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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大湾区正提速向我们奔来
记者 王心怡 徐文燕

近日，通苏嘉甬
铁路勘察设计开评标
工作顺利开展，标志
着沪嘉甬铁路纳入通
苏嘉甬铁路的整体项
目，正式列入国家铁
路发展计划，并全面
启动项目前期研究。
这对宁波，对长三角
而言都是一种“突破
性的进展”。

如果说杭州湾跨
海大桥改变了宁波在
高速公路网中的格
局，那么沪嘉甬铁路
则将提升宁波铁路枢
纽在国家铁路网中的
地位。这一次，是沪
嘉甬铁路从杭州湾跨
海大桥的手中接下了
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
发展与区域合作的重
任。

大桥的过去十年
是宁波融入长三角
“提速”的十年，我们
不难想象，未来将是
“加速”的未来——伴
随着沪嘉甬铁路“350
公里”的设计时速向
前迈进。

一座座跨江跨海大桥建成通车，使得长三角能够
打破江河湖海对于传统长三角“Z”字型结构制约，
使长三角能够向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一体化纵深发展。

而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和将建的沪嘉甬铁路
使宁波的经济腹地明显扩大，直接进入上海经济圈
的核心圈，成为长三角核心副城之一。宁波也从长
三角交通末梢一跃成为海陆交通枢纽和节点城市。

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张学良在参加
长三角经济协调会第十八次市长联席会时，曾摆出
过一组数据：三省一市2017年的经济总量高达3万
亿美元，与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中国台
湾、新加坡和韩国如今的经济总量相当。

对此，他认为目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经进入深
水区，将从一体化发展的1.0版本上升到2.0版本。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0版本的表征就是长三角
的经济总量已经‘富可敌国’，以‘市场主导、政府
引导’的一体化模式初步形成，多维度的政府协同
合作制度逐渐完善，在交通、产业与就业等方面的
同城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1.0版本的宁波从未停止过融入长三角的脚步，
“提速”也是其中一个不能忽略的关键词。

宁波从1996年起，就专门成立了接轨上海工作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2003年根据省委、省政府统
一部署，更名为市接轨上海参与长三角合作领导小
组及其办公室。

2004年1月，宁波市委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
我市接轨上海、参与长江三角洲合作与交流工作的
若干意见》（甬党〔2004〕1号），明确了宁波接轨上
海参与长三角合作与交流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工作重点和合作领域，使之成为指导我市接轨
上海参与长三角合作与交流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宁波在上海成功
举办“宁波周”系列活动，光是通过这两次宁波周
活动，我市与上海及周边地区就签署合作项目达80
多个，项目总投资1200多亿元。2016年7月，宁
波杭州湾新区宣布全面启动沪甬合作示范区建设，

并提出全方位接轨上海三年行动计划，力争“十三
五”期间每年引进上海投资项目200亿元以上。

2017年，宁波—上海资本与企业专题对接会举
办，邀请了在沪资本投资、智能制造和物联网企业
50多家，与近60家宁波智能制造和物联网企业进
行了专题对接。

其实，不仅仅是上海，宁波与江苏南京、太
仓，安徽合肥，以及省内的杭州、舟山、台州等长
三角城市的合作广度、深度和强度不断加大。

从时间的跨度和这些动作的频率来看，我们不
难发现，宁波对融入长三角的迫切，“提速”不仅是
外在表象，更成为一种城市内在的需求。

宁波市经济合作局投资合作二处负责人史克清
的感受也侧面印证了这种需求，“特别是最近两年，
宁波与长三角城市互动频频，各地、各部门都在主
动接轨上海、对接上海。”

当然，这种互动绝不是宁波的“一厢情愿”。
在去年年底获批的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中，上海提出主动融入长三角区域
协同发展，推动上海与周边城市协同发展，构建上
海大都市圈，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复旦大学宁波研究院成为复旦大学在上海市以
外最大的科技孵化平台；上汽大众汽车落户杭州湾
新区，随着二期工厂的投产，今后上汽大众宁波基
地的年产能预计达60万辆；上海麟沣也在新区设立
了医疗器械产业园等。

慈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黄磊透
露，几乎每个月都能接触到来自上海的招商信息。

2018年3月6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表示：“我们
将通过三省一市的共同努力，把长三角建设成为全国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引领示范区，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
亚太门户，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上海和宁波只是长三角众多城市中的两个支点，
沪甬合作也只是长三角一体化中的一个切面。但事实
上，不论是政府顶层设计，抑或是各个城市的内生动
力，这似乎是一个长三角一体化协作最好的时代。

融入长三角，宁波从未停止过脚步

拥抱湾区经济时代，宁波的着力点在哪儿？

沪嘉甬铁路连接嘉兴南至宁波，横跨
杭州湾，将是沿海高速铁路大通道的一部
分，是继杭州湾跨海大桥之后，宁波深度
融入长三角城市群的一条重要通道。

随着交通“先行官”的启动，一个由
上海、杭州、宁波、绍兴、嘉兴、舟山等
六市为核心层的杭州湾大湾区正向我们走
来。

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张学
良提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2.0版就是要
突破行政壁垒，在新型城市合作中带来新
的发展增量，通过技术进步与创新的管理
体制机制，形成名副其实的更强、更巨、
更聚的世界级城市群。

也就是说，提速之外，如何做到以
“更强、更巨、更聚”为内核的提质更是
当前一个时不我待的话题。

对此，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首席研
究员潘毅刚认为，从经验来看，调整行政
区划并不是解决一体化问题的一劳永逸的
办法，而树立最小系统单元思维，构建功
能互补、错位发展、接轨互通、市场一体
的核心发展区，将是打破瓶颈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最便捷的方式。

他设想，可以考虑以上海都市圈为重
点，适度扩大范围，形成南部杭州、宁
波、嘉兴、绍兴、舟山为重点的杭州湾经
济区和北部南京、苏州、无锡、南通等长
江口区域城市组成的“一体两翼”格局，
共同组成“1+5+4”的长三角环杭州湾大
湾区。这一系统最小单元，包含了长三角
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最重要的资源要素，
发展水平也最为接近，拥有很好的一体化
基础。

这与宁波市社科院院长陈利权思考的
不谋而合。他认为，推进杭州湾经济区建
设，将使浙江省由分散的点状开放走向整
体的平台开放，实现功能叠加、整合提

升、融合发展；将摆脱行政区划的羁绊，
推动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跨地区经济合
作，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将有助于浙江
省在长三角一体化拥有更大话语权，在国
家发展战略中争取更多主动权。

“湾区经济”御风而来，处于杭州湾
湾区内核之中的宁波该将自己摆在什么样
的位置上搏出一番作为？

我们不妨从2018年宁波市两会政府
工作报告中寻觅一二：打造大湾区中心城
市。编制湾区经济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
整合宁波杭州湾新区、慈溪产业新城、余
姚工业园等平台，建设环湾智能经济新
区。主动承接上海城市功能和产业转移，
深化沪甬合作示范区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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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而言之，宁波的着力点主要在于三
件事：整合湾区内产业打造创新高地，深
化沪甬合作主动对接上海，培育有活力的
湾区经济发展新平台。

第一件事，杭州湾新区已有谋划。在
做好汽车产业的持续引领之外，新区积极
推进智能终端、芯片制造、通讯产业等数
字经济产业，大力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目
前，智能终端产业园一期生产厂房和生活
配套区将于5月底和9月份建成投用，今
年计划引进不少于30家智能终端产业研
发机构、不少于100家智能终端产业生产
企业，力争到2025年实现年产值1000亿
元以上，打造成为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

智能终端产业集聚地。
第二件事，记者梳理 《2018 年宁波

市进一步加强沪甬合作工作方案》 后发
现，今年沪甬合作主要活动就多达 32
个，上海高校院所创业创新中心落户签约
活动、智能经济专场推介会、上海交大医
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与杭州湾医院合作办
医、上海世外教育集团共建宁波杭州湾新
区滨海小学、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推介
会、中国航运保险国际论坛、第28届华
东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活动涵盖了教育、
医疗、科技、商务、金融等多方面。

第三件事，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宁
波南部滨海新区、象山大目湾新城、宁南
贸易物流园区、月湖金汇小镇、四明金融
小镇、智能汽车小镇、芯港小镇等一系列
新平台稳步推进中。培育自身优势，激发
内部动能正是宁波在湾区时代实现发展的
另一大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