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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今年GDP目标：增长5%以上

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山东经济发展
实现新跃升，经济稳中有进、量质齐升。

从具体数字来看，2023年，山东省地区生产总
值达到9.2万亿元，增长6%。规上工业增加值、固
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分别
增长7.1%、5.2%、8.7%和1.7%，增幅均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5.1%，税收收入
增长9.1%，规上工业利润较快增长，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6.2%。烟台成为山东省第3个万亿
级城市。

此外，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议今年山
东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5%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4%，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10
万人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左右，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外贸外资
促稳提质，全面完成节能减排降碳和环境质量改
善约束性指标。

全国26城迈进“万亿俱乐部”

烟台的此次官宣意味着“万亿俱乐部”扩容至
26座城市。此前的25城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
重庆、广州、苏州、成都、武汉、杭州、南京、天津、
宁波、青岛、无锡、长沙、郑州、佛山、福州、泉州、
济南、合肥、西安、南通、东莞、常州。

在 常 州 宣 布 2023年 GDP突 破 万 亿 元 之
后，江苏省率先成为同时拥有 5个万亿级城市
的省份。广东省目前拥有深圳、广州、佛山、
东莞 4个万亿级城市。随着烟台的“晋级”，
山东万亿级城市数量达 3个，数量位居全国
第三。

除此之外，浙江拥有杭州、宁波2个万亿级
城市，福建拥有福州、泉州2个万亿级城市。而
除了上海、北京、重庆、天津4个直辖市外，其余
的万亿级城市则“花落”各省的省会城市，如四川
成都、湖北武汉、湖南长沙、河南郑州、安徽合肥、
陕西西安。

突破万亿元大关，既是城市发展的分水岭，
也是城市能级的升级点，这意味着城市的区域影
响力、辐射力都将进入新的“量级”，其经济增长
速度，以及高质量发展模式，都将对区域和宏观
经济影响深远。

比较此前公布的数据，近三年，烟台地区
生产总值连续实现多个跨越：2021年达到 8712
亿元，实现 7000亿元到 8000亿元的跨越；2022
年达到 9516亿元，增长 5.1%，增幅跃居全省第
一、全国 30强城市首位，增量位居全国第八。
2023年烟台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6.5%
左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全省平均
水平。

“老牌”工业强市的突围

提起山东，很多人会想到济南和青岛这对“双
子星”。其实，烟台在经济上一直是“优等生”，在
农业、工业和海洋经济、县域经济等方面，均有不
俗成绩。

烟台是渤海门户，拥有优良海港，地理位置十
分优越，也是近代工业的摇篮，诞生出门类众多的
工业企业，包括张裕公司、东方电子、泰和新材等
为代表的国有企业，也包括南山集团、海德集团、
登海种业等民营企业，不过长期依赖传统化工、采
矿产业的烟台面临着生态环境制约的困难，必须
要转型。

作为老牌工业城市，烟台曾依靠机械、电子、
食品和黄金四大支柱产业一度成为山东省内经济
体量第二大城市。但由于传统工业占比较高，烟
台也曾一度陷入增长困境。

2018年，烟台被明确定位为山东新旧动能转
换综合试验区三个核心区之一。数据显示，根据
规上工业利润率及工业利润推算，烟台市2018年
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9850亿元，比2017年减少
4150亿元，2018年烟台全市工业利润下降9.2%，
虽然有统计口径变动的原因，但这一收入锐减也
反映烟台转型的阵痛。

不过，烟台也为新动能的发展腾挪了资源
与空间，新兴产业的培育顺势展开。2019年烟

台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8年烟台战略性新
兴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4%，节
能环保、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产值分别
增长24.1%、22.3%、15.6%，医药健康产业总收入增
长12%。

如今，化工产业仍然是烟台的核心产业，但
发展思路更加系统。烟台市正对标日本东京
湾、美国休斯敦、德国路德维希港等世界级化
工基地，打造全球一流的高端精细化工新材料
产业聚集区，建设总面积超过 100平方公里的
裕龙石化产业园、烟台化工产业园、万华新材
料低碳产业园三大千亿级园区，到 2026年末，
三大园区新增投资突破4000亿元，总产值突破
5000亿元。

烟台掀起大抓项目新热潮

先进制造业持续做强。2023年，烟台新增省
“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2
个，肉鸡产业入选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九大
制造业产值突破9000亿元。海洋经济加快发展，
全国首个海上经济开发区、全省首个海洋高新区
获批建设，全国首艘数字孪生智能科研船交付首
航，全国首个三产融合综合体“耕海1号”建成运
营，国家级海洋牧场达到20处，数量居全国地级市
首位。

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基石。2023年，烟台市
400个省市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2607亿元，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5.5%左右。总投资560亿元的
潍柴（烟台）新能源动力产业园、上汽通用东岳
奥特能超级工厂等一大批重点项目启动建设，
新开工 10亿元以上项目 100个，形成“千亿领
航、百亿支撑、十亿带动”的重大项目竞相推进
格局。

烟台市推动产业链链长制、服务企业专员制
度、企业倍增计划融合贯通，服务项目建设和企
业发展，取得良好成效。开展“冲刺过万亿、机关
当先锋”能力作风建设活动，完善挂图作战指挥
体系，表彰执行力先锋标兵，各级各部门提振精
气神、激发新作为，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合力。政
务服务部门大力提升服务效能，推出“一件事一
次办”服务场景110个，实现127个重点项目“四
证齐发”、1200多个政务服务事项“一窗受理”、
5900多个事项免证办理。

新的一年，烟台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主抓手，
要素跟着项目走，开展重大项目擂台赛，掀起大抓
项目热潮。实施总投资8191亿元的148个省级重
点项目、总投资9329亿元的299个市级高质量发
展项目，分别完成投资1500亿元、870亿元以上。
加快推进100个重点技改项目建设，完成技改投
资210亿元以上。

烟台跻身“万亿俱乐部”
山东“三核引领”更强劲

青岛是山东省重要的经济城市，海尔、海信、澳
柯玛等制造业领军企业为城市的工业制造能力奠定
了雄厚的基础，历经多年积淀，让其在发展低空经济
中具有一定优势。

2022年，青岛发布《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
动方案和实体经济振兴发展专项行动计划汇编》（以
下简称《汇编》），规划24条重点产业链。其中，通用
航空产业（以下简称通航产业）被列为十大新兴产业
链之一。

《汇编》显示，青岛将致力于构建“制造引领、运
营带动、保障支撑”的通航产业发展模式，推动产业
链强化、延伸和补齐短板，实现产业生态规模效应。
同时，打造中外通航工业合作示范基地、国家级航空
医疗救援基地和国家通航城市综合服务基地。

为推动通用航空产业链发展，青岛对整个产业链
进行了全面梳理，从生产制造、运行保障到运营应用等
环节，实施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助力相关企业发展。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
一域。”青岛在低空产业“谋篇布局”，在这时代滚滚
向前之际，也迎来“破茧起舞”之时。

从“一张网”“一座城”可以窥见青岛如今的实践
成果。

抢抓新“机”遇 青岛低空经济飞起来

2023年5月，首架“中国造”万丰钻石DA50飞机在莱西下线。>>>相关报道详见A4、A5版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讯 昨日上午，山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开幕。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3年，山东省地区生产总
值达到9.2万亿元，增长6%；烟台成为山东省第3个万亿级城市。

2017年，青岛成为山东省首个万亿级城市。2020年济南接棒，GDP突
破万亿元。随着烟台成为山东省第3个万亿级城市，山东省“三核引领”的
发展态势更加强劲。

高质量发展看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