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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 6月底，宁波市
累计实有企业32万户，注册资本
4.1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5%
和38.3%。近4年累计实有企业数
均以12%以上的增幅增长，注册
资本的每年增幅均大于企业数量增
幅，且增幅差距逐年扩大。宁波市
累计实有企业数增幅略低于全省整
体，注册资本额增幅较全省整体高

5.8个百分点，位列全省第三。
2013年起，宁波市新设企业

数先快速增长后有所回落，近两年
恢复常态，新增注册资本则每年以
不同幅度实现增长。

宁波市新设企业数量大，今年
上半年新设企业3万户，新增注册
资本6257.8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7.8%和19.8%。

与全省比较，今年上半年新设
数量和新增注册资本额均居全省第
二位，但同比增幅属中等偏下水平。

从全年的新设与消亡（注销和
吊销）比看，2016年度宁波市新设消
亡比值为3.8∶1，相当于每消亡一家
企业，有3.8家新设的企业来补充。
与全省比较，宁波市新设消亡比较
全省整体低0.3个点，位居第七。

我市启动2017年
“安全用药月”宣传活动

10月11日，我市2017年“安全用药（包括
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月”宣传活动正式启
动，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市场监管部门将通过各
种宣传活动，更广泛深入地宣传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安全用药理念和实用知识等，以促进我市民
众安全用药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为提高公众的参与度，今年的宣传活动更
加丰富且具有互动性，如组织参与“药品安全
网络知识竞赛”有奖答题活动；宣传“悟空问
答”等新型知识传播分享平台，解答网民最关
心的安全用药问题，开展个性化的精准科普；
组织“医药专业讲师”深入社区、农村宣讲传
播安全用药科学理念和实用知识；在各地人群
相对集中的“一条街”，通过悬挂横幅、设立展
板、竞猜答题、问询解答、资料发放等形式集
中宣传营造氛围；组织公众、媒体、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等社会各界走进医疗器械企业参
与开放日活动，以交流互动、观摩体验、发放
宣传资料等形式，提高社会各界对医疗器械齿
科、骨科植入器材的了解等。

保税区：
进口商品市场跻身
“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百强”

日前，第十届中国商品市场峰会传来佳音，
宁波保税区进口商品市场不但上榜“中国商品交
易市场百强”名单，更作为浙江市场转型创新典
型在峰会现场进行了视频展示。

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信用经济。
宁波保税区进口商品市场通过建立“企业、商
品、消费者”三维一体平台，实施“内部管理、
协同监管、售后服务”三大保障战略，构建市场
信用体系、打造市场诚信品牌，取得了跨越式发
展。自2010年市场建成开业至今，市场入驻企
业达1100家、经营进口商品种类超2万种，市
场交易额达80余亿元。

象山：
会同第三方机构
综合评估商超食品安全

近日，象山县市场监管局会同第三方机构对
象山大润发超市的食品安全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
评估。这是该县市场监管部门首次引入第三方机
构共同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

在评估现场，该局执法人员会同第三方机构
检测人员对大润发超市的食品贮存、食品安全管
理机构和人员、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和批发销售记
录制度、经营过程管理、现场制作食品专间管
理、现场操作和销售过程控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

“体检”，并对各类食品的加工区、生鲜区、储藏
室等进行了现场查验。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当场反
馈给超市，评估结果将作为该超市年底是否入围

“宁波市食品安全示范超市”的重要依据之一。
通讯员 宣文

市市场监管局编制发布企业年报分析报告

宁波实体经济社会贡献价值全省第一
10 月 16 日，

宁波市市场监管局
发布 《2016 年度
企业年报之宁波实
体 经 济 分 析 报
告》。近4年宁波
实体经济总量增幅
大小、经营状况如
何、活跃度怎样、
社会贡献价值几
何、同比在全省的
排位前后等等，报
告都一一作了分析
解答。

数据显示，2016年我市制造业
在研发、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等方
面支出为 189.7 亿元，同比增长
10.9%，增幅全省垫底，其中研发支
出仅占主营收入1.5%。生产性服务
业在科研创新方面支出65.4亿元，
同比增长58.7%，投入快速增长，远
高于全省整体3.2%的增幅，其中研
发支出占主营收入0.3%，与杭州
1.3%的占比相差甚远。

知识产权拥有量上，制造业和
生产性服务业每亿元主营收入专利
数分别为4.9件、0.7件，户均专利分
别为0.8个和0.16个；每亿元主营
收入使用商标分别为0.9个、0.3个，
户均使用商标分别为0.15个和0.08
个。各项指标均处于全省落后水平，
急需引起高度重视。

2016年度我市制造业应收、应
付账款分别同比增长6.1%、9.8%，

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生产性服务业
亦类似。实体经济的应收和应付账
款比重均超过流动资产的四成以
上，且注册资本规模越小的企业，
应收应付账款比重越大，这一方面
说明企业的债务风险较大，容易引
发三角债，另一方面说明应收账款
管理缺陷已成普遍问题，急需采取
科学方法加以解决。

通讯员 张淑蓉 潘玲娜

2016年，我市制造业企业和生
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社会贡献价值分
别为1834.8亿元、1296.2亿元，均

居全省第一；贡献率分别为11.3%
和3%。制造业社会贡献率是非制造
业（3.2%）的三倍多。从解决就业角

度来看，宁波市制造业和生产性服
务业企业分别吸纳 214.8 万和
102.2万人就业。

今年上半年，宁波新设生产性
服务业企业1.9万家，占全市新设企
业总数的 62.5%，较 2013 年增长
13.5个百分点。截至今年6月30日，
宁波累计实有生产性服务业企业
16.2万户，占全市累计企业总数的
50.6%，较上年同期高2.2个百分点，

较2013年上升了8个百分点，较全
省（47.4%）高了3.2个百分点。宁波
市生产性服务业累计实有企业数量
位居全省第二，是杭州（排名第一）
的60%，是金华（排名第三）的两倍。

宁波市生产性服务业2016年
度实现盈利企业有3.4万户，亏损

5.5 万户，盈利面 36.4%，亏损面
58.5%。较上年同期盈利面和亏损
面无明显变化。宁波市生产性服务
业盈利面较全省生产性服务业低
5.9个百分点，亏损面较全省生产性
服务业高8.1个百分点，盈利面和亏
损面均略优于处于末位的杭州。

今年上半年，我市制造业新设
企业4379户，占全市总新设企业数
的 14.4%，较 2013 年下降 13.2%。
截至今年6月30日，全市制造业累
计实有企业9.7万户，数量位居全省
第一；制造业占全市总累计实有企
业比重30.3%，较上年同期低3.1个
百分点，较2013年低 10.3个百分
点，呈逐年下降态势，较全省的

27.0%比重高了3.3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2016年度宁波制

造业企业开业 7.2 万户，开业率
85.4%，相比全省制造业开业率
（82.1%）高3.3个百分点，位居第
三；制造业活跃的企业7万户，活
跃率96.4%，近4年呈小幅波动上
升趋势，与全省整体基本持平。与
本市非制造业比较，宁波制造业的

开业率和活跃率均显著高于非制造
业，分别高4.1个百分点和11.1个
百分点。

宁波市制造业2016年度实现
盈利企业4.4万户，亏损2.6万户，
盈利面60.1%，亏损面36.4%，同
比无明显变化。盈利面较全省制造
业整体低3.5个百分点，亏损面较
全省制造业整体高4.1个百分点。

企业累计数持续以12%以上增幅增长，新设数居全省第二

实体经济品牌意识弱、债务风险较大

实体经济社会贡献价值全省第一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比重逐年上升盈利偏弱

制造业比重逐年下降，企业存活情况尚佳，赢利面居全省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