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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坚持“制造立市”，工业总量在浙江居首，拥
有雅戈尔、方太、奥克斯等知名工业产品品牌。品牌之外，宁波在石
油化工、汽车及零部件、电工电器、纺织服装4大领域的产业集群，
也具有非常强的竞争力，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工业化发展道
路，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2016年，宁波成为首个“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

2017年宁波工业经济再上新台阶。规上工业增加值、利税分别超
过3000亿元、2000亿元，增长9.6%和22%。推进“中国制造2025”
试点示范城市建设，打造“3511”新型产业体系，“3+15+X”政策框
架体系基本形成，市本级财政统筹安排三年150亿元扶持资金。新材
料、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大战略引领产业产值增长
27.9%，汽车制造、纺织服装等五大优势产业产值增长20%。千亿
级、行业骨干、高成长等三类培育企业产值分别增长31%、24%和
37%，新增全国企业（产品）单项冠军15个。

攻坚推进100个重大项目，完成投资1807亿元。舜宇智能光电等
项目建成投产，吉利汽车整车生产等项目稳步推进。新增上市公司20
家、新三板挂牌企业31家，宁波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突破1000
家。现代服务业提质发展，实现服务业增加值4427.3 亿元，增长
8.1%。金融业稳步提升，人民币贷款余额超过1.7万亿元，新增各类金
融机构25家。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建设成效显现，中国保监会14
条支持政策落地实施，全省首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获批设立，新增保
险创新项目29个。港航物流业发展迅速，国家综合运输服务示范城市
建设深入推进，宁波舟山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460.7万标箱，增长
14.1%，

但与十九大提出的更高要求相比，宁波工业特别是制造业，还存
在结构不优、效率不高等问题。从产业结构看，重化工业比重偏高，
对资源要素和生态环境带来较大压力；服务业发展总体滞后等。

2017年宁波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45%，低于全国和全省平
均水平；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2017年，占规上工业增
加值比重仅为26.7%，与苏州的50.8%差距甚远；新经济新动能培育成
效不明显，2016年杭州信息服务业增加值约为宁波的13倍，科技服务
业增加值约为宁波的2.74倍。

从产业能级看，制造业大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产业链不
长、智能化程度偏低，2016年宁波工业增加值率仅为20%左右，低于
全国的27.4%和发达国家的平均40%以上。产业发展主要依靠资源要
素投入，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格局还没改变，我市各类开发区单位面积
投资强度为 226 万元/亩，比浙江省平均水平低 8.9%，比上海低
22.1%。

宁波具备工业大制造的实力，但“宁波制造”更需要做出自己的
特色，而依托港口优势，大力发展临港工业，是宁波最应该努力的方
向，也是“宁波制造”最具优势的地方。

2017年，中国制造业的竞争日趋激烈。生产成本压力增大以及经
济下行趋势迫使中国制造企业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从整体情况来
看，中国制造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小型企业，对于这些企业来说，
加大数字化转型的投资去拥抱新兴技术是当前的重点，发展智能化的
生产过程和产品的创新性和灵活性，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建立
自己的品牌，避免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

临港工业不是夕阳产业，而是可以由高科技为主要组成部分的产
业。新加坡现在是花园城市，但它在全球也是第二大的重化工产业基
地，关键是准入门槛高、空间规划以及生产线的流程。去年宁波GDP
增长7.6%，很大部分就是临港工业贡献的。

对宁波来说，宁波的产业还是应该学德国，扎扎实实，不能“一
窝蜂”。宁波只要把自己的制造业，把智能制造搞上去，这块潜力还是
相当大的。比如汽车产业、服装产业大有文章可做。

2010年德国公布的《高科技战略2020》即“德国工业4.0”中提
出了一系列促进指导发展的创新政策，其中包括建立高效的公共物流
组织，构建多式联运物流节点和智能化的交通组织架构。智能化物流
更是最大的特色。通过实现智能生产“一体化”和最透明的生产物流
构建了一整套的智能物流体系，这是值得宁波借鉴的地方。还可以通
过德国西门子安贝格电子制造工厂“取经”，在宁波也建立一个试点工
厂，逐步实现智能一体化。还可以将中国制造2025与此对接。

德国的服装业作为德国第二大消费品行业，包括皮革企业在内，
共有约1400家企业，每年创造销售额约300亿欧元，本土的从业人员
超过11万人。德国纺织业的繁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产业用高科技纺
织品的成功。产业用高科技纺织品是经过专门设计，具有工程结构特
点的纺织品，广泛应用于医疗卫生、建筑、交通运输、航空航天、新
能源等领域。德国的产业用纺织品制造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两年一度的德国法兰克福Techtextil展览为全球最大的产业用纺织品
展览。这些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宝贵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港口是宁波最大的资
源，开放是宁波最大的优势。目前，宁波的对外
开放处于良好的发展局面。2017年宁波完成口岸
进出口额13839.5亿元，增长18.5%；完成外贸自
营进出口额7600.1亿元，增长21.3%，其中出口
4984.2亿元，增长14.3%，外贸出口占全国比重
为3.25%。开放型经济对宁波和浙江的发展，起
着重要的助推作用。

但长期以来，宁波是开放大市，却并非开放
强市，城市国际化水平不高。从对外投资与贸易
角度看，加工贸易附加值低，处于国际分工低
端，服务贸易规模小、水平低；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的企业总体不多、项目投资不多，对境
外产业的投资整合力度不强；国际间科技交流、
技术转移、人才流动欠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较
弱。

从城市功能角度看，宁波在空港旅客吞吐
量、引进的世界500强企业、入境游客及旅游外
汇收入等方面，相对落后。

宁波眼下只有一个栎社国际机场，截至目
前，栎社国际机场的国际航线只有13条。栎社国
际机场的国际航线，主要还是以包机业务的形式
运作，这样的情况不容乐观，航线数量远远落后
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的235条，机场旅客吞吐量
2017年首次突破900万人次，而萧山国际机场早
已达到了3557万人次，这之间的差距不可谓不
大。

截至2017年，五个计划单列市，仅宁波和青
岛没有世界五百强企业，15个副省级城市也仅宁
波、成都、青岛、哈尔滨没有世界五百强企业。
宁波引进的世界五百强企业目前也只有54家，比
杭州的118家少了一半还要多。

宁波文化底蕴深厚。宁波做文化，是基因文化、地
域文化。从象山港的海洋文化开始，一直到河姆渡文
化、阳明文化、弥勒文化，宁波有与生俱来的“大文
化”。

宁波的旅游资源也很丰富。自然资源有国家5A级雪
窦山风景区和溪口风景区、东钱湖、四明山、丹山赤水
风景区、五龙潭风景区、松兰山海滨度假区、达蓬山旅
游度假区等，人文资源有河姆渡遗址、天一阁博物馆、
慈城古县城、郑氏十七房、梁祝文化公园、天下玉苑、
前童古镇、雪窦寺、阿育王寺等。只是宁波的旅游资源
还没有得到全国性的认知，这是我们需要加强的地方。

对于宁波这种地域文化的打造，关键就在传承、弘
扬、发展。因此，宁波在打造“东方文明之都”时，除
了具有“东方文明之都”的一般要素外，还应凸显地域
文化特色，需要着力推进特色文化建设，并结合人文、
旅游等相关产业，谋划、选准跟宁波产业有高度关联的
重大文化活动。

比如，运用和激发“阳明文化”。王阳明是国际文化
名人，他不仅在中国被奉为“完人”，在日本的影响力也
巨大。倡导“知行合一”的阳明心学启蒙价值无异于欧
洲的文艺复兴。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先后10多
次提到他，肯定阳明心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大力
弘扬阳明文化，与打造“东方文明之都”的战略目标高
度契合。

同时作为我国海洋文化中，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最
大的两大系统之一。宁波不应该只盯着、只宣传河姆渡
文化中水稻文化不放，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作为
百越文化的母系文化，河姆渡文化形成了覆盖现浙江、
福建、广东等地的百越文化，并影响着菲律宾乃至太平
洋众多岛屿的文明进程，它不仅代表了长江流域的文化
起源，也展现了华夏大地海洋活动的曙光。可以说，河
姆渡文化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萌芽。早在七千年前，河姆
渡文化就已逐步传播到浙江沿海、台湾，以及日本群岛
乃至遥远的太平洋岛屿。

宁波的弥勒文化源远流长。史料记载，弥勒佛的转
世布袋和尚是唐末五代时的奉化僧人。圆寂之后，肉身
葬于城北封山佛塔寺。千余年来，奉化都被称为弥勒应
迹圣地。在近代佛学泰斗太虚大师和时任中国佛教协会
赵朴初会长的提议下，奉化在雪窦山上用三年时间，修
建了高33米的弥勒大佛像。并且每年举办一次弥勒文化
节，到2017年已经举办了十届文化节。弥勒文化节也成
了宁波的一张佛文化名片。

现在国家重新重视起了海上丝绸之路，习主席提出
要加快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河姆渡文化就
是宁波手里的“金字招牌”，要好好利用。

宁波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城市，前有多年的丰厚
的历史文化积淀，后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发展。宁波
也是个被低估的城市，许多的优势与资源都不为人所
知。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宁波要继
续砥砺前行，不懈发展，争取早日跻身于中国乃至世界
的一流城市行列。

港城联动不够强，港航物流业发展滞后。城市国际化
管理水平、海外人文交流以及世界语言应用等领域有待加
强。

2017年9月，浙江省政府批复设立宁波“一带一路”
建设综合试验区，并要求以宁波梅山新区为核心载体，以
港口互联互通、投资贸易便利化、产业科技合作、金融保
险服务、人文交流为重点，积极打造港航物流中心、投资
贸易便利化先行区、产业科技合作引领区、金融保险服务
示范区、人文交流门户区，努力建成“一带一路”的枢纽
城市。在宁波“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已提
出要探索建设“梅山自由贸易岛”。尽管有一字之差，但

“自由贸易岛”概念的提出，已经承载了宁波实行最大程度
的开放、打造最为自由的贸易营商环境的意图。

基于此，宁波应在延续综合试验区方案的基础上，进
一步改革创新，积极争创与国家战略更为一致的自由贸易
港建设，以此作为引领全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龙头战略载
体。

在宁波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确立的“建设国际港口
名城、打造东方文明之都”奋斗目标，是宁波走向国际
化和早日跻身全国大城市第一方队最为现实、最为有效
的长期战略。围绕这一战略目标实现，我们认为：宁波
发展具有独特的优势，最重要的是要发挥好自身的三大
优势，即大开放、大制造、大文化。

下一步，宁波要充分利用国家高端智库平台，建立
高层次的课题组，结合各种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政策，
充分利用宁波大开放、大制造、大文化的优势，提前谋
划“十四五”发展规划，促进宁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关于宁波发展的
几点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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