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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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