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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明务实
限制了宁波人的
活力与想象？
人均网购频次
排名全国第五位
但线下消费欲望不强
城市人活跃度不够

记者 乐骁立 王心怡

“多样开放的城市空间与创新人
才是互为因果的共生关系。对所有
城市来说，发展之道或许并不在于
追赶当前的产业风口。集结吸引最
优质的人才和资源，在新的机遇到
来前做好准备，才能在适当时机最
大程度地激发城市能量。这也是我
们在设定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指数算
法时所坚持的价值观。”新一线城市
研究所主编沈从乐表示。

尽管宁波位居新一线城市倒数
第三，但比去年已上升了2个位次。
当然，一份榜单也并不能给一座城
市盖棺定论，但这个排名体系背后
数据所体现出的短板，或许需要引
起宁波的正视。

寻找理想城寻找理想城

宁波人太安分？

在城市人活跃度这项评价体系中有三项评分指标
——消费活跃指数、不安分指数、夜间活动指数，这
个环节，宁波仍然排名全国第17位，新一线城市第
13位。

相比之前的线下商业体消费，宁波人在线上消费
的积极性似乎强烈许多。2017年，宁波的淘宝人均网
购频次排名全国第五位，新一线城市第二位，仅次于
淘宝老家杭州；而人均海淘频次排名全国城市第五
位、新一线城市第三位。

当然，海淘数据高起也与这些年宁波跨境电商发
展不无关系，2017年，宁波跨境电子商务进口业务的
交易量和交易额创新高，达到4500万单、78亿元。

但在不安分指数上，宁波就显得过于安分了。
无论是小黄车骑行活跃度、知乎用户活跃度、

TalkingData活跃设备数量、智联招聘求职活跃度、
腾讯社交活跃度（微信+QQ），这些数据宁波都排名
新一线城市的末尾。

一方面，这个数据说明宁波人对新生事物的接受
度不够高，城市不够潮；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出，由
于高校的数量不及武汉、成都、西安等城市，因此年
轻人基础数量不足，导致了这些较为新潮的社交网络
工具使用者数量、活跃度的低迷。同样，这些也是宁
波夜生活活跃度不高的原因。

文化消费已有起色

宁波在生活多样性方面表现不错，排名全
国第13位、新一线城市第9位。

这个数据宁波排名能够挤进新一线城市前
十，主要源于宁波人爱“剁手”，线上消费商品
种类颇多。此外，宁波人出去旅行、看电影的
热情也不错。

但在文化消费的种类与消费热情上，似乎
就有所欠缺。

宁波市演出行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宁波
逸夫剧院、宁波大剧院、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
2017年全年共计演出355场。与一海之隔的上海
相比，这样的表现“稍显平淡”，光是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一家2017全年演出就达700多场。

于是，跨城观演成风潮。《中国现场娱乐消
费洞察报告 （2012—2017）》中显示，苏州、
宁波、佛山3个城市的现场娱乐诉求非常强烈，
跨城观演粉丝占这些城市的观众比例超六成，
爆发出较高的票房潜力。

一个现实原因是，同一线城市相比，戏剧
在宁波的受众少，观众基数少，大项目缺乏好
的现实土壤生长。

而另一个现状则是，经过市场的培育，多
年来几千余场演出的深耕，宁波市民对戏剧的
接受度和参与度明显比过去高了很多，戏剧市
场“向好”发展。我们必须承认，观众的培育
始终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宁波尤其急不得。

未来可塑性几何？

新一线城市榜单第五个评价体系是未来可塑
性，包括环境友好度、创业指数、人才吸引力指
数、消费成熟度指数与城市规模与增长制度。

在这个评分体系中，宁波的得分让人担忧。
总分排名全国第19位，新一线城市最后一位。

“未来可塑性指数试图观察的是城市在未来
能给予人们多少想象和可塑空间。我们试图在
这一指标中观察两种对年轻人就业和定居产生
影响的力量：良好的创业氛围、工作环境以及
志同道合的伙伴吸引着年轻人来到城市；而空
气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又让人们不得不
在生存与生活间作出选择。在这两种拉力与推
力的拉锯战中，前者的影响力更占主导。”新一
线研究所负责人表示。

宁波尽管在交通、空气质量、城市环境等
方便排名新一线城市前列，但在初创企业数
量、融资规模、创业平台数量、毕业生吸引力
等指标中，与杭州、成都、武汉相去甚远。

“宁波其实并不缺少热钱，民间的资金量非常
大，在期货市场上就可见一斑。”本周财经评论员
叶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但宁波缺少项目，
或者缺少一个梳理整合创业项目的项目库。”

她建议，宁波要尽快建立一个项目平台，
并将项目根据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融资需求分
类。以吸引热钱回归。

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主编沈从乐：
从目前的数据情况看，宁波在长三角城市

群中处于第三阶梯，上海是第一阶梯，南京杭

州处于第二阶梯，而宁波应和苏州，无锡处于

一个阶梯。但目前宁波产业转型的突破口尚不

清晰，像无锡近几年以物联网为突破口，进步

很快，城市吸引力因为新兴产业的崛起而迅速

提升，走出了光伏后的阴霾。

此外，宁波本地高校数量不足的瓶颈已经

显现，加上周围“强敌环伺”，高校毕业生选择

余地较大。因此要在高校建设上花大力气。

当然，建设高校周期较为漫长，目前的当

务之急应是把能本地高校毕业生尽可能的就在

宁波。在政策上，向本地高校毕业生倾斜。

商业硬件优势并未带来质的提升

在商业资源集聚度指标方面，宁波的表现
中规中矩。排名全国第17位，新一线城市第
13位。

单从硬件条件看，宁波的大型百货数量为
8个，大型商业综合体数量为12个，分别排名
全国第八、第七位，数据抢眼，超过大量新一
线城市。

但在大品牌青睐度等数据上，宁波的硬件
数量优势却没有带来质量的上升。

财经作家叶檀曾在《尴尬的宁波》一文中
提到：“宁波人均可支配收入很高、人均本外
币存款余额也不错，市民线下消费欲望不强，
或者说市民不在当地进行高端消费。”

宁波恒太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芳园
（宁波太平洋百货负责人）则表示，宁波人的
消费观念总体来说偏保守，线下的小资、轻奢
消费群体并没有形成规模，购买力有待提升。
同时，宁波人似乎比较精明，冲动消费偏少、
实体营销成本较高。也许胡芳园的感受就是大
品牌在宁波黏度不算太高的原因。

宁波交通格局正在发生质变

若是把城市之间的关联比喻成一张网，那
么每一座城市都是网络中的节点。强辐射力的
城市向周边城市输送更多的商品、资源与人
才，弱辐射力的城市往往处于被动接收辐射的
地位。这种输送的能力——即枢纽性，是城市
重要的竞争力之一。

作为曾经的铁路末端，宁波这些年的交通
发展有目共睹，但与新一线城市中如郑州、武
汉、西安、成都这传统的区域中心枢纽城市相
比，还是相形见绌，排名全国第19位。

但就在此时此刻，宁波的交通正在发生巨
大变化——向北，沪嘉甬铁路纳入通苏嘉甬铁
路整体项目，正式列入国家铁路发展计划并全
面启动项目前期研究，给予宁波全面接轨上海
都市圈、融入长三角城市群更多的可能性；向
东，甬舟高速复线积极谋划中，以期与舟山实
现全方位、紧密的连接，服务舟山江海联运服
务中心；向西，通过甬金高速复线和象山湾疏
港高速二期连接杭州和金义都市区，打通面向
中西部腹地的交通走廊；向南，甬台温客专、
甬台温高速改扩建、象山港二通道动作频频，
连接温州都市区。

同时，宁波机场三期扩建工程、空铁一体
的宁波西站综合枢纽、宁波至慈溪城际铁路、
宁波至余慈城际铁路二期、宁波至象山城际铁
路、四明山高速公路等项目，在提升城市自身
竞争力与区域整体竞争力中占据一席之地，由
此激发出更多元的城市形态。

当然，如今城市的枢纽性不单单包括是传统
的交通，物流的通达指数或许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2017年宁波全市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
计完成63879.4万件，同比增长26.1%；业务
收入累计完成 701056.7 万元，同比增长
20.1%。在接受包裹数量排名上，宁波位列新
一线城市第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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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多样性 TOP 10

淘宝人均网购
频次排名

❶ 杭州

❷ 舟山

❸ 上海

❹ 深圳

❺ 宁波

❻ 温州

❼ 镇江

❽ 湖州

❾ 绍兴

 嘉兴

❶ 上海

❷ 北京

❸ 杭州

❹ 南京

❺ 宁波

❻ 舟山

❼ 厦门

❽ 天津

❾ 克拉玛依

 福州

淘宝人均海淘
频次排名

数据来源：阿里研究 注：数据统计时间为2017年全年

消费多样性

指数*0.39

出门新鲜度

指数*0.27

休闲丰富度

指数*0.34

数据来源：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院

崛起中的东部新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