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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4月6日，以加快对外开放为主题的“沿海部分
城市座谈会”在北京结束。会议纪要里有这样一段话：经济
技术开发区要大力引进我国急需的先进技术，集中兴办中外
合资、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的科研机构，发展合
作生产、合作研究设计，开发新技术，研制高档产品，增加
出口创汇，向内地提供新型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传播新工
艺、新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

正是承载着这样的期待，作为国家最早批准设立的几个
开发区，烟台开发区率先开启了“招外引外以自强”的发展
历程。

30年前的烟台开发区，方圆十几公里只有东村的木匠铺
和车队算得上“大企业”。无边的盐碱荒滩挡不住烟台人创

业的热情。1985年12月20日，全国首批经济技术开发区成
立的第一家合资企业——烟台亚东标准件有限公司举行开工
典礼。1987年7月，第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汉高乐泰公
司进驻。烟台开发区骨干企业落子布局铿锵起步。

30年后的今天，烟台开发区已成长为对外开放的龙头，
以全市 1/60 的土地创造了全市 1/5 的 GDP、工业产值和税
收，2/5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1/3的利用外资，1/2的进出口，
实现了从零起步到区域龙头的历史性跨越。全区累计注册工
业企业30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1400多家、世界500强项目
76家，已形成机械制造、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和汽车、手机、
电脑、船舶、装备制造等优势产品集群，成为全国重要的汽车
工业基地、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装备制造业基地。

一年一个龙头企业落户，30 多个终端
产品集聚的背后，是“战略”定力——

1984年10月20日，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正式获准筹建。

1985年，随着总投资100万美元的亚东
标准件公司开工奠基，9个内资项目也同年
注册成立。3 年后，外资项目增加到 9 个。
1989 年到 1992 年，引进外资项目 104 个，
烟台开发区工业在数量和质量上出现新飞
跃。1993 年到 1996 年，引进外资项目 207
个，使开发区外资项目总数超过300个。

初创期的烟台开发区因此积累起了相
当的产业基础。然而，由于项目单体规模
有限，而且相当分散，彼此关联度不大，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烟台开发区工业处于

“有岭无峰”的中间产品状态。曾有报载，
国产电视机的关键零配件电子网目板45%是
烟台生产的，国产高档服装面料不可缺少
的添加剂氨纶丝，25%是烟台生产的。虽然

“配角经济”为烟台经济争过光，但对照国
家对开发区的厚望，烟台开发区的决策者
清醒地认识到，如果长期没有唱主角的高
端制造业，就很难有质的提升。

正是因为有了“大项目立区”、“做高
做强制造业”的战略定位，才有了后来成
批大企业、大项目的到来，并开枝散叶，
吸纳了一大批上下游企业配套跟进，由此
构成了极富活力和竞争力的产业方阵。

2002 年初，世界 500 强韩国 LG 集团投
资 7930 万美元，兴办
浪潮乐金数字移动通信
公司，成为“配角”变

“ 主 角 ” 的 标 志 性 事
件。至今，公司年产量
已近 3000 万台、销售

额100多亿元，产品除了在国内销售，还销
往美国、欧洲、中南美洲等世界各地。

2002 年底，烟台开发区成功引入美国
通用汽车公司，对一汽—大宇 （烟台） 汽
车发动机项目和烟台车身公司进行重组，
成立上海通用东岳基地，盘活了前期投入
的近百亿元资产。经多年努力，烟台汽车
梦圆。据了解，从 2002 年首辆“赛欧”经
济型轿车下线，东岳基地已累计生产整车
近 300万辆、发动机 800余万台，实现产值
2000 多亿元，产品从最初的单一产品发展
到目前别克、雪佛兰两大品牌 53 款车型以
及24款发动机、31款变速箱等。

2004 年，由台湾鸿海集团投资的富士
康 （烟台） 工业园进驻，截至目前已累计
投资 15 亿美元，拥有员工近 8 万人，成为
山东省产值和出口最大的外资企业……

烟台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于少轩说：
“一个个大企业、大项目带来的，不仅仅是单
个产业，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带动下，烟台
开发区实现了多行业联动集群化发展。”

既有群山连绵，又有高峰耸立。如
今，烟台开发区已形成汽车、手机、电
脑、船舶、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集群，雪
佛兰汽车、LG手机、斗山挖掘机等世界知
名品牌背后都标注着“烟台制造”的字样。

随着张裕、万华、现代汽车研发中心
等一批事关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项目的布
局和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到“十三五”，基

本实现“3115”目标，形成三大
千亿企业鼎足而立、十大百亿企
业并驾齐驱、十户上市公司竞相
争鸣、50 户十亿企业强力跟进的
生动局面，带动经济和产业发展
迈上前所未有的层次。

主导产业茁壮成长、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的背后，是“大腕”云集——

2014年元旦，世界500强法雷奥在烟台喜
结连理，与上海通用东岳基地情定终身。“爱
巢”位于烟台开发区北京南路东方工业园
内，项目一期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爱情结
晶”的首批产品发动机冷却系统已交付使用。

这桩喜事办结，宣告第 70 个世界 500 强
项目花落烟台开发区，至此世界500强累计带
来“财礼”超过 50 亿美元。其中，仅汽车产
业世界 500 强项目“姻缘”达 17 宗。大到发
动机、变速箱、车用空调器，小到模具、冲
压件、铝构件，众多零部件找到了自己的

“心上人”。
一张以上海通用东岳基地为龙头、半径

10 公里的产业网正不断加密，从整车制造到
零部件生产、供应、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
链形成。

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汽车产业之外最大赢
家。仅世界 500强韩国 LG集团，自 2002年投

资 7930 万美元兴办浪潮乐金数字移动通信公
司后，至今已在开发区投资兴办了LG通信技
术、乐金显示、乐金商事仓储等7个项目，总
投资达2.87亿美元。

“工程机械产业关联度较高，正是有了斗
山这一龙头企业，装备制造产品集群才得以
壮大发展。”烟台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副调研员
丁江说。世界 500 强韩国斗山集团累计投资
7300 万美元，设立了斗山工程机械、斗山机
床、斗山叉车等公司，形成了集挖掘机生
产、开发、销售和服务为核心的机械制造
业，成为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仅烟台地区已
有106家配套企业、5000多名员工加盟“斗山
家族”，助推“烟台造”工程机械走向世界各
地。最新数据显示，仅龙头企业和 16 家核心
配套企业年实现产值100多亿元。截至今年目
前，斗山工程机械累计实现产销挖掘机 13.6
万台。

“开放型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敞开大门
在世界范围内组织生产要素，引进世界500强

投资项目一直是我们的重点。”
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张文庆
介绍，目前已进区投资的世界
500 强项目主要分布在汽车、电
脑、手机、船舶、新材料、装备制
造、服务业等领域。以这些企业
为龙头，吸纳了一大批上下游企
业配套跟进，由此构成了极富活
力和竞争力的产业方阵。

近期，烟台开发区新引进
2.9亿美元的韩国现代汽车全球
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等一批事
关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储备
了总投资 100 多亿美元的 50 多
个重点在谈外资项目，为区域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主导产业茁壮成长、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背后，是“龙头”高昂——
2002 年开始，浪潮 LG、通用东岳、鸿富泰电子、大宇造船等大项目陆续进

区，为烟台工业升级发展趟出新路，加上先期入驻的斗山工程机械及民族企业正
海、氨纶、首钢等，开发区主导产品集群龙头高昂，不仅完成了自身产业结构的
脱胎换骨，而且结束了烟台工业经济“有岭无峰”的历史格局。

而真正成就千亿企业金三角，则是“十二五”以来。借助良好的工业基础和
双港优势，烟台开发区大力实施“3115”战略，力争 5年内，培育富士康消费电
子、通用汽车和零部件以及化工新材料三大千亿企业航母，10户产值过百亿元、
10户上市公司和50户产值过10亿元的潜力企业，再造发展新优势。

总投资700亿元的万华工业园MDI一体化项目、环氧丙烷及丙烯酸酯项目一
体化推进，其中 MDI已于近期开始试产。一期工程年可新增营业收入 300亿元，
一举成为亚洲最大最全的聚氨酯和涂料原料基地、全球最大的以丙烯为主原料发
展下游产业的化工园。后续项目全部建成后，产值可逾1000亿元，将在烟台带动
形成一个千亿级的新材料产业集群，成为世界最大的 MDI 制造商和世界化工巨
头。由此带动形成了包括万华、匹兹堡康宁、富乐新材料、扬子化学等10余个重
点项目的现代化工产业板块顺势崛起。

上海通用东岳基地全面达产，年产值 500 多亿元，阔步迈向千亿元。今年，
继续上马别克昂科威等 3 款中高端新车型，转型升级步伐进一步加快。10 月 20
日，由通用汽车东岳基地制造的别克昂科威正式发运出厂，走向全国销售网络。
预计基地全年整车产量可达68万辆，其中中高端车型40万辆，动力总成190余万
台，主营业务收入将增长近20%。在这一龙头带动下，仅烟台市规模以上汽车和
汽车零部件企业
已达400多家，以
东岳汽车基地为
核心的汽车产品
集群年产值 1300
多亿元，烟台已
成为名副其实的

“汽车城”。
富 士 康 消 费

电子产业年产值
1280 亿元，其中
富士康烟台工业
园铝镁合金、智
能手机、LCM 液
晶模组、数码光
学等新项目相继
投产。投资9000万美元的富士康研发中心启动运行，主要从事操作系统、设计系
统、外围配套电源管理、无线通讯等研发设计，规划到 2016 年形成千人研发团
队。这标志着园区正在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转变。

烟台开发区发改经信局副局长冷晶思介绍：“截至目前，烟台开发区已拥有1
家产值千亿企业、6家产值过百亿企业、5家上市公司、25家过10亿企业和100户

以上亿元企业，烟台开
发区先进制造业已带动
辐 射 周 边 600 多 家 企
业、15 万多人配套跟
进，年销售收入 200多
亿元。”

主导产业茁壮成长、产
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背后，是

“长缨”在手——
实体经济是开发区的根

基和命脉。如果说 2000 年以
来的“大工业立区”战略为制
造业做大做强奠基，那么2010
年后“做高做强制造业、做靓
做优服务业”思想指导下的转调新政，则成为
烟台开发区产业转型的强大推手。

今年，先是支持“新三板”上市新政面
世，继而促进服务业发展细则出台。加上前
两年推出的支持工业经济发展、重点项目推
进意见、创新型开发区建设、金融业发展意
见4项政策。6大扶持政策犹如6大杠杆，撬
动烟台开发区产业完美转身。

据了解，支持工业经济发展、重点项目
推进意见主攻目标是培育 3 大千亿企业航
母、10 户产值过百亿元和 50 户产值过 10 亿
元的潜力企业。创新型开发区建设意见主攻
目标是从人才引进、项目培育、载体建设、
知识产权创造、科技融资等 5个方面，扶持
二产由“制造”向“创造”迈进。刚刚推出
的支持“新三板”上市新政，明文规定：

“凡是成功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给予
财政奖励 200 万元，拟在‘新三板’挂牌企
业可同时享受省、市两级有关扶持政策，并
可同区内政策累加。”这是前期该区鼓励企
业上市意见的衍生品，旨在培育10户上市公
司，再造发展新优势。

以 《关于进一步完
善政策措施支持工业经
济加快发展的意见》 为
例 ， 该 政 策 从 技 术 改
造、自主创新、市场开
拓、税费减免、服务体
系等多个方面全面强化
对 工 业 经 济 的 扶 持 力
度 。 大 力 推 进 银 企 合
作，鼓励金融机构加大
信贷投放，综合运用财
政周转金、风险投资、
股权投资、信用担保和
小额贷款等手段，努力
缓解企业资金困难。

几乎同步实施的促
进服务业发展细则与今

年 2月出台的金融业发展意见，可谓两大服
务业发展“引擎”，剑指总部经济、软件信
息等 7大现代服务业态，旨在变二产“独挑
大梁”为二三产“双核驱动”，成为开发区
转型的最大亮点。

在两大服务业新政中，记者看到，开发
区首提构建“七大服务业体系”：以国内外
500 强及本地企业为核心的区域总部经济基
地；以港口物流、枢纽物流、保税物流等为
一体的现代物流体系；以会计师、律师事务
所等为一体的中介服务业体系；融大型购物
中心、各类专业市场网点为一体的商贸流通
体系；融沿海旅游带、高档星级酒店等为一
体的旅游体系；以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为核心
的高端服务体系；融银行、信托、证券、保
险等为一体的金融体系。

在六大转调新政的推进下，近两年，全
区新材料、生物医药、新光电三大新兴产业
的投资年均增长135%，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每
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以上。烟台开发区正迎
来产业转型的春天。

十多年“配角”变“主角”

70多家世界500强开枝散叶

千亿企业“金三角”顶天立地

六大政策杠杆“长缨”在手六大政策杠杆“长缨”在手

斗山工程机械 （中国）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富士康生产车间

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整车生产线上海通用东岳汽车有限公司整车生产线

建设中的万华烟台工业园建设中的万华烟台工业园

浪潮乐金数字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手机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