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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重点产业链基本概况

烟台是中国民族工业发祥地之一，是一座因工业而兴起的城

市，也是国务院首批表彰的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市。

在国民经济 41 个工业行业大类中，烟台拥有 37 个大类行业，培

育形成了绿色石化、高端装备、有色贵金属、汽车、电子信息、

食品等千亿级产业。黄金产量占全国 1/3，被誉为中国金都；全

国每 3 瓶葡萄酒就有 1 瓶产自烟台，是亚洲唯一国际葡萄·葡萄

酒城；“蓝鲸 1 号”等一批“大国重器”在这里启航，全国首次

海上发射火箭在这里升空。2021 年以来，烟台市深入实施重点

产业链链长制，聚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一、石化及化工新材料产业链

烟台市拥有 6 个省级化工园区和 7 个重点监控点，规上企业

达到 248 家。山东省单体投资最大的裕龙岛炼化一体化项目按一

体化、绿色化、智慧化标准打造世界级先进园区。近期规划 2000

万吨/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中远期将达到 4000 万吨/年的总产能

规模，预计 2023 年中交。万华化学是国内唯一一家同时拥有二

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MDI）、甲苯二异氰酸酯（TDI）、脂肪族和

脂环族二异氰酸酯（ADI）全系列异氰酸酯制造技术自主知识产

权的企业，是全球产能最大的 MDI 供应商。百万吨乙烯项目投产

完善了聚氨酯产业链，形成上下游全产业链产品供应体系。玲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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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入围世界轮胎十二强、中国轮胎前三强；中节能万润高端

TFT 液晶材料产能居全球首位；道恩高分子材料是国内唯一高性

能动态全硫化弹性体生产商。

二、黄金精深加工产业链

烟台市黄金产业已形成地质勘探、采选、氰冶、精炼、黄金

深加工等完整的产业链条。在烟注册、从事黄金矿产资源勘探的

有山东冶金勘探三队等 7 家企业。已建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 2 家、国家级技术中心 1 家、山东省级技术研究中心 13 家、

省级院士工作站 2 家。招金银楼在全国拥有店面 500 多家，在招

远建有 2 万平方米珠宝首饰城。中矿集团在招远投资 7.6 亿元建

设中国黄金博物馆、投资 3 亿元打造淘金小镇、投资 4.7 亿元建

设非煤矿山职业实操培训基地，成为集黄金体验、休闲娱乐为一

体的 4A 级景区。山东黄金在莱州利用仓上金矿尾矿坝恢复建设

了黄金海岸旅游度假区和黄金自然博物馆；在玲珑金矿建成全国

黄金行业内首个红色教育基地。招金在招远建成烟台黄金职业学

院和山东黄金集团的黄金培训中心。8月份高水平举办了中国（烟

台）国际黄金论坛暨招远市第十五届黄金节。储备中国金都黄金

科创产业园项目、矿冶科技智能化矿山建设项目、中节能黄金产

业固废综合开发利用基地、中安能黄金尾矿资源综合利用 4 个重

点在谈项目,计划总投资 47 亿元；黄金尾渣智能化精深加工及科

研中心、华越义泰 700 万吨/年黄金尾矿综合利用、朱郭李家金

矿、中电建碳理达低碳循环经济产业园、矿冶科技高端矿冶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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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项目等新签约项目 5 个,总投资 49.2 亿元；2022 年在建

项目 15 个，总投资 197.15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4.046 亿元，

年度投资完成率 102.96%；2023 年在建项目 24 个，总投资 31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6 亿元。

三、食品产业链

烟台是中国食品名城、农业大市、鲁菜之乡、苹果之乡、龙

口粉丝之乡、莱阳梨之乡、樱桃之乡。拥有这些美誉的烟台逐步

形成苹果、食用油、白羽肉鸡、生猪、龙口粉丝、宠物食品以及

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预制菜等“6+1 食品产业链条”和莱阳食品

工业园、中宠产业园、粉丝产业园 3 个食品产业园区。2021 年，

烟台市食品深加工产业集群拥有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389 家，实现

营业收入 986.15 亿元，同比增长 13.2%。拥有拥有全球最大粉

丝生产企业双塔食品，国内花生油前 3 的鲁花集团等众多食品产

业龙头企业，其中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5 家、省级

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85 家；年销售收入过亿元农业企

业 139 家，农字号上市企业 15 家。

烟台市已形成各具特色的食品产业集群。莱阳市以龙大、鲁

花等一大批骨干企业为引领，形成多业态复合发展产业链条，成

为全国优质食品供应基地。“中国苹果之都”栖霞以苹果产业为

重点，品牌价值 68 亿元，苹果种植面积、总产量，果品质量、

产业层次均居国内领先地位，被誉为“世界苹果之城”。烟台苹

果品牌连续 13 年蝉联中国果业第一品牌。招远市粉丝年产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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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粉丝总数的 82%以上，正挖掘“银丝之乡”城市品牌，锚定

“全国植物基名城”的发展定位，蹚出一条产业升级之路。莱山

区建设“四区一心”的中宠产业园区，打造国家级宠物特色产业

示范区。蓬莱、牟平发挥白羽肉鸡特色产业优势，形成从原种鸡

研发培育到鸡肉生熟制品全产业链条，入列山东省十强产业“雁

阵型”产业集群。扩规模、强企业、守创新、拓链条，烟台食品

产业力争到 2025 年，做强百亿级以上企业 5 家，全市食品产业

产值达到 2200 亿元，其中预制菜产业产值达到 200 亿元以上，

位居全省、全国前列。

四、葡萄酒产业链

烟台是中国现代葡萄酒工业的发源地、全国葡萄酒主产区之

一，也是亚洲唯一的“国际葡萄•葡萄酒城”、世界七大葡萄海岸

之一、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和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GWTO）

成员。烟台地处北纬 37 度，是世界公认的葡萄种植黄金纬度线，

满足优质葡萄酒生产所需要的阳光、沙砾、海洋“3S”法则，是

中国唯一冬季不需对葡萄藤进行埋土防寒的优良产区，全年平均

气温 13℃，年均降水量 525mm，年日照时数 2600 多小时，无霜

期长达 215 天，具有其它地方无可比拟的自然禀赋，酿出的葡萄

酒清新雅致、平衡爽净、细腻柔顺、馥郁悠长，深受国内外消费

者青睐。历经 130 多年的发展，葡萄酒产业已成为烟台乃至山东

驰名中外的特色产业，是世界认识烟台、了解烟台的靓丽名片，

培育出张裕、中粮长城、君顶、瓏岱等一大批头部企业。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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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共有葡萄酒生产企业 204 家，知名酒庄 63 个，年产量近 8

万千升，产业链配套企业 250 余家，拥有各类科研平台 32 处，

形成了蓬莱“一带三谷”、烟台国际葡萄酒城、莱山瀑拉谷三大

核心产区，构建起以葡萄酒产业为主，配套产业为辅，教育培训、

文化旅游、会展服务、传媒咨询等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格局。“烟

台葡萄酒”获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双地标”

认证产品，品牌价值高达 854.74 亿元，连续多年蝉联中国地理

标志产品葡萄酒类榜首，并成功入选山东省“十强”产业“雁阵

形”集群和“中欧 100+100”地理标志产品互认名单。

五、文化旅游产业链

烟台市突出海洋文化旅游资源优势，坚持向海深挖新动能，

激活“蓝色引擎”，积极推动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打造了“仙境

海岸·鲜美烟台”海洋文旅目的地品牌。全市共有景区 81 家，

其中 5A 级景区 3 家，数量居全省第一；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区

10 家，数量居全省第一；星级酒店 58 家，其中五星级酒店 7 家，

数量居全省第二。旅行社 257 家，其中出境游旅行社 20 家，A

级旅行社 59 家、居全省第二位。烟台滨海旅游产业集群、莱山

区文创产业集群成功入选省新旧动能“雁阵形”产业集群，烟台

市荣获“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中国夜游名城”“最佳

避暑旅游城市”“美好生活·中国十佳宜居宜业宜游城市”“中国

旅游影响力自驾游 TOP10”等国家级名片。2021 山东省旅游发展

大会在烟成功举办。2021 年，接待游客 6505.85 万人次，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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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收入 859.1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1.6%、37.6%。

六、绿色建造产业链

烟台市绿色建造产业链条体系，明确了绿色设计、绿色建材

（部品）生产、绿色施工、绿色运维等四大板块。其中，绿色建

造设计方面，全市共有设计企业 44 家，其中甲级资质企业 9 家；

绿色建材（部品）生产方面，全市共有绿色建材和部品部件生产

企业 292 家，产值 629.28 亿元，其中有烟台万华（聚氨酯组合

料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30%）和山东鼎驰木业（装配式木结构建

材全国排名第三）等细分领域领军企业；绿色建造施工方面，共

有建筑施工企业 1631 家，2021 年总产值 1082 亿元；绿色建造

运维方面，共有涉及各类设备设施运维企业 16 家，产值 32.4 亿

元。目前绿色建造产业链落实投产项目 5 个，完成投资 8.6 亿元；

在建项目 11 个，总投资 78.62 亿元；签约项目 16 个，计划总投

资 22.33 亿元；正在对接洽谈项目 15 个，计划总投资 264.75 亿

元，部分已完成选址、明确落地条件。

七、生物医药产业链

烟台市现有生物医药类规上企业 147 家，主营业务收入过亿

元企业 39 家，过十亿元企业 6 家，其中绿叶集团、东诚药业入

围工信部中国医药工业百强榜，绿叶集团、东诚药业和蓬莱诺康

进入中国化药企业百强，迈百瑞入选中国 CRO（含 CDMO）企业

20 强，荣昌生物实现“A+H”股两地上市。拥有省级以上科创平

台 71 个，其中国家级创新平台 2 个、国家级技术中心 1 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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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实验室 3 个、国家级合作基地 1 个、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 3

个，科创平台数量居全省前列。引进中科院上海药物所联合打造

中科环渤海（烟台）药物高等研究院，获批新药创制山东省实验

室；烟台医药与健康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是工信部“国家中小企业

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每年为企业和科研机构提供服务 10000 多

次。拥有一批创新性产品，荣昌生物泰它西普是全球首个获批的

双靶生物制剂，维迪西妥单抗是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创新抗体偶

联药物；绿叶制药盐酸托鲁地文拉法辛缓释片是我国首个自主研

发的抗抑郁症 1 类新药，注射用利培酮微球(Ⅱ)是我国首个全球

注册的创新微球制剂，绿叶派诺生物新冠疫苗进入临床试验并投

入试生产；石药百克津优力荣获中国专利金奖和山东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先声生物恩度是世界首例血管内皮抑制素抗肿瘤药物；

29 种重点创新药械进入临床试验。今年以来，生物医药产业链

签约项目 42 个、总投资 486.47 亿元，其中投资过 10 亿元项目

9 个；储备在谈项目 57 个、计划总投资 337.4 亿元。

八、海洋工程产业链

烟台市拥有规模以上海洋工程企业 36 家，国家企业技术中

心 3 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7 个，主营业务收入约 240 亿元。烟

台是山东省确定的高端装备产业（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基

地，形成了以中集来福士、中柏京鲁船业、巨涛重工、大宇造船、

杰端石油为龙头的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烟台市是

全球四大深水半潜式平台建造基地之一，海洋平台、油田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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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船舶研发制造水平国内领先，烟台制造海工产品已成功走向

欧美及北海冰区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国际主流市场高度

认可。烟台中集来福士是国家工信部重点支持的五大海洋工程装

备龙头企业之一，拥有国家能源局授予的国内唯一国家能源海洋

石油钻井平台研发中心，产品覆盖半潜平台、自升平台及海工特

种船舶三大类，其中深水平台设计建造能力全国领先、全球一流，

设计建造的“蓝鲸 1 号”、“蓝鲸 2 号”助力我国可燃冰试采任务。

烟台杰瑞石油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油田增产设备制造商，固井、液

氮、压裂等设备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50%。在海洋工程装备配套

方面，舾装件、舱室设备、船用材料等已形成较为完整体系，部

分产品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截至目

前，海洋工程产业链新签约项目 16 个，计划总投资约 293.5 亿

元；在建项目 31 个，总投资 730.36 亿元，2022 年计划投资 91.61

亿元，年度完成投资 103.9 亿元。

九、清洁能源产业链

烟台海阳核电规划建设 6 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总

投资超千亿元，一期工程 1、2 号机组分别于 2018 年 10 月 22 日、

2019 年 1 月 9 日投入商运。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势核电厂

址资源，成功引进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中国广核集团、中国核工

业集团三大核电运营商开展全面合作。集中力量建设核电产业核

心聚集区，成功入选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培育出山东核

电设备、中核仪控、台海集团、恒辉集团、顿汉布什、金润核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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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0 多家核电关联企业,占山东省涉核企业总数的 50%，主要产

品包括 AP1000 核电钢制安全壳、结构模块、机械模块、一体化

顶盖组件以及核电制冷设备、核电仪控设备等。烟台核电研发中

心汇聚 3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41 位核电工程领域专家，累计向

国家、省申报科研课题约 60 项。核能综合利用成功破题，海阳

成为全国首个零碳供暖的城市，日产 30 万吨的海水淡化项目列

入山东省补短板强弱项重大项目；海阳核电水热同传创新示范项

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建成并投入示范运行。风电产

业领域规划了蓬莱风电母港、海阳海上风电 2 个专业园区，其中

蓬莱园区已入驻大金重工、东方电气、巨涛重工、京鲁船业等骨

干企业，与国网、维斯塔斯等风电龙头企业合作生产海上风电大

型叶片、导管架、桩及塔筒等，实现年产值 100 亿元。海阳园区

依托半岛南风场优势，已入驻远景集团、上海电力等海上风电企

业，具备 200 台风机装备生产能力。截至目前，全市清洁能源装

机容量 1101.26 万千瓦，占全市装机总量的 52.7%，清洁能源装

机容量居全省首位。

十、航空航天产业链

2019 年，我市抢抓海阳首次海上发射成功机遇，全力推动

航空航天产业快速起势，初步形成以海阳市、高新区、黄渤海新

区为领建区市，龙口市、福山区有力协同的良好发展态势，建立

起以海上发射为龙头，火箭和卫星研发制造、航空航天新材料、

航天装备制造以及空天信息应用、航天文旅等有关的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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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天上有星、陆上有箭、海里有船”的产业布局。全市现

有涉及航空航天产业企业 40 多家，主要包括航天科技 513 所、

山东长征火箭有限公司、东方蓝天钛金科技等体量较大的航天骨

干企业，南山铝业、泰和新材、万隆真空、中集来福士等涉及航

天的重点企业，以及中宇航空液压、海德智能、孚信达双金属、

莱州中玮等专精细分领域企业；有东方航天港产业园、卫星产业

园、烟台北斗数字信息产业园、烟台北航科技园等专业园区 10

多个，省级以上科创平台 6 个。海阳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一个

海上发射保障母港，截止 2022 年底累计完成海上发射 5 次、发

送卫星 37 颗；引进了星河动力、火箭派、九天行歌、深蓝航天、

宇航装备等国内商业航天头部企业；依托“两院”院士李德仁团

队实施“东方慧眼”星座项目，正在全力搭建国内领先的“通、

导、遥”一体化空天信息实时智能服务系统。2022 年，航空航

天产业链签约项目 21 个，总投资 273 亿元；开工建设项目 14 个，

投入 17.38 亿元；总投资过 5 亿元以上项目 6 个；开展线上线下

招商活动 21 场次，引进专业人才 32 人、院士 2 人。

十一、汽车产业链

烟台市拥有汽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 420 余家，其中规模以上

企业 264 家，工信部公告内汽车生产企业 11 家，其中具备整车

生产资质的企业 2 家、专用车生产资质企业 9 家。2022 年，汽

车制造业实现整车产量 27.5 万辆，1-11 月实现产值 931.2 亿元，

占全市规上工业的 10.7％，汽车产业成为推动烟台市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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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力量。零部件方面，上汽通用东岳动力总成公司具备年生

产 78 万台发动机和 81 万台自动变速箱的能力，上汽变速器有限

公司年产 130 万台变速箱（手动及手自一体），华源莱动年产车

用柴油发动机 20 万台，玲珑集团年产轮胎外胎 3500 万套。是国

内最大的刹车盘生产基地，现有刹车盘生产企业 50 余家，刹车

盘品种 1000 多个、型号 10000 多个，年产刹车盘生产能力 1 亿

片。

十二、消费电子产业链

烟台市消费电子产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916 亿元，是国内最大

的游戏机产地和重要的消费电子产区，形成以鸿富锦、鸿富泰为

骨干的智能终端产业集群，以乐金显示、显华科技、中节能万润

等为骨干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以贺利氏贵金属、金宝电子、正

海磁材、德邦科技、一诺电子等为骨干的电子基础材料产业集群。

主要产品有智能手机、智能电视、游戏机、计算机整机、智能可

穿戴设备、智能家电、智慧家居、电子材料等。富士康（烟台）

工业园吸收夏普技术成立 8K 产业研究院，是山东半岛重要的 3C

产品工业基地；富士康烟台园区年生产游戏机 1932 万台，手机

167 万部，数码光学 98 万台，PCB 线路板 19407 万片，年进出口

额达 96.64 亿美元。乐金显示、乐金电子部品、喜星电子等一批

外资龙头企业扎根烟台，成为消费电子产业的骨干力量。在消费

电子、智能家居、光电传感等智能终端领域，拥有睿创微纳、海

尔智慧厨房电器、康泰实业、帕特仑电子、持久钟表、东方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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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东润仪表、东仪光电等一批代表性企业，在非制冷红外成像、

智慧厨电、智能按摩椅、手机滤波器、时间同步系统、智能仪表、

环境在线监测、电磁波谱等细分领域居于国内领先地位。拥有山

东省微纳传感技术应用制造业创新中心，正在建设新型半导体研

发制造公共服务平台，加快培育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装、测

试、材料及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

十三、光电及磁性材料产业链

光电及磁性材料产业链坚持以“高端化、创新化、链条化、

园区化”发展为目标，瞄准微纳半导体和功率半导体两大主攻方

向，在基础材料和专用设备“一基一专”核心领域，全力构建“211”

产业体系，依托 10 家头部企业、20 家骨干企业，发挥 10 大园

区作用，重点攻关 10 项关键技术，突破 10 个产业化项目，规划

目标三年内规模达到 500 亿元，打造中国北方最具竞争力的特色

半导体产业新高地和享誉国际的“中国磁都”。截至目前，全市

现有产业链重点企业 35 家，其中上市公司 4 家，高新技术企业

22 家，汇聚了非制冷红外成像行业领军者睿创微纳等一批优势

企业，开发了 8 微米非制冷红外探测器、聚酰亚胺、OLED 红光

材料、高性能钕铁硼永磁材料等多项打破国外垄断和市场占有率

国内首位产品。红外热成像终端应用产业化、非制冷红外焦平面

芯片扩建等重点在建项目 12 个，其中 7 个纳入省市重点项目，

总投资 83.6 亿元，2022 年投资 16 亿元，投资完成率达到 100%。

签约了高性能永磁体精密加工、台芯电子引进市外投资基金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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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项目，到位市外投资 1.16 亿元；落地烟台光显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山东深大光学科技有限公司等 11 家技术先进、成长性

好的科技企业。积极推动总投资过 5 亿元的智能珈港通用高性能

密码芯片、东星磁性材料研发生产基地、东星精工装备产业园等

3 个项目完成签约。

十四、工业设计产业链

工业设计产业链既是培育产业的产业链，又是为其他产业链

赋能的科技创新平台。围绕工业设计产业链培育，我们以创建“设

计之都”为目标，以办好世界工业设计大会为抓手，全力推进国

家智能制造工业设计研究院、工业设计小镇、世界设计公园三大

项目建设，推动产业设计化和设计产业化，赋能和服务全市重点

产业，助力全市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力争“1 年构建框架、3 年

主体成形、5 年产业成势”。

截至目前，我市已出台《关于推进制造业强市建设三年行动

方案》、《关于加快工业设计发展的意见》、《工业设计产业链“链

长制”实施方案》等相关政策；成功举办四届世界工业设计大会

及“省长杯”、“市长杯”等工业设计行业重磅会议和活动赛事，

持续集聚国内外优秀设计资源，有效提升“烟台设计”国际影响

力；成立世界设计产业组织、烟台市工业设计协会、烟台设计产

业联盟等工业设计行业组织，加快推进工业设计小镇和世界设计

公园等重大载体建设，招引总投资 12.6 亿元的工业设计产业赋

能基地项目，创建全国智能制造领域唯一国家工业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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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国家、省、市级工业设计中心梯度培育，共培育 5 家国

家级、44 家省级、252 家市级工业设计中心，3 家企业获得国家

奖（中国优秀工业设计奖）金奖、6 家企业获得山东省“省长杯”

工业设计大赛金奖，均位居全省前列。全面抓好政策宣贯、公共

服务、人才培养、知识产权保护、国内外交流合作、引导投融资

等工作，持续优化工业设计发展环境，加快形成高能级设计产业

体系和赋能体系，探索独具烟台特色的工业设计创新发展模式，

努力打造国内领先的设计产业聚集地。

十五、工业互联网生态产业链

烟台市拥有各类工业互联网平台 120 多个，正在推进胶东经

济圈数字经济产业园建设，重点建设烟台工业互联网公共服务平

台、工业互联网体验测试中心、标识解析综合型二级节点等，争

创全国首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园区”试点示范。其中，腾讯云

在烟建了设省内首个享受腾讯云全平台科技力量输出的双创基

地、国内首个“腾讯云工业云基地”，利用远程运维物联平台、

实时供应链协同、数字化工厂、工业双创、供应链金融等为企业

提供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华为（烟台）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是华

为在山东布局的首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打造基于“5G+人工智

能”的一体化化工园区安全管理标杆，2022 年 9 月，成功举办

华为·龙口城市智能体与云产业大会。京东集团在烟建设的“京

东智联云工业互联网华北区域中心”，依托其强大的供应链系统

和积淀的亿级消费大数据，主攻反向定制（C2M）、智能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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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云设计平台聚焦特种装备、物联网、环保装备等细分领域，

聚合了全球 24 万个研发设计资源，1.5 万条供应链，6600 多名

专家资源，为客户协同定制解决方案，极大降低了企业研发成本。

截至 2022 年底，全市新建 5G 基站 3654 个，累计建成 12757 个，

5G 用户普及率达 40%。烟台市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综合型二级节

点建成运行，标识解析企业节点建设数量为 82 个，标识注册量

为 30.4 亿，标识解析量为 36.7 亿，超额完成阶段性任务。

十六、现代物流产业链

烟台市从事运输、仓储、配货等物流业务的企业 3000 余家，

现有国家 A 级物流企业 78 家，其中 5A 级 3 家、4A 级 25 家、3A

级 42 家、2A 级 8 家。先后成功入选中国最适宜发展物流城市、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沿海支点城市、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

点城市、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全国城乡高效配送首批

试点城市、全国农产品冷链流通标准化试点城市、全国农产品冷

链流通标准化示范城市。制定《关于优化物流产业园布局畅通产

业链供应链的实施方案》，构建“3+25”物流产业园布局。其中，

在福山区、莱阳市、莱州市规划建设 3 个门户性物流产业园。现

代物流产业在建项目 11 个，总投资 303.1 亿元。其中，总投资

3 亿元的富春网营物联供应链项目已完成建设装修，正在招商；

总投资 3 亿元的钧程物流项目已完成建设，正在安装设备；总投

资 1 亿美元的费舍尔人工智能与跨境电商产业园项目正在主体

施工，已完成投资 3.2 亿元；总投资 83 亿元的中石化龙口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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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LNG）接收站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9 亿元，正在进行储罐

外罐施工；总投资 102.7 亿元的国家管网龙口南山 LNG 接收站项

目一期工程，正在进行储罐外罐和基础施工。

附件：1.2022 年烟台市重点产业链对外合作项目电子手册

2.烟台市重点产业链政策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