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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年前，华侨实业家张弼士秉承实业报

国之志，斥巨资在烟台创办了张裕酿酒公司。

历时七年，酿出了中国的第一瓶葡萄酒。此后，

北极星钟表、三环锁、烟台啤酒等家喻户晓的传

统工业产品相继涌现，重工、厚商、亲企成为烟

台的浓厚传统。

百余年来，烟台工业基础不断壮大厚实，构建

了门类齐全、配套完善、优势突出的工业体系。在

41个工业大类中，烟台的工业体系就涉及37个。

目前，制造业已占据烟台全市经济的“半壁江山”，

培育形成2900多家制造业强企。烟台市工信局

四级调研员于远明告诉证券时报记者，2023年，烟

台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1.7%，分别高于全国、全

省7.1个和4.6个百分点，连续3年保持两位数增

长，为迈入万亿级城市提供坚实支撑。

纵观全球，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底蕴深厚的

工业基础既是一笔财富，也可能成为包袱与“诅

咒”。伯明翰、底特律等老牌工业城市曾风光无

限，却随着科技发展、产业转移、环境污染而走

向衰败。经济结构偏“重”的山东，自 2018年开

始实施新旧动能转换工程，提出“坚决淘汰落后

动能、坚决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坚决培育壮大新

动能”。作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三核”城市

之一，烟台在多年努力下，实现了“工业大市”向

“制造强市”的跨越转型。

——优势产业焕新向绿，传统动能澎湃

依旧。

长久以来，石化化工是烟台的支柱产业和

传统优势产业，占比大，分量重。全球MDI（二

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行业龙头万华化学、全国

最大高性能纤维生产企业泰和新材、国内领先

的轮胎生产厂商玲珑轮胎……一大批知名企业

在烟台集聚。

万华化学是烟台资本市场中当仁不让的

“带头大哥”。1978年建厂的万华化学脱胎于烟

台合成革厂，成立之初的使命是让中国老百姓

穿上皮鞋。如今，公司业务已延伸至聚氨酯、石

化、精细化学品、新兴材料四大产业集群，成为

世界级的化工巨头。

“通过这么多年的技术创新，我们的产品都能

够实现从一开始的国内一流、到国际一流、再到国

际领先。”万华化学董事长廖增太在接受证券时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这份底气，源于始终把技术创

新作为第一核心竞争力，持续进行科研投入，走

“上下游一体化、产业相关多元化”的发展路子。

据介绍，公司目前实现11项全球首创技术，打破

31项“卡脖子”技术，拥有发明专利达6200多项。

以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同时，万华

化学致力于加强碳足迹管理，推动节能减排、绿

色转型。以万华化学—河海综合智慧能源项目

为例，万华首创了智慧热集成能源利用技术，对

化工生产中的废热实现回收再利用。一方面，

将园区低温废热回收，低成本加工成能为园区

装置提供替代蒸汽的高品位热源；另一方面，通

过分布式能源站，将热能汇总至市政供热管网，

为千家万户供暖。“项目全部建成后，每年可节

约煤炭约 260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670 万

吨，节约用水千万方以上。”廖增太表示。

当前，烟台正锚定“世界级绿色石化城”的

目标，打造全球一流的高端精细化工新材料产

业聚集区。以万华化学为代表的企业，用切实

的行动，为石化化工产业打上了高端、绿色、低

碳的新标签，让传统动能澎湃依旧，迸发出全新

的生命力。

——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新旧动能交织向前。

2021年，烟台发布《关于推进制造业强市建

设三年行动方案》，提出全力实施“9+N”产业培

育工程，到 2023年培育形成 2个 2000亿级、4个

千亿级和3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同时谋划布局生

命科学、深海空天、新一代核电、人工智能等N
个前沿性产业。在稳固传统优势产业底盘的同

时，烟台加速膨胀裂变一批新兴产业，为未来赢

取主动权。

走进牟平区蓝色药谷·生命岛，这个2022年

才开工建设的生物医药产业园区，只用短短两

年时间便注册92家企业，签约落地东诚核聚、蓝

纳成创新药物等产业项目 40个；作为我国唯一

的海上发射母港，海阳东方航天港已成功组织

保障海上发射任务 10次，累计发射卫星 57颗，

目前已招引集聚产业项目 21个……近年来，烟

台新兴产业正跑出加速度，新兴动能拔节生长。

值得称道的是，通过持续推动技术创新和

绿色转型，烟台逐渐打破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

业的界限。2019年，全国首批 66个国家级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公布，烟台有两个产业入

围，分别是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和生物医药

产业集群。而先进结构材料产业集群，代表企

业正是万华化学、泰和新材等化工新材料企业。

“在传统的理解中，化工是高消耗低产出的

产业，但以万华化学为例，当前累计申请国内外

发明专利6200余件，‘年产20万吨大规模MDI生
产技术开发及产业化’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紧握全球MDI话语权，推动我市先进结构材料入

选首批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这就

说明通过研发和创新，传统产业也可以是新质生

产力，可以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升级。”烟台市发改

委综合科负责人张宝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如

今，传统动能与新兴动能两股力量交织向前，相

得益彰，打造了新旧动能转换的“烟台样板”。

政府务实：既做好“规划师”
又甘当“勤务员”

此行采访，一件小事给证券时报记者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在采访烟台市政府某位领导时，他

两次向记者提出：“后续的报道，请不要给我太多

镜头，还是将时间更多留给我们的企业家。”

甘当配角，不抢戏份，不出风头，几天接触

下来，这正是烟台政府工作人员给记者留下的

印象。说实在话，办实在事，务实有为的政府润

物细无声，滋养着烟台的营商环境，让广大企业

减少顾虑，在有效市场中放开手脚施展抱负。

——做好“规划师”，为经济发展绘制蓝图，

谋定方向。

从 2021年起，烟台就聚焦石化及化工新材

料、生物医药、清洁能源、汽车等 16条重点产业

链，谋划出台“链长制”。由市委书记、市长担任

总链长，每个重点产业链确定1名市级领导担任

链长，以“链式发展”实现建链、延链、补链、强

链，构建产业集群。在这一蓝图的指引下，烟台

的重点产业链进入“倍速”发展阶段。

以清洁能源产业链为例，张宝告诉记者，市

发改委作为这一产业链的链办，全力推进谋划清

洁能源项目，在调研风电领域中发现，烟台海上

风电链条缺少海缆项目，针对性引进电缆装备制

造项目。这一项目已完成选址，烟台也借此实现

了从生产到发电阶段的全链条闭环风电产业。

三峡牟平与华能半岛北龙口海上风电并网

发电、海阳核电累计发电量突破1000亿度、全国

首个投运的城市级虚拟电厂建成、全市清洁能源

装机容量达到1325万千瓦、清洁供暖在烟台全域

渐次推进……一项项成就和数据，成为烟台清洁

能源产业向前“狂飙”的生动注脚。“核、风、光、

氢、储、LNG”协同发展的新型能源体系构建成

形，又为烟台的各大重大生产项目提供充足的绿

色能源保障，助力烟台打造绿色低碳样板城市。

——当好“勤务员”，为企业发展悉心服务，

排忧解难。

正如浇水育苗，大水漫灌会带来负担，水太

少又不利于幼苗的快速生长，要讲究恰到好

处。在烟台，政府从企业的实际需求出发，一方

面为企业松绑，不对企业发展做过多干预；另一

方面，通过亲清会客厅、服务企业专员制度等举

措，收集和解决企业的困难与诉求，实现“无事

不扰，有求必应”。

以服务企业专员制度为例，市政府领导、39
个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全体服务专员全动员，

每月各确定两家高成长创新型企业重点走访，

不求多，但求实、求精、求准。服务企业专员制

度还与“链长制”结合，不像以往“安排哪里就走

访哪里”，如今走访将更多聚焦自身所负责的产

业链。服务专员也从以前的“不懂”“不会”，逐

渐成长为行业专家，为企业提供更有效的服务。

“我们去年创新推动服务企业专员制度提质

扩面，完善‘一个平台受理、一个专班分办、十个小

组专办’闭环工作流程。”于远明介绍，目前2224名

服务企业专员已“全天候”联系服务3801家企业，

截至目前累计帮助企业解决问题5100余个。

企业家踏实：聚焦主业守正
锚定未来创新

2021年，对于荣昌生物而言是收获“果实”

的一年。公司研发的全球首个双靶点系统性红

斑狼疮治疗新药泰它西普、中国首款国产ADC
新药维迪西妥单抗先后获批上市，并于当年底

双双进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鲜有人知道的是，从研发到上市，荣昌生物

在这两款新药的开发上经历了漫漫“长跑”，其

中在泰它西普上更是默默耕耘了13年。荣昌生

物董事长王威东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2008年荣昌生物创立时，我国获批的Ⅰ类新

药总共只有5个，而系统性红斑狼疮有个令医药

人闻风丧胆的别称——“新药坟场”，无数探索

折戟而归。然而，荣昌生物首席执行官房健民

瞄准了这个几乎一片空白的领域，带着研发团

队在借来的大学实验室里潜心钻研，在设备有

限、培养规模小、细胞表达量低等重重困难下，

“十年磨一药”，最终取得成功。

记者了解到，与一般的创新药公司以投资

驱动不同，荣昌生物作为荣昌制药曾经的子公

司，在漫长的研发周期中主要依靠荣昌制药卖

中药的收入“输血”。而荣昌制药正是由王威东

于1993年创立的公司，从事传统中药的开发、生

产及销售，旗下拥有肛泰、甜梦、银杏叶片、舒肝

和胃丸等一批知名产品。

依托成熟产品就能源源不断地获取稳定的

现金流，本可以过舒服的“小日子”，但王威东选

择了进军创新药研发这个最难却最能代表未来

的赛道，从1997年起就谋划向生物制药转型，并

与房健民发起创建了荣昌生物。在王威东看

来，药企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必须坚持研制新

药，为患者创造更大的临床价值。

坚持长期主义，在主业上不断投入研发和

拓展市场，市场会给这样的企业慷慨回馈。王

威东告诉记者，2021年，公司已经与国际知名生

物制药公司西雅图基因（已被辉瑞收购）达成全

球独家许可协议，对新药维迪西妥单抗进行商

业化开发，公司已从此交易中获得2亿美元首付

款，未来将获得最高可达 24亿美元的里程碑付

款，以及从高个位数到百分之十几的梯度销售

提成。

选择一条赛道，就心无旁骛地在这条赛道

上深耕、拓展、延伸，踏踏实实将产品和市场做

好，不仅将路走通，而且将路走长、走宽、走到行

业前列。在烟台，还有许多像荣昌和王威东这

样的企业与企业家，干实业已经成为烟台企业

家的共识和集体自觉。

泰和新材也是一个典型的案例。1987年，

泰和新材从氨纶起家，通过坚持不懈的研发投

入，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国

际领先”的发展道路。1999年，公司对难度大、

壁垒高的间位芳纶材料开展研发，打破了国外

的技术封锁，并逐步建设了芳纶纸、对位芳纶、

智能纤维产业化项目，所有产品均拥有全套自

主知识产权核心工艺技术。

“泰和从来没输过，我们总是从胜利走向胜

利。”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公司董事长宋

西全这样说。“没输过”的绝对自信，不仅源于技术

的领先，也因为泰和新材始终围绕新材料领域及

其上下游，拓展应用市场，开发具有潜力的产品。

以芳纶应用为例，在泰和新材的企业展厅，

一张A4纸大小、高1厘米左右、造型奇特的芳纶

纸蜂窝格外引人注意。据介绍，这是一种由芳

纶纸制作的蜂窝结构材料，可承重 2.7吨，目前

广泛应用于飞机雷达罩以及舱门、行李架、隔墙

等大刚性次受力结构部件。除了芳纶纸，公司

还研制了可应用于应急逃生的芳纶绳、可应用

于工厂生产车间的芳纶耐高温手套、防切割手

套和阻燃防静电工装……从航空工业到安全防

护、轨道交通、电气电子，泰和新材的芳纶产业

主线不断扩张。

“烟台的上市公司，最大的特点就是坚忍不

拔、守正创新，很少会有太大的跨界，都是在自

己的主赛道上创新推出新技术和新产品，主业

脉络非常清晰。”烟台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书

记、局长贾磊向记者表示。正是这样一批锚定

主业、经营稳健、质地优良的企业，为烟台这座

“万亿之城”打下了坚实的产业地基，共同绘就

了烟台平滑稳健的经济增长曲线。

金融向“实”：资本赋能实业
实业壮大资本

烟台是山东省第三座GDP跨越万亿的城市，

经济总量落后于青岛和济南。然而在资本市场，

“烟台板块”却十分亮眼。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烟台共有境内外上市公司 64 家，总市值将近

8000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山东省首位。上市公司

通过首发、定增、配股、发行债券等形式，累计实

现资本市场直接融资2537.28亿元，其中股权融

资2026.08亿元，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不仅规模亮眼，烟台在资本市场的新突破上

也走在全国前列：睿创微纳是全国首批、山东省

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南山智尚是山东省首家创

业板注册制上市公司；汉鑫科技是全国首批、山

东省首家直接登陆北交所上市公司；荣昌生物是

山东省首家“H+A”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一个

又一个“首家”与“首批”，彰显着“烟台板块”的

活跃与活力。

“烟台板块”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

景，归根结底是因为产业发达，涌现出一大批优

质的企业。“烟台一直强调工业立市、制造业强

市，制造业是烟台发展的基础，因此金融必须聚

焦制造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贾磊表示。在烟

台，金融“实”字当头、“实”字为先的特征十分明

显，资本与实业“双向奔赴”，实现了互促共荣。

一方面，资本赋能实业作用突出，尤其在培

育科技创新型企业、促进产业集聚方面功不可

没。在这其中，睿创微纳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

一个经典案例。2009年，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有关部门组团到深圳考察，遇到了睿创微纳创

始团队。因为觉得项目前景好，烟台经开区便

协调有关方面为其提供融资支持。同年，睿创

微纳在烟台经开区注册成立，作为新光电产业

龙头入驻烟台光电产业园。

此后，睿创微纳一路高歌猛进，迅速成长为

国内非制冷红外领域的头部企业，并于 2019年

7月作为山东首家、全国首批公司，顺利登陆科

创板。不仅如此，睿创微纳作为行业龙头，在深

耕红外产业、扩大研发布局的同时，也加速了烟

台光电产业链的集聚发展，缔造了“一次招商成

就一个龙头、一个龙头带动一个产业”的佳话。

另一方面，实业乐于拥抱资本、善于驾驭资

本，在做大做强自身的同时也壮大了资本的力

量。在这其中，万华化学是典型的案例之一。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廖增太如此形容登陆资

本市场后的万华。自上市以来，万华化学营业

收入和净利润从1999年的2.1亿元和0.26亿元，

增长到 2023年的 1754亿元和 168亿元，分别增

长了834倍和645倍。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万华化学将现金分红

作为回报股东的重要方式，上市以来每年均进

行现金分红，已分红共计 412亿元，是累计融资

额的 14倍。依托稳健的经营业绩、持续稳定的

现金分红，万华化学长期雄踞山东省上市公司

市值第一名，因其长期成长性和给广大投资者

带来丰厚回报而被称作“化工茅”。

“作为山东省第三个万亿级城市，更要一鼓

作气、一气呵成、一以贯之，朝着既定目标奋勇

向前。”在今年山东省两会期间，烟台市委副书

记、市长郑德雁说。从一个沿海小城逐步发展

成为万亿级的现代化国际滨海城市，烟台以实

业兴市，始终坚持发展实体经济不动摇。站在

万亿的新起点上，期待烟台继续夯实产业之基，

在迈向更高目标的新征程上接续跑出漂亮的增

长曲线。

“实”在烟台：凭实业跃上万亿 靠实干再辟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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