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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大会于 8 月

28 日至 30 日在烟台召开，这是在山东省率

先举办的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

国际性盛会。承办 2023 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大会，是推动烟台高质量迈入万亿级

城市行列的重大机遇。

烟台作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核心引领

城市，积极抢抓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建设重大机遇，率先开启绿色低碳

转型之路，以推进能源、产业、城市“三个转

型”为抓手，努力建设全国、全省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

“核风光氢储液化天然气”协同发展

核能供暖，清洁又温暖。海阳核电是

全国核能供热的先驱者。今年供暖季，“暖

核一号”三期 900 兆

瓦“区域级”核能供

热 工 程 将 投 入 运

营 ，成 为 世 界 超 大

型的单台机组抽汽

供 热 工 程 ，可 满 足

100 万 居 民 的 冬 季

清 洁 取 暖 需 求 ，供

暖 区 域 可 达 烟 台 、

威海等地。每个供

暖 季 ，“不 冒 烟 ”的

核能供暖将可替代

原煤消耗 90 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165 万吨，相当于造

一座近 4500 平方公

顷的森林。

核 能 供 热 ，让

烟台海阳市成为全国“零碳”供暖城市。据

统计，“暖核一号”核能供热工程至今已运

行 4 个供暖季，累计对外提供清洁热量 456

万吉焦，节约原煤消耗约 39 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约 71 万吨、氮氧化物约 4400 吨、二

氧化硫约 4650 吨、烟尘约 2700 吨。而“暖

核一号”三期工程投入使用后，一个供暖季

可替代原煤消耗 9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65 万吨。

不 仅 如 此 ，海 阳 核 电 一 期 工 程 1 号 、

2 号机组已安全稳定运行 4 年半，截至今年

6 月底，海阳核电一期工程 2 台机组已累计

发电超过 964 亿度，相当于减少原煤消耗

约 4000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7400 万吨、

二氧化硫 24 万吨、氮氧化物 21 万吨。

2022 年，渤中 20 号海上风电实现并网

发电，率先成为全国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融

合发展研究实验项目；国电投半岛南 500 千

瓦深远海漂浮式光伏项目成功发电，成为全

球率先投用的深远海风光同场漂浮式光伏

实证项目⋯⋯眼下，烟台加速挺进清洁能源

新赛道，海阳市率先成为全国“零碳”供暖城

市，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居山东省前列。烟台

清洁能源装机容量突破 1100 万千瓦，约占

山东省 13.3%，清洁能源装机容量占比为

52.7%，高于山东省 9.1个百分点。

烟台是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国家环境

保护模范城市、山东省智能低碳城市试点、

山东省内连续 16 年完成能耗下降目标的

城市，在推动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方面基础

良好、优势突出。烟台市以实现能源高质

量发展为中心，全力推进能源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快能源结构调整，着力构建“核、

风、光、氢、储、液化天然气”协同发展的新

型能源体系，打造全国清洁能源“桥头堡”。

多元支撑，提升清洁能源供给能力。

烟台加快建设千万千瓦级核电基地、千万

千瓦级风电基地、千万千瓦级光伏基地、千

万吨级液化天然气供应储运基地等“四大

千万级清洁能源基地”，聚力打造“中国北

方清洁能源中心”。

以园聚链，发挥特色园区带动作用。

烟台规划布局丁字湾双碳智谷、烟台 3060

创新区、中国海上风电国际母港“一谷一区

一港”3 个特色产业园区，推动产业链集聚

化、链条式发展。丁字湾双碳智谷重点布

局清洁能源发电、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业

态，已集聚国电投等骨干企业 20 多家。烟

台 3060 创新区，重点培育节能环保、高端

装备制造等产业业态，已集聚顿汉布什等

骨干企业 20 多家。中国海上风电国际母

港，重点布局风电装备制造、风场开发等领

域，已集聚大金重工等海上风电装备制造

龙头企业 10 余家。

科技赋能，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核

电领域，烟台引进上海核工院北方分院等

一批科研院所，组建烟台核电研发中心，设

立国家核电产业技术创新平台，挂牌成立

山东高校——烟台大学核装备与核工程学

院，国电投核能总部入驻烟台。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烟台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重要发祥

地，张裕、北极星、三环等百年老字号驰名

中外。工业门类齐全，涵盖国民经济工业

大类 41 个行业中的 37 个，上市公司 63 家。

作为制造业大市，烟台传统产业占比

达到 70%以上，传统发展路径已经不足以

支撑烟台发展。如何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子？烟台市深刻认识到必须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坚决淘汰落后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

能、培育壮大新动能，真正把推动经济发展

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坚决

淘汰落后产能。烟台对能耗、环保、安全、

技术达不到标准和属于落后产能的企业坚

决关停退出。2018 年以来，累计关停取缔

“散乱污”企业 6000 多家，关闭评级评价差

的化工生产企业 279 家，化工生产企业由

800 多家减少到 394 家。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烟台把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的立足点放到技术和产品的创新

上，走传统产业高新化、现代化的发展路

子。每年推出 100 个投资过亿元的技改项

目，2022 年技改投资增幅达到 32%，烟台市

财政每年安排 10 亿元奖励资金，选择 100

家骨干企业实施倍增计划。以化工产业为

例，作为烟台传统支柱产业，必须向绿色高

端低碳发展，建设高端绿色低碳新材料产

业基地。

7 月 25 日上午，位于龙口市的裕龙岛

炼化一体化项目（一期）炼油装置项目现

场，巨型罐体拔地而起，工业管道纵横交

错。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总投资 1493

亿元，是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的标志性工

程，将推动山东石化产业由“小地炼”向“大

炼油”转变，由单一炼油向精细化工转型，

助力形成“油头、化身、高化尾”的化工新材

料和精细化学品产业集群。

万华化学集团，经过多年自主创新，成

为世界产能较大、产品先进的 MDI（二苯基

甲烷二异氰酸酯）制造商，实现全球创新技

术 11 项、打破“卡脖子”技术 31 项，正在加

快推进总投资 200 亿元的万华乙烯二期项

目、总投资 300 亿元的 22 个高端精细化学

品一体化项目、总投资 1260 亿元的万华新

材料低碳产业园项目，力争 2026 年进入全

球化工 10 强、2030 年成为全球化工 3 强。

烟台绿色石化产业培育发展出 1 家千

亿级、2 家百亿级、7 家十亿级的化工企业

集群，将以烟台化工产业园、万华新材料低

碳产业园、裕龙石化产业园 3 个投资千亿

级园区为支撑，打造全球优质的聚氨酯、高

端烯烃、高端精细化工新材料产业聚集区，

建设万亿级山东黄渤海南岸高端低碳新材

料产业基地。

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烟台聚焦新

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加快高

新技术成果转化、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5 个省级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5 个省

特色产业集群。高新技术企业由 2018 年

的 635 家增长到 1909 家，山东省科技领军

企业达到 27 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

工业总产值比重由 2018 年的 46.8%提高到

62.89%，“四新”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由 25.6%提高到 33.7%。

以生物医药产业为例，荣昌生物率先

自主研发的中国原创性生物新药获批上

市；博安生物在研药物 53 个、进入临床 28

个，未来 5 年每年至少 2 款新药获批投产。

烟台生物医药产业快速裂变，先后培育出 6

家国内医药领域百强企业，现有临床及上

市申请阶段创新药械 52 种，其中一类新药

20 种，正全力建设核医疗与核医药创新应

用聚集区、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成果转移转

化聚集区，打造世界一流、国内领先的国际

生命科学城。

加速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烟台深入实施

“9+N”制造业集聚培育工程，全面推行 16条

重点产业链链长制，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优势产业稳步成势、新兴产业加快成长。

形成5个千亿级产业、4个百亿级产业。

建设智能低碳城市

海草床被誉为“海底草原”，既是海洋生

物的乐园和孕育的产床，更是全球重要的碳

库。近些年，受人类活动影响，全球三分之

一的海草床已经消失。不少沿海地区海草

资源退化严重，海草床受到不同程度侵害。

长岛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恢

复近海海底海藻、海草生态系统。“经过一

个多月生长，这些海草成活率超过 80%。”

项目负责人打开一段海水中拍摄视频，视

频显示：海草已经在海底泥沙中成功扎根，

碧绿的海草郁郁葱葱、随波摇曳。原本光

秃秃的海底，如今已经生机勃勃。

生态是立岛之本、兴岛之源。今年年

初，大黑山岛成为烟台地区率先获得权威

认证的负碳区域，为助力长岛打造国际零

碳生态岛，提前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使命任

务提供新思路、探索新路径。

走进山东海洋明波水产有限公司，一

排排白色养殖车间格外显眼，养殖池里，斑

石鲷、东星斑等各种石斑鱼欢快地游动。

与传统养殖方式不同，明波水产 2003 年在

国内率先实现全循环水养鱼，从实验室走

向工厂化生产。

“循环水养殖，简单说就是通过一系列

水处理单元，将养殖池中产生的尾水处理后

达到养殖用水标准循环回用，从而达到节能

减排的效果。”明波水产研发部主任说道，

“ 与 传 统 流 水 养 殖 相 比 ，节 水 95% 、节 能

69%，具有高效稳定和节能降耗的特点。同

比国外进口系统建设成本降低 30%，运行成

本降低 10%以上。”从海岛到企业，绿色低碳

已成为共识。烟台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聚焦全面绿色转

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实现生

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把项目建设作为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烟台市 355 个项目纳入

山东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项目库，项目

个数、项目总投资、今年计划投资均居山东

省前列。万华百万吨乙烯项目达产，120 万

吨乙烯二期及系列延链补链项目落地实

施 、加 快 推 进 。 万 华 新 材 料 低 碳 产 业 园

2022 年实现二次扩区，一期工程获批建设，

今年一季度同步开工二期工程。海阳核电

项目一期已累计发电 964 亿度，二期正加

快建设。总投资 264 亿元的东方航天港实

现海上发射 5 次、共

计 37 颗卫星，今年将

在 全 国 率 先 建 成 海

上发射船。

——狠抓生态环

保，烟台大气环境质

量连续 4 年达到国家

二级标准，创建省级

美丽示范河湖 7 条，

长岛纳入国家公园空

间布局，获评国家“绿

水 青 山 就 是 金 山 银

山 ”实 践 创 新 基 地 。

昆嵛山在黄河流域国

家保护区综合评估中

位居前列，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改善率居山

东省前列，成功创建

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烟台工业领域实施绿色制造行

动，30 家企业获评省级以上“绿色工厂”，

1 家企业被认定为相关部门绿色供应链管

理企业。

——烟台交通领域积极推动交通运输

工具“油换电”，新增公交车全部为新能源

车辆，建成专用和公用充电桩 7300 余台。

——烟台建筑领域结合城市更新行

动，在山东省率先开展超低能耗建筑、近零

能耗建筑、零能耗建筑建设试点，实施建筑

绿色化改造，推广光伏屋顶和冷屋顶技术，

有效减少建筑碳排放，让建筑“绿”起来，碳

排放降下来。

城市，转身向绿色低碳。烟台具有通

山达海、河海相通、湾岛互映的禀赋，开展

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条件优越。烟台将以建

设国际领先的智能低碳城市为目标，建设

千里海岸观光廊道、夹河生态带、城市中央

山体公园等，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实

践。 （数据来源：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

山东烟台山东烟台

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示范区

2022 年 9 月 22 日，电力工人在京能国际山东烟台栖霞 112 兆瓦农光
互补光伏电场巡检设备。

2022 年 6 月 24 日，位于烟台海域的山东半岛南
风电场，海上风力发电机和海上升压站在运转中。

2023 年 4 月 7 日，在山东烟台龙口裕龙岛炼化一
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大型生产设备正在吊装。

优良生态环境造就长岛秀美风景优良生态环境造就长岛秀美风景

2023 年 8 月 23 日，建设中的烟台化工产业园。

2023 年 7 月 14 日，山东烟台海阳核电站 4 号机
组核岛重量最大的模块吊装就位。

持续推进生态保育，让长岛逐步成为宜居宜游的生态之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