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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2049”指出，承载杭
州湾这个世界级大湾区核心功能
的战略平台，宁波方面主要有两
个：一是前湾新区，一是甬江科
创大走廊。它们将突出宁波先进
制造和智造创新的优势，引领和
推动环湾重大制造平台的协同发
展，同时联动杭州江东新区、绍
兴滨海新区、杭州城西科创大走
廊，构建环杭州湾经济区区域协
同创新体系。

在环湾链接通道建设方面，
“宁波2049”明确，要加快建设
杭甬城际铁路、杭绍甬环湾高速
复线，同时预留环湾货运铁路和
大件公路建设通道，以实现人流
的直连直通和货流的快速集散与
转运。

“宁波2049”还提出，要重
塑湾区生态环境，建设美丽湾
区。主要内容包括：严格管控各
类生态功能区，划定区域协同管
控区，加大海洋、湿地等生态功
能区建设力度，维护生物多样
性，确保湿地面积不减少、自然
岸线保有量不降低、生态服务功
能不减弱；推进污染治理与生态
修复，治水、治气、治土、清
废，推进入海排污口专项整治，
建立陆域入海污染物总量控制制
度；制定实施产业准入负面清
单，提高产业准入门槛，加大落
后产能淘汰力度。

宁波的“朋友
圈”中，地缘相近、
关系亲密的城市，如
上海、杭州、舟山、
台州、绍兴等等，各
有擅长。如何与它们
合作、分工，共同成
长？

在浙江把杭州湾
打造成为世界级大湾
区的战略中，宁波应
该做些什么事？发挥
什么样的作用？

目前宁波与上海的交通联系，只能说是互联互通。但未来，通过跨海通道的建
设，宁波将与上海实现直连直通。

筹划中直连直通的通道，包括沪嘉甬高速铁路、沪甬城际铁路。“宁波2049”指
出，要重点加快建设沪嘉甬高速铁路，在链接上海的同时，提升宁波与长三角北翼
地区的联系度；同时要尽快启动沪甬城际铁路的研究和建设，加强沪甬直连通道，
实现两个城市核心枢纽间1小时可达。

同时，为强化沪杭甬大湾区的一体化发展，“宁波2049”提出要预留东海大通
道，以全面推动构建沪杭甬大湾区。

宁波全面对接上海，不仅仅限于交通。“宁波2049”提出，宁波应积极承接上海
全球城市的高端要素导入。其中，包括全面提升航运服务能力，强化长三角的开放
能级，沪甬共同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全球门户地位的提升；协同智造创新等生产服务
功能，支持长三角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建设。

更值得关注的是，“宁波2049”明确指出，宁波的前湾新区战略平台，要重点承
接包括高端公共服务功能、中高端制造功能、产业创新功能在内的上海优质功能溢
出，将之打造成为浙沪合作示范区、建设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引领示范区。

“宁波2049”对宁波与这些城市的关系，分别用了杭甬一体、杭绍甬融合、甬
义联动、甬舟同城、甬台合作的提法。

其中，宁波与杭州要创新协同、错位发展。宁波发挥自己智造创新、保险贸易的优
势，杭州发挥互联网、电子商务贸易、金融创新特色，两个城市联动，形成浙江品牌。

杭绍甬融合，主要是文旅协同，即充分挖掘杭州、宁波、绍兴大运河特色文化
资源，共同建设全球新兴的文化与旅游产业基地。

甬义联动，是开放协同，建设义甬舟大通道，打造区域自由贸易平台，提升大
湾区对外开放格局。

甬舟同城，主要包括打破制度障碍，构建以甬舟一体为核心的功能体系，一起
提升宁波都市圈的辐射与带动作用；强化甬舟双城在综合交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
同城化建设。

甬台合作，包括在海洋经济、先进制造、休闲旅游等方面的合作，建设甬台温
复合廊道以及二通道等。

宁波进一步密切与“朋友圈”中兄弟城市的关系，某种程度上，就是全面推动
宁波都市圈一体化建设。一体化的含义，一方面，是交通的互联互通，“宁波2049”
提出要建设杭甬、义甬舟、甬台温三条区域主通道，实现都市圈1小时交通可达；另
一方面，还包括了生态环境的共治共保，以及跨界地区的一体化发展。

在生态环境共治共保问题上，“宁波2049”提出，要强化海域生态环境的共同保
护与治理，划定生态协同管控区，对管控区内城镇建设用地增量进行严格控制，严
禁大规模的开山填湾建设，严禁甬绍湾区岸线的工业企业向海湾排放，严格控制甬
台湾区岸线增加工业用地。

在跨界地区的一体化发展问题上，“宁波2049”明确了北仑-金塘、梅山-六
横、三门-宁海等为功能一体化跨界协同区，要推动跨界地区断头路衔接；同时，还
明确了宁波-绍兴-台州区域绿心等生态引领型跨界协同区，要强化生态环境的整体
保护和修复，谋划共建美丽花园，保障都市圈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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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海实现直连直通，1小时可达

密切“朋友圈”，唱好“双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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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有两大核心战略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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