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董 卿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曲建宇

  3 月 31 日，烟台市召开全市产业链工作
调度推进会议，认真落实全省深入实施工业
经济“头号工程”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强调
要以系统思维抓实产业链链长制，持续推动
全市产业链聚势成峰。会上对16 条重点产业
链的现状与短板逐一点评分析，对各产业链
2025 年目标任务逐一细化分解，明确责任单
位和时间节点。
  2021 年开始，烟台市创新实施产业链链
长制，由市领导担任16 条重点产业链链长，
并明确主责部门、领建园区和链主企业，推
动各产业链能级持续放大。在全球产业链供
应链加速重构的今天，烟台市大力实施链长
制，是基于何种考虑？带来了哪些变化？给
我们什么启示？近日，记者深入烟台市进行
蹲点采访。

改革破题

重点产业链能级持续提升
  2024 年， 11 条制造业产业链实现产值
9326 亿元，比2021 年增加2334 亿元，年均增
长10.1%，占规上工业比重达84%；
  43 家链主企业产值由2021 年的4242 亿元
增至2024年的5888 亿元、年均增长11.5%；
  16 条产业链累计举办各类招商活动1561
场，签约项目913个、总投资9380 亿元，累计
实施建设项目 18 9 9 个、完成投资 48 7 2 亿
元……
  数据是枯燥的，却也最能说明问题。从
2021 年底，烟台市实施链长制以来，三年多
的时间，各产业链的变化是实打实的。可以
说，在烟台地区生产总值跨越万亿大关的关
键时期，16 条重点产业链稳住了经济发展的
底座，也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增量。
  向改革要活力，向创新要动力。烟台以
“链长制”为抓手，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经济结构持续优化，高质量发展后劲不
断增强。链长制及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建立，
带来了可喜的变化———
  形成了大抓产业的强大合力。烟台建立
产业链服务推进工作机制，由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担任总召集人，将企业服务专员、产
业链推进等制度整合纳入总体框架，一体推
进工作谋划、招商引资、专员走访、督导考
评等重点任务。市级领导担任链长，整合土
地、资金、政策等要素资源，建立跨部门协
同机制，形成发展合力。
  提高了产业引育和项目招引的精准度。
各产业链由链长牵头推进，主责部门靠前主
抓，对产业“打开分析”，逐一建立产业链
全景图谱和产业资源库、客商信息库、目标
企业库、项目信息库、重点人才库以及项目
在谈、签约、在建、竣工“一图五库四清
单”。
  集聚了更多发展要素打造产业垂直生态
体系。以产业链为轴，引入更多创新平台、
人才团队、产业基金、产业联盟，积极开展
高层次品牌展会，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构建适宜企业生长的产业垂
直生态体系。
  各条产业链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加快
生长：石化及化工新材料产业链为例，规上企
业从 249 家增长到 328 家，净增 79 家，产值从
953 亿元增长至1854 亿元、年均增长19.1%；生
物医药产业链，规上企业从131家增长至
212 家、净增81 家，营收从385 亿元增
长至461 亿元，年均增长6.2%；清洁
能源产业链，产值从 500 亿元增
长至712 亿元，年均增长12.5%；
航空航天产业链和文化旅游产
业链年均增长分别达到17%和
46%。 11 条制造业产业链累
计获评省级以上产业集群 37
个 （ 国 家 级 5 个、省 级 3 2
个）、其中2021 年以来新获评
27个。

链群突围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
  4 月 3 日，万华化学发布公告称，万华化
学烟台产业园120 万吨/年乙烯装置成功产出
合格乙烯产品，乙烯二期项目一次开车成
功。该项目以石脑油和乙烷作为原料，通过
优化资源配置形成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链
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此前的2 月 24 日，万华化学新一代电池
材料产业园项目在海阳市开工。该项目总投
资168 亿元、 2025 年计划投资7亿元，占地面
积1850 亩，主要建设电池正负极材料生产厂
房及相关配套设施，是烟台丁字湾绿电产业
园首开项目，也是全省首个绿电产业园示范
项目。
  位于蓬莱区的万华新材料低碳产业园自
2022 年开工以来，两年多时间落地十几套装
置，平均每个季度就有一套装备投产。这几
年是万华化学技术成果集中落地转化期，万
华新材料低碳产业园正是为承接这些成果而
设立。
  从万华化学烟台产业园，到万华新材料
低碳产业园，再到新一代电池材料产业园，
万华化学成为烟台石化与新材料产业链膨胀
发展的最好注解。
  近年来，烟台市抢抓全省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机遇，加快推进化工产业高端
化、绿色化、集群化转型，系统谋划
了烟台化工产业园、万华新材料低碳
产业园、裕龙石化产业园三大千亿
级园区，全力打造万亿级绿色石化
产业基地。
  石化、汽车、黄金精深加工
等传统优势产业在稳住基本盘的
基础上提质扩量，不断产生新的
增长点；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清

洁能源等新兴产业聚链
成势；低空经济、

无人驾驶等未来
产 业 加 快 布

局。在链长制推进过程中，烟台的产业结构
更加合理，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
  海阳航空航天产业是“无中生有”的典
范。该市坚持“产业链建在园区上”理念，
全力培育航空航天和清洁能源两大主导产
业，持续完善壮大产业链条。东方航天港产
业园目前已形成火箭总装总测、卫星数据应
用、航天文旅全链条产业布局，2024 年园区
总产值达到 2 6 . 7 5 亿元，较 2 0 2 1 年增长
221.9%。截至目前，园区累计落地产业项目
23个，总投资273亿元，全产业链布局的商业
航天产业集群初具规模。
  低空经济是未来产业的重要一环，烟台
市在该领域接连实现突破。 2 月 27 日，由烟
台黄渤海新区企业壹通无人机系统有限公司
研制的TP500 全新适航取证构型无人运输机
成功首飞。 3 月 15 日，壹通公司大型无人运
输机TP1000 成功首飞。这是国内首款按照适
航程序研制的载重1 吨级、具备空投功能的
大型无人运输机，也是山东省有史以来自主
研制的最大的航空器整机、首个载重吨级以
上的无人机整机产品。此次首飞标志着我国
在高端无人航空装备领域实现又一重大突

破，为全球航空货运智
能 化 升 级 注 入

“ 中 国 方
案”。

要素集聚

构建产业垂直生态体系
  产业生态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是招
商引资的最佳招牌。
  3 月25 日9点半，在位于福山区新能源汽
车创新中心的烟台产业会客厅内，四层木制
台阶上早已座无虚席，一场“汽车产业链上
相亲”正式启幕。潍柴弗迪和潍柴新能源两
位负责人现场亮出产品及核心技术需求清
单，福山区工信部门工作人员逐条解读智改
数转相关政策，3 家市外上市企业、 30 余家
本地龙头企业代表现场交换名片。
  这么多汽车零部件相关企业积极参与，
看中的是烟台汽车产业链的良好生态，尤其
是正在崛起的 8.6 平方公里新能源汽车产业
园。潍柴弗迪、潍柴新能源、创明电池等龙
头企业相继进驻，将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进
驻，使整个产业生态更加完善。
  链长制的建立，为项目招引方式带来了
一场变革。一位招商干部表示，以前出去招
商的时候，主要谈的是自然风光如何美，基
础设施如何好，政策举措如何到位，营商环
境如何优，说了很多，感觉很空泛，针对性
不强。现在出去是按图索骥，按照“产业图
谱”上的缺项去谈项目。
  “黄渤海新区及周边有20 多家企业可以
为我们配套，体积配套比可以达到 90% 以
上，我们没有理由不把项目落在这里。”烟
台鏊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从考察到落地黄渤
海新区只用了40天，半年就推出了新产品。
  新型储能产业是黄渤海新区抢抓产业风
口，以链式思维系统谋划，从传统优势产业
里“种”出来的新兴产业。目前，黄渤海新
区已集聚新型储能产业重点企业30 多家，涉
及电池材料、电芯电控、系统集成、氢储能
等领域，其中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14
家、高新技术企业24 家，全区新型储能产业
已初具规模。
  构建产业垂直生态体系，园区是载体。
烟台市加快45 个领建园区建设，推动要素资
源向园区集聚，蓬莱化工产业园完成第三次
扩区，蓝色药谷生命岛达到交付条件，中集
零碳智造产业园主体完工。 45 个领建园区产
值由 43 8 6 亿元增至 61 5 3 亿元、年均增长
12% ；企业数量由 1163 家增至 1524 家。其
中，黄金精深加工产业链所属的招远黄金深
加工产业园、山东黄金焦家金矿、恒邦化工
产业园3 个园区，产值从1347 亿元增至2248
亿元、净增901亿元；生物医药产业链所属的
蓝色药谷生命岛、荣昌生物医药产业园、绿
叶国际医药科技产业园3个园区，产值从22.6
亿元增至57.8 亿元、年均增幅37%。
  烟台市推动要素资源向产业链集聚，积
极打造平台、人才、产业基金、产业联盟等
完备的垂直生态体系。
  2024 年，烟台16 条产业链新增省级以上
平台 63 个，累计达到 521 个；人才引育方
面，共引进青年人才1.2 万余人，入选国家级
人才50 人、省级泰山系列人才17 人；新设产
业基金17 只、基金规模94 亿元，基金总规模
突破400 亿元；共组织产业联盟（协会）44
个，2024 年举办活动302场；举办中国国际石
油化工大会、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会议等40
余场高层次展会，达成合作意向 200 多个。
  烟台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召开产业
链工作推进会议，出台《关于实施人才引领
“四链”融合发展系列行动 加快打造区域
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意见》、《烟台市营
商环境创新行动计划（2024-2025 ）》等多个
文件，市财政局组织2025 年烟台市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产融合作对接大会，合力推动产
业链与人才链、创新链、资金链“四链”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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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近年来，烟台市委、市政府始终把工业稳增长摆在首要位置，创新推进重点产业链“链长制”，按照“服务专员在链上集聚、要素资源在链上汇集、倍增企业在链上壮大、发展成果

在链上体现”的整体要求，着力构建“产业链群化、链群园区化、园区生态化”的发展新格局。走近烟台各条产业链，近距离观察链上新质生产力，深度挖掘链上澎湃新动能，烟台市总

链办与大众日报烟台记者站共同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链’上烟台”。

 噪 16 条产业链主要分

布有 45 个领建园区，园

区产值由4386 亿元增至

6 1 5 3 亿元、年均增长

12%；企业数量由1163 家增至 1524 家、增

加 361家。  噪 16 条产业链共组

建产业联盟（协会）

44 个，2024 年举办

活动 302 场，

促成合作意

向 417个。

 噪 2024 年， 11 条制造业
产业链实现产值 9 3 2 6 亿
元，比2021 年增加 2334 亿
元，年均增长 10.1%；占规
上工业比重由2021 年的80.5% 提高到2024 年
的 84%。

 噪 2024 年，16 条产业链新培育制造业创

新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创新载体 1 0 6

个；新增省级以上平台 63 个、累计达到

521个。

 噪 2024 年， 16 条产业链

共引进青年人才 1 . 2 万余

人，入选国家级人才 5 0

人、省 级 泰 山 系 列 人 才

17人。

 噪 2024 年，16 条产业链新设产业基金 17

只、基金规模 94 亿，基金总规模突破 400

亿元。

 噪链长制实施以来，16

条产业链累计走访接待三

类500 强企业 2578 批次，

举办各类招商活动 1 5 6 1

场，累计签约项目 9 1 3

个、总投资 9380亿元。

□记者 董卿 从春龙 报道
  本报烟台讯 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广大企业的支撑。烟台市牢固树
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统

筹推进产业链链长制、企业倍增计划、服务
企业专员等工作机制，全力打造让企业安心
经营、蓬勃发展的一流营商环境。
  近日，招远市举办了一场招远核电工
程项目专场招聘活动，吸引了中核华兴等
核电建设单位进场招聘，近3000 名求职者
进场应聘。活动开始前，招远市就业中心
积极与山东招远核电有限公司接洽，赴项
目方开展人力资源服务保障调研，建立常

态化沟通反馈机制，及时掌握项目建设人才
需求，形成个性化的人才服务清单。此次活
动共提供安全、土建、质检、给排水、电
工、驾驶员、普工等岗位150多个。
  这场招聘会是精准把握企业需求，服务
清洁能源产业链的生动注脚。
  为准确把握链上企业发展需求，烟台市
开展精准匹配走访活动。依托“9+39 ”工作

机制（ 9 名市级领导+39 个

市直部门）和18 个固链服务专员部门，自主
选定走访企业，提升走访单位与目标企业的
适配度，2024 年累计走访链上企业1051 家，
筛选 230 条域外有效投资信息推送至招商部
门。建立产业链服务推进机制工作专刊，季
度通报产业链服务推进情况、月度通报问题
化解情况。
  烟台市按照“日研判、月专题、季攻
坚”思路推动问题分办化解，先后召开8 次
座谈会，推动坤泰新材料定制公交开通、莱
州园区供水等问题解决；每个季度集中攻坚
化解，开展上半年问题化解回头看，对252个
收集问题解决情况进行自查和排查，有137个
问题得到进一步推进和解决。如：海阳市历
时2 个月帮助恒信食品融资1700 万元；市医
保局多次赴省局对接怡早医疗科技食管癌早
期细胞精准筛查服务项目申请事宜，推动项
目通过专家评审。截至目前，各级服务企业
专员年内共解决企业各类诉求700多个。
  生物医药产业链，市区两级链办协同开
展走访服务工作，实现重点企业和项目全覆
盖，协调解决企业手续办理、科研合

作、审评审批等问题60 余个。举办生物医药
产业培训会、政企服务沟通会、医教研产研
讨会等活动，设立生物医药知识产权转移转
化专业委员会、生物医药创新联合体，促进
“政产学研医金介”各方形成发展合力。 
  福山区将2025 年定为全区“优化营商环
境提升年”，选派160 名“项目双特派员+服
务企业专员”，围绕307 家规上企业、 50 家
规下重点企业和 117 个重点项目，打破“院
墙”，主动下沉，深入挖掘和解决企业有效
需求。开设产业会客厅，组织开展项目路
演、供需对接等活动，架起企业合作交流新
桥梁。抓住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改革试点
机遇，用好“烟惠通”政策兑现平台，为企
业提供一站式数字化全流程服务，实现
“政策直达、诉求直报、政企直
通”。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

招商：

产值：

园区：

生态： 烟
台
重
点
产
业
链
概
况

1、生物医药产业链
  链主企业：烟台生物医药集
团、荣昌生物、绿叶制药
  领建园区：蓝色药谷生命岛、
IVD医疗器械产业园、荣昌生物医
药产业园、绿叶国际医药科技产
业园

2、石化及化工新材料产业链
  链主企业：万华化学、裕龙石
化、道恩集团、中国空分工程
  领建园区：蓬莱万华新材料低
碳产业园、山东裕龙石化产业园、
龙口市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莱州银
海化工产业园（中国空分溴化工产
业园）

3、汽车产业链
  链主企业：潍柴（烟台）新能
源动力科技、通用东岳
  领建园区：福山新能源汽车产
业园、上汽通用东岳基地

4、海洋工程产业链
  链主企业：中集来福士、中柏
京鲁、杰瑞石油、东方电气
  领建园区：中集零碳智造产业
园、绿色船舶建造及综合保障基
地、杰瑞石油智能装备制造园区、
中国海上风电国际母港

5、航空航天产业链
  链主企业：东方航天港集团、
513 所（华宇航天）、钛金科技、
清科嘉智能科技
  领建园区：东方航天港产业
园、卫星产业园、航空航天紧固及
结构件产业园、黄渤海新区空天海
战略装备智造产业园（清科高端装
备设计制造产业园）

6、清洁能源产业链
  链主企业：万华化学、冰轮集团、山东核
电、烟台能源集团
  领建园区：海阳丁字湾双碳智谷、海天装备
材料产业园（新一代电池材料低碳产业园）、烟
台冰轮低碳能源装备产业园、海阳核电装备制造
工业园、烟台市区域储能中心

7、葡萄酒产业链
  链主企业：张裕集团、中粮长城
  领建园区：柳林河谷、蓬莱“一带三谷”酒
庄集聚区

8、黄金精深加工产业链
  链主企业：招金集团、山东黄金、恒邦冶炼
  领建园区：招远黄金深加工产业园、山东黄
金焦家金矿、恒邦化工产业园、牟平金山湾新材
料产业园

9、消费电子产业链
  链主企业：富士康
  领建园区：富士康（烟台）科技工业园

10、光电及磁性材料产业链
  链主企业：睿创微纳
  领建园区：烟台光电传感产业园

11、食品产业链
  链主企业：龙大美食、鲁花集团、仙坛股份
  领建园区：莱阳食品工业园（莱阳预制菜产
业园）、鲁花食品科技产业园、仙坛绿色食品产
业园

12、工业设计产业链
  链主企业：山东省工业设计研究院
  领建园区：烟台工业设计小镇

13、文化旅游产业链
  链主企业：烟台文旅产业发展集团、蓬莱阁
文旅
  领建园区：朝阳街-所城里历史文化街区、蓬
莱旅游度假区

14、工业互联网生态产业链
  链主企业：东方电子、橙色云、汉鑫科技
  领建园区：东方电子数字经济产业园、橙色
云数字经济产业园、华为（烟台）人工智能教育
科创园

15、绿色建造产业链
  链主企业：烟建集团、飞龙集团、蓬建建工
  领建园区：烟建集团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业
园、飞龙新型建筑工业化产业基地、蓬莱区绿色
建造产业园

16、现代物流产业链
  链主企业：烟台港集团、烟台国际机场集
团、济铁物流园
  领建园区：烟台港、烟台国际机场、黄渤海
国际陆港 
           

□记者 从春龙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