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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市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180z1z4号建议的回复

尊敬的刘长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
“
航空航天产业发展

”
的建议收悉,现答复

如下:

一、市航空航天产业链链办工作开展l况

航空航天产业链成立以来,市国资委作为牵头部门,立足
“
统

筹、协调、服务、推进
”
基本职责,突出

“
规划引领、产业招引

”

两个重点,坚持新发展理念,高点定位,瞄准国内商业航天发展

前沿新趋势,重点围绕深入落实
“五个一

”,进一步聚集产业发

展关键要素、激发产业发展强大动能,多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建立健全链办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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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配强工作力量。由市国资委牵头,组织成立链办机构,

分别设立综合协调、产业研究、招商合作、项目推进4个工作小

组协同开展工作。 是健全运行机制。牵头研究制定了《烟台市

航空航天产业链链长制实施方案》 《航空航天产业链 2023年度

工作要点》《链办运行分工安排》《产业链招商引资
“
百日会战

”

行动方案》等制度 件,进一步细化了链办运行机制和日常工作

机制,为链办实体化运行奠定坚实基础。三是加强信息交流。充

分发挥产业链链办
“上下一体、聚链发力

”
的制度优势,建立关

联区市、园区、企业横向联系机制,组建信∫急交流工作群,安排

专人每日发布行业动态信息,共享行业最新动态,搭建合作桥梁。

按照总链办要求定期报送旬报、月报,及时报告工作进展。

(二)深入开展基础研究

对航空航天产业进行系统研究分析。组织各关联区市开展联

合调研 7次,对我市产业链重点项目、重点骨干企业、关联园区

以及科技研发平台进行全面梳理,整理形成产业链存量、增量清

单,绘制了
“
发射链、卫星链、材料链、装各链

”
产业图谱。在

此基础上,按照总链办要求形成了
“一图五库四清单

”
,撰写产

业链发展调研报告,总结优势,分析不足,提出措施建议。

(三)扎实做好产业规划和空间规划

研究提出
“1235”航空航天产业工作体系,即:昂起

“
海上

发射
”
这一龙头,狠抓

“
园区和平台

”
两个载体,聚焦

“
星、箭、

弹
”三个领域,做强

“
星箭等高端装各制造、空天信息处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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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新材料和高端电子元器件、航空航天文旅、航空航天技

术转化
”
五个产业。其中:海阳市以火箭研发、制造、总装测试

及发射为主,研究提出占地面积 34.19平方公里的
“一港三区

”

功能布局以及
“一心、二~轴、三区、多组团

”
整体规划;高新区

以卫星研发制造、电子元器件及空天信`急数据应用为主,拟定了

产业核心区与专业化园区相结合的
“卜N”空间体系,核心园区

占地4500亩、其他专业化园区936亩,打造以卫星研制、设计、

综测、应用及航空航天电子、关键部件配套为主的航空航天产业

全产业链发展集群;黄渤海新区以航空航天装各制造为主,规划

建设空天海战略装各智造城,聚力打 智能装各制造能力中心,

配套研发、测试、仿真为一体的公共服务中心;龙口市、福山区

分别以航空航天材料和液压装各为主做好产业协同。

(四)全力开展产业招引推动延链布局

根据市委、市政府实行产业链的工作部署,树立链式思维,

开展链式招商,塑造链式生态,以招商推动航天产业链建链、延

链、补链、强链工作,加强与航天央企及商业航天优势企业洽谈

合作。每季度统筹做好招商活动计划,组织各关联区市积极做好

相互支持配合。截至目前,总投资185亿元的陆海空间
“
东方慧

眼
”
星座项目、总投资20亿元的中科睿格星云项目、总投资10

亿元的卫星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10亿元的航空航天紧固及结构

件产业园项目、总投资 10亿元的大型无人运输机 TP500项目、

总投资 5亿元的深蓝航天液体火箭及发动机研制试验基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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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批体量大、拉动力强的项目完成签约;福山区与中国航天科

工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计划建设丿总投资 15亿元的航天科工智

能制造产业园。

(五)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目前正在加快推进总投资 305亿元的15个重点项目建设,

其中: “东方慧眼
”
星座项目完成首颗验证星发射;中国长征火

箭公司固体火箭总装测试基地项目一期工程于2021年7月正式

投入使用,二期新建火箭总装工房、控制室和箭体暂存库将于今

年10月份竣工投用,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年产固体火箭20发;东

方航天港集团指控中心已投入使用,将提供测发指挥、飞行控制、

通信保障等全方位服务;东方空间、星河动力2个商业火箭项目,

正在进行厂房施工,预计均于年内建成投用,项目全部建成后将

年产固体火箭 30发;兴港船舶公司新型海上发射船预计今年年

内投入使用,建成后将实现东方航天港
“
冷热兼容,固液兼各

”

的常态化海上发射能力;航空航天紧固及结构件产业园项目已完

成并购、规划设计,拓展航空发动机产业链条。

二、对海阳东方航天港建设有关支持情况

今年以来,市航空航天产业链积极关注东方航天港发展情

况,以 “抓对上争请、抓影响提升、抓产业招引、抓资本赋能
”

为主线,稳字当头、稳中求快,持续推动东方航天港产业园高标

准、高速度、高质量建设。目前,东方航天港已竣工项目9个,

在建项目13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0多亿元,建设面积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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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亩。

(一)获得省级层面更多关注

上半年,市航空航天产业链协助东方航天港持续放大李干杰

同志关于九位院士联名信批示的机遇优势,积极向上汇报,争取

多方政策支持。1月-5月,配合海阳市先后赴省政府办公厅、省

委编办、省工信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和省新旧动能基金公司、

省财金集团等进行沟通对接,争取支持。1月,省财政厅主要领

导调研东 航天港,围绕省级层面资金挟持给予支持;3月,会

同市工信局、海阳市政府紧密联系省工信厅,积极争取加快出台

东方航天港建设实施意见,9日,省工信厅牵头召开了东方航天

港专题协调会,召集相关厅局进行沟通座谈,31日,省工信厅

整理工作报告报至省政府,获省政府主要领导签阅;5月,省委

领导亲临东方航天港视察,并给予充分肯定。同时,省级层面成

立工作协调机制、出台扶持政策等工作进展较为顺利,为下半年

东方航天港强链延链、破题发展夯实基础。

(二)稳步提升行业影响力

东方航天港已: 续多年被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烟台海阳航

空航天产业集群被列为山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九天行歌液

体火箭核心部件产业基地项目被列为 2023年省重大项目,东方

航天港、
“
东方慧眼

”
智能遥感星座项目被写入 《山东省建设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年)》,东

方航天港在 2023年中国航天大会上荣获
“
商业航天最受欢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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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园区奖
”,航空航天特色小镇成功入选省级特色小镇。

(三)持续推进产业招引

1月30日-31日,举办了东方航天港海上发射能力建设规划

研讨会暨东方慧眼星座一期项目评审会,设计方案顺利通过评

审,为星座第一阶段
“卜2” 星计划奠定良好的基础,为东方

航天港海上发射能力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4月22日,高标准

举办东方航天港产业发展大会,搭建航空航天产业重点企业与国

内顶尖投融资机构沟通交流平台,吸引更多优质产业项目落地,

围绕
“
资本赋能、产业共兴

”主题,召开东方航天港产融合作大

会,聚焦 业发展和投融资动向,对标国内最高标准,全面优化

航空航天发展机遇,以两院院士 德仁为代表的院士专家、国家

部及省市相关领导、国内航空航天产业头部企业和国内顶尖

投融资机构代表齐聚一堂,一同践行
“
航天强国

”
战略、绘就商

业航天蓝图。

(四)资本赋能支撑发展

启动丿总规模 20亿元的国丰申万航天产业基金,精准投资产

业链上下游,加速延链补链强链,主要投向星箭研发制造、卫

数据应用、航天科技应用 领域,吸引更多商业航天产业项目及

湃动力,目前,各合伙人已完成协议签署和基金首期 10亿的工

商注册。另外,烟台市财政局9亿元政府专项债 发行到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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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挥政府专项债券投资拉动作用,完善常态化政银企对接机

制,强化与券商、银行、信托等各类机构全方位对接合作,扎实

开展合作融资,积极争取银行贷款,吸引社会资本参与航天产业

的投融资和建设发展,全面加强了重大项目资金保障。

三、下步工作打算

(一)积极对上争请政策面支撑,扩大发展机遇

深入研究东方航天港需要上级支持的政策和有关举措,形成

专题汇报,从用地、体制、资金、资源和人才等方面争取更大支

持。积极对接军方,争取更多的火箭发射任务,协助争请将海阳

东方航天港纳入国家现有发射能力规划,形成常态化、低成本、

高频次海上发射新模式。下半年,已确定7发火箭海上发射任务,

市航空航天产业链将协助东方航天港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工作,同

时,进一步梳理、完善发射流程和保障机制,加快海上发射支持

系统规划建设,不断提升海上发射保障能力。

(二)坚持精准对接,不遗余力抓招引

树牢
“
项目为王

”
理念,朝着

“
巩固行业地位、推动产值落

地、加强建链补链、形成产业生态
”四个方面聚焦发力。以链主

企业、重点骨干企业的上下游企业为重点,加强对接联系,多方

获取项目信息。持续做好产业链分析,用好飞地模式,放大北京

投资促进中心阵地前移效应,加强项目走访招引工作,确保 2023

年项目签约落地 5个以上,储各优质项目5个以上,全面实现航

天科普教育中心商业运营,定期谋划推出主题活动,打造国内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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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航天研学体验旅游目的地,拉动航空航天文旅产业发展。

(三)积聚动能建项目,助力高质量发展

按照
“
落地项目快开工、在建项目快推进、建成项目快投产

”

原则,倒排工期、压茬推进,力争年内商业固体火箭海阳产业基

地、东方空间AIT中心、星河动力总装 房、卫星数据应用中心、

海上发射船等项目全面建成投用。着眼于
“
东方慧眼

”
星座项目

实施,推动与中国星网集团合作,力争纳入国家低轨卫星互联网

建设体系规划;加快航 宏图公司全产业链能力落地,完成星座

耦合、数字地球平台上线、柔性卫 工厂运营,尽快形成空天信

息服务场 。

以上为建议回复内容,衷心感谢您对烟台市航空航天产业链

的关注。

联系单位:市国资委 联 系 电话 :6606816

亻息公开属性:不予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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