大

发展的好赛道。 ” 国内工商业制冷龙头冰轮环境董事

长李增群告诉记者，在巩固主业的同时，依托在“水大

鱼大” 的低碳能源装备赛道加快布局，2024年公司将

“刷新系统，重启增长” 。

“随着一个个重大项目加快落地， 一家家龙头

企业加速发展，烟台正形成‘千亿领航、百亿支撑、

十亿带动’ 竞相推进的生动格局。” 烟台市工信局局

长张宏说。

新兴产业冒尖露头，新旧动能转换加快。 在做强

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 烟台着力谋划布局生命科学、

深海空天、新一代核电、人工智能等多个前沿性产业，

为未来发展开辟更大想象空间。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

告中，烟台市将“聚焦重大技术突破和前沿成果应用，

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 作为

2024年的重点工作之一。

“5，4，3，2，1，发射！ ” 5月29日，随着一声巨响，

凤凰展翅般的烟雾团喷射而出，一枚运载火箭从烟台

海阳附近海域一艘船的甲板上腾空冲向云霄，出色完

成了“飞天” 任务，将卫星送入太空。

近年来， 随着卫星互联网等前沿技术迅猛发展，

商业运载火箭的发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我国商业航

天产业由此驶入发展“快车道” ，一个万亿规模的新

赛道迎来蓬勃发展机遇。

在一次次令人心潮澎湃的航天发射任务中，海阳

这座滨海小城彰显出逐梦星海的强劲势头。 2020年4

月，海阳开工建设东方航天港，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

海上发射母港。 截至目前，东方航天港已实现十一连

捷，累计将61颗卫星送入太空，成功率100%。

东方航天港集团副总经理张华说， 海阳港位置独

立、安全，可满足小倾角、太阳同步轨道等多种轨道卫星

的发射需求，具备发展商业航天产业的天然优势。

沿链集聚，聚链成群。 烟台利用特殊的地理优势，

积极吸引多家商业航天公司落户海阳，初步打造起以

海上发射带动产业园区发展、以火箭制造推动全产业

链布局的商业航天产业生态圈。

“天上有星、陆上有箭、海上有船” ，海阳初步形

成产业发展核心能力。 张华说，通过发射资源、技术与

资金的有机融合，海阳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航空航天

企业、项目落户，抱团奔赴星辰大海。

山海胸襟厚重有品

烟台，地处胶东半岛，濒临渤海、黄海，是环渤海地区

重要的港口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留存着秦始

皇“巡登之罘，临照于海” 、汉武帝“筑城北望蓬莱山” 、

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故里等诸多遗迹。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烟台采访， 时常感受到勃郁的英

雄气概、广阔的山海胸襟，与厚重的城市品格相互激荡，

迸发出慷慨激昂的磅礴之力，驱动着这座“万亿之城” 拔

节生长。

———烟台的厚积薄发，离不开对于“办实业” 的“真

热爱” 。

在烟台市博物馆参观时，记者注意到，有一处文物吸

引了几乎每一位到此的游人驻足：1912年8月， 孙中山参

观张裕时，品尝完葡萄酒，欣然挥笔题词“品重醴泉” 以

示嘉勉。 这块牌匾，见证了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崛起。

作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 烟台从1861年开埠

后，中国第一家葡萄酒厂张裕、中国最早的制钟厂宝时造

钟厂、中国最早的弹子锁厂程明锁厂应运而生，到1984年

跻身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 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

化雨。 烟台的突出特点就是始终重视实体经济，坚持工业

立市不动摇。

国内电力自动化龙头企业东方电子， 便是烟台专注

工业立市的缩影。 公司董事长方正基对记者表示，“自上

世纪80年代进入电力自动化领域以来， 我们已深耕电力

行业40余年。一直以来，我们不忘初心，坚持专业专注，发

挥专业优势，做精做深做透，夯实发展基础，这是公司持

续稳健发展的关键。 ”

业内有“中国工业看山东，山东工业看烟台” 的说

法，在联合国分类的41个工业大类中，中国是唯一一个41

个大类齐全的国家， 而山东省是全国唯一一个拥有全部

41个工业大类的省份。 而在41个工业大类中， 烟台就有

37个，是山东省当之无愧的工业领头羊，也是全国工业的

佼佼者。

烟台的工业实力到底有多强？ 张宏告诉记者一组数

据：2023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7%，分别高于

全国、全省7.1和4.6个百分点；规上工业利润居全省第一；

2个产业入选首批山东省先进制造业集群，3个产业入选

山东省特色产业集群，数量均居全省第一……

———烟台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对于“重资产” 的“巧

运营” 。

在烟台的经济格局中，传统产业占比超过70%。 面对

典型的“重资产” ，当地政府聚焦16条重点产业链，提出

实施“链长制” 。 由市委书记、市长担任总链长，每个产业

链确定一名市级领导担任链长，以“链式发展” 推动产业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一出出“巧运营” 的好戏由

此上演。

烟台市发改委副主任孙吉鹏说， 为奋力打造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示范城市， 烟台以雷霆手段坚决淘汰落后

产能，2018年以来化工企业数量大幅压减。 在“挥泪斩马

谡” 的同时，烟台依托万华化学和裕龙石化两大龙头链主

企业，布局六大产业园区，形成产业链集群，“一进一出”

加速化工产业由大到强的转变。

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烟台建立了新药创制山东省实

验室，搭建了100万平方米的生命岛，建立了国家级转化

服务生产平台。便利的公共平台让很多专业人士得以用极

少的投入，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这吸引了众多企业和专家

落户烟台，生动地实践演绎出一场精彩的《凤求凰》。

目前， 烟台生物医药产业入选全国首批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山东省首批“十强” 产业“雁阵形” 集群库。全

市现有医药类规上企业146家，主营业务收入过亿元企业

59家，过10亿元企业8家，连续4年产业全业态主营业务

收入突破千亿元。

近年来，烟台充分发挥清洁能源资源领先优势，深入

推进能源革命，加快建设核电、风电、海上光伏、LNG四大

“千万级” 清洁能源基地， 构建 “中国北方清洁能源中

心” ，在2019年实现电力“东电西送” 的基础上，2025年

将实现天然气“东气西输” 。

“烟台市已全面建成‘核、风、光、氢、储、LNG’ 协同

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实现了‘五个第一’ ，发出了全省

第一度核电、第一度海上风电、建成了全国首个海上风电

与海洋牧场融合示范项目、 投运了全国第一个商业化核

能供热示范项目、 形成了全省第一的清洁能源装机容

量。 ” 烟台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市清洁能源产业链链长王

松杰介绍， 截至2023年底， 烟台市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

1325万千瓦，占全市电力装机总容量的56%；清洁能源发

电量达到378亿度，占全市发电总量的46%，相当于减排

二氧化碳3175万吨。 到2025年，全市清洁能源装机容量

将突破1400万千瓦；到2030年，全市清洁能源装机容量

将突破3900万千瓦。

———烟台的做大做强，离不开对于“借资本” 的“善

作为” 。

作为“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枢纽，资本市场具有发现

培育创新型企业、促进创新资本形成、优化创新资源配置

等功能，对于创新驱动至关重要。 一家企业、一个地方善

用资本市场，如同鸟生双翼，呼啸生风，千里可至。

睿创微纳是国内非制冷红外领域的头部企业，2019

年7月作为山东首家、全国首批公司登陆科创板。 获得资

本加持后， 睿创微纳研发投入从上市前的几千万元猛增

至2023年的6.83亿元，技术创新呈现爆发之势。 “我们已

实现非制冷红外探测器芯片的国产化并量产， 产品综合

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打破了我国红外产业缺‘芯’ 的

困局。 ” 睿创微纳副总经理赵芳彦对记者表示。

借助资本市场， 烟台上市公司纷纷成长为各自行业

的龙头：全球MDI龙头万华化学、高速光模块龙头中际旭

创、 高性能纤维龙头泰和新材、 电力自动化龙头东方电

子、 工商业制冷龙头冰轮环境、 非制冷红外龙头睿创微

纳、电子封装材料龙头德邦科技、油气设备服务龙头杰瑞

股份、核药龙头东诚药业……

值得一提的是，烟台是山东省第三座“万亿之城” ，

经济总量排名在青岛和济南之后。 然而在资本市场，“烟

台板块” 却笑傲群雄。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烟台共有境

内外上市公司63家，总市值8000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山东

省首位，“烟台板块” 成为资本市场亮眼的存在。

烟台市财政局副局长贾磊说，政策引导、服务创新、

平台搭建、要素聚集，烟台市在推动企业对接资本市场方

面，可谓是“绞尽脑汁” 千方百计出政策、送服务。“过去

二十年，烟台敏锐把握中国资本市场改革的机遇，积极助

推企业上市，为企业茁壮成长播下了种子，为产业发展壮

大打下了根基，为打造‘万亿之城’ 蓄积了力量。 ”

千年智慧洞见烟台

迈入“万亿之城” 行列，意味着成为全国头部城市

的一员，纵横驰骋的天地更加广阔。 这是烟台发展的里

程碑，是城市发展能级和综合实力跃升的体现。 欢喜兴

奋之余，更须静心凝神，对这座城市的进阶之路进行分

析思考。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 烟台是中国道教的发祥

地之一，跨越千年，儒道汇流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质朴刚健、向上向善是共同的气质。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

慧出发，审视烟台的发展，可以获得不少启示。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烟台采访， 振奋于建设世界级石

化基地的呼之欲出，惊奇于优秀企业的龙精虎猛，感叹于

地方政府的敢想敢干， 但最受触动的， 却是烟台刀刃向

内，超越自我、重塑自我的英雄气概。

烟台自然条件优越，“烟台苹果莱阳梨” 天下闻名。

但烟台没有躺平，反而以追求卓越、永争第一的精神，不

断登高攀强， 从一座自然禀赋优越的旅游名城、 农业大

市，转变为先进制造业强市，以冲刺之姿跻身“万亿之

城” ，拔得北方地级市头筹。

改革创新，是烟台超越自我、重塑自我的利器。

从曾经的合成革厂，到全球化工龙头，万华化学经历

了浴火重生的淬炼。“1998年以来，我们已经进行五次国

企改革，目标都是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最核心的就是

现代企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 万华化学董事长

廖增太说，通过改革，公司的管理层级从4-6个变成2-4

个，部门减少了三分之二，管理人员只占全体员工的6%，

90%的流程1-3个环节一天就结束，非常高效。

体制改革激发了员工干事创业的活力。“我们规定如

果一个新产品开发成功，盈利之日起连续5年按照净利润

15%提成给研发人员。 如果你在一年内给公司节省了

1000万元成本，或者增加了1000万元利润，公司会给你

提成20%-30%，这些激励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员工创新的

积极性。 ” 廖增太表示。

改革永远在路上。2022年11月，为了进一步激发企业

活力，推动企业实现倍增发展，烟台“改体制、调机制” ，

以冰轮环境和泰和新材为试点，开启了新一轮国企改革，

创新性地将两家企业由市管企业调整为市直大企业，企

业现有市管领导人员自愿辞去市管干部身份， 全面实现

向“经营人才” 的转变。

正是凭借着这么一股子劲， 烟台在全国率先实施并

完成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培育了山东唯有的3户整体上市

国有企业，树起了万华化学、冰轮环境、泰和新材等改革

样板。 2023年，烟台以占全省市管企业11%的资产，贡献

了21%的营收和58%的净利润。

———兼收并蓄，万物并作。

山以险峻成其巍峨，海以奔涌成其壮阔。 一座城市

要有所作为，不能抱残守缺，不能小富即安，更不能画地

为牢，而要以山海胸襟包罗万象。 在烟台，国有企业强

大，民营经济活跃；传统产业发达，新兴产业勃兴。 不分

畛域，不划界线，吸收一切积极优秀的因素，向着远方大

踏步前进。

在培育新兴产业方面，烟台表现出色。 烟台市工信局

提供的数据显示， 目前烟台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累计

1394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 企业累计115家。

2023年，烟台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34家，省级

创新型中小企业559家、瞪羚企业64家、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435家、单项冠军30家，认定山东省首批制造业领航培

育企业14家，数量均居全省前3位。

随着“两个毫不动摇” 深入人心，民营经济越发成为

烟台发展的生力军。 王松杰说，民营经济贡献了该市60%

以上的税收，65%以上的投资和经济量，70%以上的技术

创新成果，80%以上的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烟台

迈入万亿级城市，民营经济功不可没。

国内高端电子封装材料领导者德邦科技， 便是一家

在烟台成长壮大的民营企业。 “烟台拥有非常好的营商

环境，用八个字来形容就是‘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这为

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软环境， 我们在

2023年再获‘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及‘山东省电子

信息行业优秀企业’ 和‘民营企业创新百强’ 荣誉。 ” 德

邦科技总经理陈田安表示。

———孤阳不生，独阴不长。

一颗恒星难以独立诞生，通常孕育于星系团。 一座城

市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区域经济的助力。 “万亿之城” 的

出现往往不是孤立事件，会带动超级城市群的出现。 烟台

与济南、青岛的竞争，固然让人有一时瑜亮的感慨。 但更

重要的是，烟台的崛起，使得山东出现了济青烟梦幻联动

的发展格局，经济大省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在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中，“万亿城市带” 备受关注。

江苏的南京、常州、无锡、苏州、南通5座“万亿之城” ，以

及广东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4座“万亿之城” ，演化成

了璀璨夺目的“星系团” 。

山东作为国内仅次于广东和江苏的第三大经济省

份， 随着烟台晋级 “万亿之城” ， 有望形成国内第三个

“万亿城市带” 。目前，潍坊经济总量剑指8000亿目标，临

沂迈过6000亿门槛，济宁向着6000亿进发，这些都是山

东“万亿之城” 的预备部队。

更重要的是，万亿之上的烟台，进一步锚定2035年跃

升为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而唐山、大连正加

快冲击“万亿之城” ，未来有望携手烟台，共同书写环渤

海经济圈新一轮增长传奇。

渤海湾云飞浪卷，渤海潮涛声如啸。

站在丹崖山巅的蓬莱阁上极目远眺， 黄渤海的浪潮

滚滚奔涌， 互相激荡和呼应。 满蓄着能量的环渤海经济

区，正以澎湃之势书写新一轮经济增长传奇。

视觉中国图片

万华化学烟台产业园

泰和新材氨纶生产线

冰轮环境压缩机智能装配产线

东方电子生产制造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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