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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挖潜，精准发力

宁波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建设大湾区的第三块内
容，就是培育有活力的湾区经济发展新平台，即“争创国家
临空经济示范区，支持宁波南部滨海新区、象山大目湾新
城、宁南贸易物流园区特色发展。加快月湖金汇小镇、四明
金融小镇、智能汽车小镇、芯港小镇等特色小镇创新发展。”

市政协委员储江提出了《关于支持宁波南部滨海新区大
力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建议》，他建议市委市政府加大对宁
海智能汽车小镇创建的扶持力度，将其打造成为国家新能源
汽车制造基地和国家新能源汽车展示观光体验基地。同时，
积极大力扶持宁波南部滨海新区建成推进“中国制造2025”
的重要基地。

中国农工民主党宁波市委员会也在提案中建议，宁波在
建设大湾区的过程中，应坚持创新转型、高端发展，加快打
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智能经济发展示范区。加快建设余姚智
能机器人小镇，力争建成全国重要的智能经济发展样板城
市。建设长三角重要的汽车研发生产基地、绿色石化产业基
地、国家新材料研发中心和产业基地等，着力打造具有国际

对接龙头 沪甬联动

“我们现在要建立的大湾区不仅是一个
地理上的湾区，更是一个制度上的湾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研经
济研究院东海分院名誉院长郑永年说。宁
波应加快制度创新，加强与上海、杭州、
舟山的合作。上海作为长三角龙头和世界
级都市，辐射能力巨大，宁波应抓住此次
湾区建设契机，建立起沪甬间更多跨海联
系通道，打造更为密切的沪甬关系。

今年的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
出“主动承接上海功能和产业转移”。那么
上海有哪些产业和功能需要转移对接呢？

上海联动招商产业转移咨询平台的专
家指出，上海需要转移的产业有三大类，
第一是因规模扩张需要而试图转移的，主
要是规模经济性较强，产业关联度大的资
本技术密集型重化工业，如汽车、装备制
造、钢铁、化工等。

第二类产业转移的动因是功能整合，
主要是具有技术、管理和品牌等优势，并
具有产业链分工特征的产业。

“这类产业转移的途径是在区外建立生
产基地，而上海本地则形成以研发设计和
营销服务为主导的总部型经济，推进功能
转型，实现产业升级，包括了电子信息产
业、生物医药产业、纺织、食品等。”他
说。

2 第三类是战略扩张，旨在战略产业探索新的
发展模式，增量型产业转移，从而实现上海资本
技术人才优势与外地资源、劳动力优势的有效结
合，包括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航空航天
等产业。

而关于如何承接上海功能和产业转移，进一
步对接上海的资源，我市两会的代表委员们也有
不少好点子。

中国致公党宁波市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宁波
融入湾区、接轨上海的建议》提案，提出应主动
承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功能溢出，推动构建
具有区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城市群产业
布局调整和协同发展，同时宁波应立足对外贸易
优势，积极推进梅山新区国际贸易改革试验区规
划建设，深入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
设，争取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着力提升大
宗商品全球配置能力。

中国农工民主党宁波市委员会的集体提案
《关于加快推进我市湾区经济跨越发展的建议》
中，更是建议建立三大湾区对接沟通协同发展机
制。以杭州湾经济区跨区域合作为重点，建立健
全杭州湾经济区协调合作发展机制，协同推进完
善浙东五市、长三角区域合作机制。会同湾区其
他城市搭建决策层、协调层、执行层三级对接平
台，建立健全市长定期会晤机制、部门对接机制
等，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动工作推进机制。
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建立跨区域
整体性合作组织、跨区域行业协会等机构，推动
跨行政区划事务的沟通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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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同时推进宁波石化上
游原材料和绍兴、嘉兴石化下游精细化工（纺织
面料）的产业合作，与舟山联合打造世界级绿色
石化基地，推进杭州湾大桥两岸一、二、三产业
联动与融合，构建高端集约的海洋产业体系和新
材料、新装备等现代产业体系。

正如两会代表委员所说的，培育自身优势，
激发内部动能是宁波在湾区时代实现发展的另一
大关键。

宁波市政研室的专家去年9月发文指出，宁
波参与杭州湾大湾区建设，应以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为方向，积极对接全省大湾区建设行动
纲要，强化城市极核功能，打造自身的特色和优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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