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华烟台工业园，管道纵横，货车穿梭，

一派繁忙景象。尽管家电、纺织等下游行业

需求仍处于恢复阶段，前三季度万华化学仍

然实现营收正增长。

中集来福士展厅，各式船型花样繁多。

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FPSO（浮式生产储

卸油船）、双燃料冰级滚装船、海上风电安装

船、深远海坐底式智能化网箱……不断拓展

的高端海工装备背后，是企业持续加快的转

型步伐。

企业强，则经济兴。今年前三季度，山东

烟台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6%，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

利润总额 452.51 亿元，居山东省第一。

面对近年来市场的诸多下行压力，烟台

的企业是如何作为的？近日，记者深入烟台

企业一线，进行了采访。

推出新技术新产品，增
强竞争优势

一款新型无纺布，让道恩集团打了一场

漂亮的“翻身仗”。

“过去两年，集团每年产销量增幅都在

10%左右，营收却迟迟不见增长。为什么？就

是因为传统产品卖不上价格。”道恩集团研究

院院长陈青葵告诉记者，广泛调研后，集团下

属的道恩斯维特公司瞄准了一款新型绿色无

纺布——并列双组分纺粘非织造材料，柔软

又亲肤，性价比更高，还能回收再利用，“今年

推向市场后，销量已达数千吨，有力支撑了营

收增长。”

历经 3年疫情，经济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对

企业的综合实力、应对策略提出了考验。面对

考验，烟台一些优质企业立足主业、深耕细作，

推出新技术新产品，赢得竞争新优势。

高弹性氨纶纤维，伸缩性强、回弹力好，

广受下游服装企业青睐；蜂窝芳纶，耐腐蚀、

强度高、重量轻，已作为机翼填充物广泛应用

于航空航天领域……走进泰和新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展厅，高端纺织制品琳琅满目、用途

广泛。

“过去习惯‘撒芝麻盐’式的平均用力，如

今下行压力倒逼我们集中力量攻关优势产

品。”泰和新材副总裁马千里说，今年前三季

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 3.83%。

渤海之滨，位于招远市的玲珑轮胎生产

车间内，全自动成型机正开足马力生产。生

产成型的胎坯与自动物流对接取胎，在机器

人辅助下实现自动装车。

“今年，国内轮胎市场恢复不及预期，但

新能源汽车增长较快，带动企业效益增长。”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孙松涛告

诉记者，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 145.3 亿元，

同比增长 13.72%。

良好表现源自提早布局。受原材料价格

上涨及需求下滑双重因素影响，玲珑轮胎曾

一度承压。“这两年，我们看准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前景，加大研发力度、调整产品结构，

先后推出低滚阻、高耐磨、自静音轮胎等新产

品，获得比亚迪等汽车厂商青睐。”孙松涛说，

从配套燃油车转向新能源车让业绩增长动力

更足，“目前，我们在国内新能源汽车轮胎配

套市场占有率近 1/4。”

烟台黄渤海新区，上汽通用汽车东岳奥

特能超级工厂正在加紧建设，预计明年开始

设备安装调试、2025 年上半年投产，未来将成

为国内领先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在海阳

市，短短 3 年多，东方航天港从无到有，占地约

34 平方公里的产业新城已见雏形，集海上发

射、星箭制造、航天文旅等于一体的百亿级产

业集群初具规模……新技术新产业加快落

地，有力支撑工业经济稳定运行。前三季度，

烟台谋划实施的 402 个工业增量项目已投产

329 个，新增产值 923.8 亿元。

“无论是从无到有、从国内转向海外，还

是从传统转向新兴，客观上的内外部环境，都

倒逼企业拓市场挖潜力，开掘出可观的增长

空间，持续释放企业增长潜能。”烟台市市长

郑德雁表示。

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拓
宽产业空间

天气渐冷，蓬莱大金海洋重工有限公司

的车间内生产火热。打磨、卷板、焊接……各

道工序紧锣密鼓，一批批海上风电产品接连

下线。

不远处的码头上，用于海上风电项目的

单桩产品整齐摆放，等待吊装上船。“这批单

桩直径 8 米、长 74 米，是为法国一个海上风电

项目生产的，明年初将进行首批次发运。”项

目经理王宁告诉记者。

抢工期、赶进度，11 月本是传统风电产品

生产淡季，大金重工何以“淡季不淡”？

“调整重点、发力海外是关键一招。”大金

重工营销副总经理刘程程揭开谜底：近年来，

我国风电产业快速发展，行业竞争更加激烈，

为此，深耕国内市场多年的他们选择“闯荡蓝

海”——进军高技术标准、高附加值的欧洲海

上风电市场。

手握自建重件码头，产线又进行了改造

升级，大金重工的出口业务持续扩张。今年，

公司已向英国项目成功交付 3 批超大型单桩

产品，预计全年出口收入超过 10 亿元。

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不少企业瞄准了新

领域新赛道，着力拓宽发展新空间。

11 月 9 日，万华化学甲胺装置在四川梅

山基地一次性开车成功，这一全球首套单线

产能最大的一体化装置，成为万华化学在新

能源电池产业落下的关键一子。

“今年以来，石化行业较为低迷，要拓展

利润空间，必须形成新增长点。”万华化学集

团党委副书记丛浩说，近年来，公司在聚氨

酯、石化、精细化工品等传统业务领域基础

上，投资上百亿元，加快延展产业链，打造“新

能源电池化学品超市”，“新的业务板块，正在

成为‘第二增长曲线’”。

遭 遇 前 几 年 传 统 海 上 钻 井 项 目 订 单 集

中释放后，中集来福士集团未雨绸缪、提早

行 动 ，调 转 船 头 驶 入 成 长 性 更 强 的“ 新 海

域 ”——“3060”系 列 海 上 风 电 安 装 船 ，已 成

功落地国内多个海上风电项目；“国鲍一号”

“百箱计划”等 24 座海洋牧场平台相继交付

使用……

“瞄准新领域后，我们往往先用两年时间

进行市场研究和人才储备。一些国外船东前

来考察时，发现我们已具备相关设计建造能

力，就愿意下订单。”中集来福士党委副书记杨

易川告诉记者，公司从单一海上钻井到海上油

气生产、海洋渔业、海上服务，坚持多元发力、

持续做强海工装备，有力拓展了增长空间。

发力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积蓄发展后劲

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要求制造业迈向

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在这方面，烟台不

少企业持续发力。

聚焦高端化，提升盈利空间。

走进南山铝业加工制造车间，一根根圆

柱体状的铝锭经过熔铸、拉伸、淬火、裁剪等

工序后，变成不同规格的高强度铝材。公司

的拳头产品航空型材从这里下线后，“身价”

倍增，进入各大航空主机厂。

民企进入航空供应链，难度不小，但意义

重大。“受海外需求减弱、铝价下跌等因素影

响，今年行业景气度弱于往年。”南山铝业董

事长吕正风说，得益于多年技术攻关，蓄力高

端制造，今年公司净利润稳步增长、逐季回

升，上半年航空板、汽车板等高端产品创造利

润约占公司总利润的 30%。“随着高端产能持

续释放，公司成长空间将逐步打开。”

加快智能化，实现降本增效。

烟台正海磁材公司智能工厂内，通道整

洁、机声隆隆，一块块磁体经由质量检验后，

即将装车运往新能源汽车厂。一旁的车间综

合看板上，设备参数、产品质量、订单进度等

指标一览无余、数据实时跳动。

“产品定制化程度高，对设备之间协同能

力提出更高要求。”公司副总经理彭步庄介

绍，过去质量控制依靠人工查看，效率低还易

出错。为提高效率，近 3 年公司投资上亿元，

邀请专业企业为公司把脉诊断，推动数字化

转型。

数字化、智能化为企业带来实打实的好

处。彭步庄告诉记者，去年公司完成智能化

改造后，设备综合开机率提高 10%，综合能耗

下降 5%以上，“劳动强度也大为降低，有利于

企业招揽更多高技能人才”。

瞄准绿色化，推动节能降耗。

漫步万华烟台产业园区，闻不见异味，听

不见噪声，看不见“跑冒滴漏”。“通过深度挖

掘设施设备节能潜力，公司节能降耗水平持

续提升。”丛浩告诉记者，通过实施废热回收

利用项目，园区建成了一体化能量利用热水

管网，每年可节约煤炭约 260 万吨，减排二氧

化碳 676 万吨、二氧化硫 2.2 万吨、氮氧化物

1.9 万吨。

无盐、无碱、常温下快速染色，泰和新材

研发推出节水型绿色印染技术，目前已进入

中试阶段；南山铝业 10 万吨再生铝保级利用

项目投产，让废旧铝材实现循环再利用……

今年以来 ,烟台市累计实施智能化、绿色化技

改项目 511 个。

抓龙头，铸链条，强集群，稳增长。2022
年，烟台启动实施企业倍增计划，出台 10 个方

面支持政策，对 4 年内产值年均增幅不低于

20%的骨干型企业和 3 年内产值年均增幅不

低于 25%的成长型企业等给予奖励，激励企

业跑出发展“加速度”。今年前三季度，全市

252 家倍增培育企业产值占全市规上工业的

66%，增速高于规上工业 2.7 个百分点，78 家

企业增长 20%以上。

“烟台的发展，离不开企业家们带领企业

承压前行、勇攀高峰。从一年来的实践看，倍

增企业顶住压力、求新求变，攻难关促转化，

抢订单拓市场，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交

出了一份优异成绩单。”山东省委常委、烟台

市委书记江成表示，下一步将以更加精准顺

畅的要素供给、更为及时有力的纾困举措，激

励更多倍增企业涌现。

图①：泰和新材生产车间。 周绪波摄

图②：万华化学产业园全景。

万小华摄

山东烟台持续释放企业发展潜能

固本兴新 稳健前行
本报记者 韩 鑫 侯琳良 王云杉

碳足迹，是用来衡量个

体、组织、产品或国家在一定

时间内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的指标。产品

碳足迹，属于碳排放核算的

一种，一般指产品从原材料

加工、运输、生产到出厂销售

等流程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总

和，是衡量生产企业和产品

绿色低碳水平的重要指标。

近年来，一些国家逐步建立

起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评

价和认证制度，越来越多的

跨国公司也将产品碳足迹纳

入可持续供应链管理要求。

近日，为深入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

碳中和的重大决策部署，加

快提升我国重点产品碳足迹

管理水平，促进相关行业绿

色低碳转型，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 5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加快建立产品碳足迹管理体

系 的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对重点任务作出系统

部署，构建起产品碳足迹管

理体系总体框架。

《意见》从制定产品碳足

迹核算规则标准、加强碳足

迹背景数据库建设、建立产

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丰富产

品碳足迹应用场景、推动碳

足迹国际衔接与互认等 5 方

面部署了重点工作。一是加

快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基础

通用国家标准，明确核算边

界、核算方法、数据质量要求

和溯源性要求等；组织有关

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科研院

所等制定重点产品碳足迹核

算规则标准。二是行业主管

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建立行

业碳足迹背景数据库，为企

业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提供

公共服务；鼓励相关行业协

会、企业、科研单位依法合规

发布细分领域背景数据库。

三是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规

范的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

研究制定产品碳标识认证管理办法；鼓励企业按照市场化

原则自愿开展产品碳足迹认证。四是帮助企业查找生产

和流通中的碳排放管理薄弱环节，挖掘节能降碳潜力；鼓

励消费者购买和使用碳足迹较低的产品。五是加强国际

碳足迹方法学研究，充分发挥双多边对话机制作用，加强

与国际相关方的沟通对接，推动与主要贸易伙伴在碳足迹

核算规则和认证结果方面衔接互认。

构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中

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源与环境业务部主任张英健

进行了具体分析。一是有助于支撑消费端节能降碳。产

品碳足迹能够通过清晰直观标注碳排放数据，帮助有绿色

消费偏好的消费者准确认知产品绿色低碳属性，激发广大

社会公众主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二是有助于统

一碳足迹核算标准，指导企业加强碳排放管理，助力产业

链上下游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三是有助于提升我国绿色

产品竞争力。纵观全球碳排放管理政策发展趋势，以碳足

迹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已经初见端倪，预计未来将有更多

国 家 和 企 业 对 其 产 业 链 上 下 游 产 品 提 出 碳 足 迹 管 理 要

求。建立我国自主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有助于更好融

入和引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进程。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加强各项任务统筹协调，

加强日常工作调度；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领域重点产品碳

足迹核算规则、标准拟定和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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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烟台调研，一位企业家的介绍令记者

印象深刻：过去，市场需求大，利润较高，公司

用了不少进口的高价原材料；这两年，行业竞

争更加激烈，公司便与国内上游企业合力开

发原材料、成功实现国产替代，不仅成本更

低，产业链也更加自主可控。

通过全面“体检”，持续降本增效，公司业

绩不仅实现逆势增长，市场占有率也进一步

提高。这位企业家感慨：“压力也是动力，如

果没有外部压力，恐怕难以发现增长的内在

潜力。”

企业家感慨的背后，是压力与动力的辩

证法。需求不足、成本上升、竞争加剧，一段

时间以来，部分工业企业面临较大困难。越

是这种时候，越要善于化压力为动力，努力站

稳脚跟、转危为机。

化压力为动力，要坚定转型升级。在烟

台，为应对压力，有的企业拒绝“大路货”，专

攻“高精尖”，向“微笑曲线”两端攀升，收获了

新的竞争优势；有的企业适应绿色化转型趋

势，开辟新赛道、开拓新市场，形成了新的经

济增长点。压力孕育着转型升级、结构优化

的机遇，咬定青山不放松，就会锻造出更强的

体魄。

化压力为动力，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

思危，才能化危为安。那些在压力下率先复

苏的企业，无不是提早布局、提前谋划，待到

风浪来临，便能临危不惧、掌握主动。像中集

来福士，长期是海工装备领域优质企业，但他

们未雨绸缪，在传统存量市场饱和前，便储备

人才、研发技术，及时切入成长性更强的新领

域，为企业承压前行提供了有力支撑。南山

铝业亦然，在平稳发展的当下，便下大力气探

寻“下一个十年”的增长点。把问题考虑得更

周全些，把准备做得更充分些，才能在乱云飞

渡时脚步更加从容。

彩虹与风雨共生，机遇和挑战并存。期

待更多企业在压力之下奋发有为、开拓进取，

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高质

量发展。

化压力为动力
韩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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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科与华录集团实施重组

本报电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经报国务院批

准，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实施重组，华录集团成为中国电科的控股子公司，不再作为

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据悉，中国电科是

国有重要骨干企业，主营业务包括电子装备、网信体系、产

业基础、网络安全 4 大板块，拥有电子信息领域相对完备的

科技创新体系。华录集团成立于 2000 年 6 月，是专业从事

数字音视频、电子信息与文化创意产业开发、生产、营销、服

务及系统集成的大型企业集团。此次改革后，国务院国资

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企业数量调整至 97 家。

（李心萍）

本版责编：邱超奕

版式设计：张丹峰

应急管理部督导核查危化品企业

本报电 近日，应急管理部启动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

业 2023 年第二次部级督导核查工作，持续强化危化品重大

安全风险防控。今年 9 月，应急管理部部署各地区开展了

重大危险源企业 2023 年第二次“消地协作”安全专项检查，

对全国近 7000 家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2.3 万余个重大

危险源实现全覆盖。目前，企业自查、市级交叉检查、省级

抽查 3 个阶段共排查问题隐患 19.5 万余项，已整改 18.3 万

余项。此次部级督导核查，应急管理部派出 4 个工作组深

入重点地区企业现场一线，突出重大危险源试生产建设项

目、产业转移、高危细分领域、油气储存、陆上油气开采等重

点企业，实地核验落实效果。 （刘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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