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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湾区经济的未来
如何发展

多位国内著名专家畅所欲言

见习记者 朱一诺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和浙江省大湾区建
设的背景下，宁波迎来发展湾区
经济的全新机遇。那么，在浙江
省湾区经济中，宁波处于怎样的
地位，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宁波
应当如何建设大湾区中心城市，
如何融入浙江省大湾区空间版图
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1月27
日，在宁波市湾区空间发展论坛
上，多位国内著名专家提出了各
自的看法和建议。

“海湾、湾区实际上是不同的概念，世界
上有很多由地理条件决定的海湾，但不是所有
海湾都称作湾区。”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
院副总规划师邵波首先对湾区城市的概念进行
了明确。

邵波说，美国的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
以及国内的粤港澳湾区等，不单单是城市群
体，而是一个区域中经济创新的地区，重要的
未来发展引领地区。“我们发现，这些地区在
空间划分上都有一个核心空间，一是高端要素
集聚，二是创新集聚，三是大部分都有一个港
航枢纽。实际上，宁波也是按照这个目标去做
的。”

邵波认为，在建设宁波湾区城市的时候，
也要放到区域去看。他指出，在浙江省大湾区
中，宁波处于战略支点的地位。“从杭州湾到
温州区块,都是浙江海湾连续分布的地区。在
这个地区里，宁波正好是杭州湾与台州湾、温
州湾的衔接地区。宁波所处的湾区又正好与省
里提出的义甬舟开放大通道交叉。”

宁波有三个湾区：杭州湾、象山湾、三门
湾。其中，杭州湾大湾区以长三角五分之一的
土地面积，承载了长三角三分之一的人口，创
造了长三角五分之二的经济产出，人均GDP
高于长三角总体水平22%。

上海海派城市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吴璟桉
说，“从国际上看，很多湾区都有几个核心城
市形成协同发展的格局。比如旧金山湾区，旧
金山具有综合服务功能，奥克兰是湾区产业中
心，圣何塞是湾区的创新中心。我们的大湾区
核心城市有三个，上海、杭州、宁波。上海具
有综合性资源配置能力优势；杭州具备新兴领
域优势；宁波制造业根基扎实。依据国际经
验，发挥三方优势，打造杭州湾主动脉，形成
全球经济能量承接器和放大器，将会加强整个
大杭州湾的国际竞争力。”

港通天下的宁波，湾区发展历史悠久，宁
波历史发展也一直是围绕湾区重大空间在发
展。具备区位优势、港口优势、历史优势，拥
有扎实制造业根基的宁波，在大湾区经济发展
中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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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湾区经济的未来在哪里？下一步，
宁波湾区经济该如何发力？

邵波提出了四方面构想：第一，区域协
同，主要包括沪甬直联、杭甬一体、甬舟同
城、甬台融合、甬义联通五方面；第二，聚
焦前湾新区，整合重要园区和产业平台；第
三，打造湾区智能制造与科创平台；第四，
保护修复海岸带。

吴璟桉说，湾区经济发展有三条核心规
律。

第一，临港经济和港口发展的互动规
律。发展好交通指向、原料指向、出口指
向、集聚指向四种产业类型。

第二，产业集聚和区域优势互为表里的
规律。“湾区一开始发展是靠土地、劳动
力、基础设施、港口、海岸线等初级生产要
素，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生产要素的价格
不断上涨，企业成本也不断上升，这就迫使
区域发展到这一阶段，要进一步发展高级的
生产要素。如人才集聚、分工细化、产业组
织、商业机会等。因此，我们建议从大项目
到产业链，到产业集群，到制造业基地，发
挥先天初级生产要素的同时，进一步通过政
策市场手段来集聚高端生产要素。”吴璟桉
解释道。

第三，产业功能和社会功能互为支撑的
规律。吴璟桉说，产城融合要兼顾好人的经
济价值追求和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在
研究中他们发现，社会设施、生活设施、商
业设施的不足也会影响区域的发展。

“宁波发展湾区经济，要把握这三条核
心规律。”吴璟桉说。

在战略层面上，吴璟桉强调从长三角、
沪杭甬、宁波周边三条主线思考和把握发展
战略。“要把握长三角和杭州湾圈层的维
度，服务‘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的发展大局，为将杭州湾大湾区建设成为

‘智造湾区’贡献力量。”
“从全球看，高科技创新型产业是全球

未来产业发展大势所趋；从区域看，浙江大
湾区计划明确将创新智慧产业发展放在突出
位置；从宁波看，大杭州湾制造业集群庞
大，宁波制造能力尤为突出，因此宁波有潜
力为智造湾区发挥作用。”

此外，吴璟桉还以弓箭为喻，生动形容
了宁波与周边都市圈层的关系。“在地图
上，我国沿海经济带就像一把弓，长江像一
支箭，上海就处于弓和箭的交汇点上。类似
的，从经济角度来理解，义甬舟大通道就是
这样一支箭，宁波都市圈海岸空间则相当于
是这样一把弓。”因此他认为，宁波也要强
化与金华（义乌）开放贸易功能的协同与共
建，强化与温台的产业协同和休闲共享，大
力发展对外贸易、商贸物流、港航服务、临
港工业以及海洋经济产业，成为带动宁波周
边发展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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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杭州、宁波作为杭州湾的三大核心城市，应当如何
合理分工？宁波应当在其中做些什么？

吴璟桉说：“从三大城市总的定位分工来看，上海起一个全
面引领的作用，杭州创新服务软实力比较强，宁波智造转化上
有非常大的空间潜力。”他从开放湾区、创新湾区、生态湾区三
个层面进一步阐述了三个城市的分工。

首先是开放湾区。上海是一个交通枢纽，贸易是国际贸易
中心，金融是国际金融中心；杭州交通是空港枢纽，贸易是综
合性电子商务，金融是互联网金融中心；宁波在交通方面是全
球海港枢纽，货物贸易功能非常强，金融方面是港口、航运金
融市场空间非常大。

其次是创新湾区。上海是全球在打造的智能制造装备中
心；杭州是智慧技术支持中心，包括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电子商务等；宁波是智能制造生产示范区，包括智能终
端、智能装备、智能家电、人工智能等。

再次是生态湾区。上海保护长江口、崇明世界级生态岛、
东海湿地；杭州保护钱塘江口、江海湿地；宁波保护杭州湾沿
海生态、保护山海空间格局。

吴璟桉认为，从湾区经济发展阶段来看，宁波目前处在工
业经济阶段，并且在转型升级；杭州处于服务经济阶段；上海
处在服务经济向创新经济提升阶段。那么，想要转型升级，宁
波应当发展哪些产业？从湾区经济的产业分工来看，世界级的
湾区大多不同程度地呈现大制造、大物流、大贸易、大资金、
大休闲五大产业形态。吴璟桉认为，宁波可以对标世界三大湾
区，汲取经验，也从这五大产业业态出发进行发展。

第一，大制造产业形态。以东京湾区为例，东京拥有横滨
港、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横须贺港和木更津港共六大港
口，年吞吐量超过5亿吨，并构成了鲜明的功能分工体系，集中
了包括钢铁、有色冶金、炼油、石化、机械、电子、汽车、造
船、现代物流等产业，是全球最大的工业产业地带之一。从宁
波自身来看，可以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向数字制造、高端制
造、绿色制造提升。

第二，大贸易产业形态。从新加坡的情况看，新加坡实施
的“特许石油贸易商”（AOT）和“特许国际贸易商”（AIT）
计划，实施10%的优惠税率。新加坡原油现货交易金额占全球
15%~20%，有50多家大型石油公司和数百家中小型石油公司
进行全天候的集散交易。过去20年，新加坡离岸贸易以15％的
年综合增长率快速发展。从宁波自身看，宁波可围绕建设国际
经贸合作交流中心，发挥湾区对外交流优势，加快宁波贸易结
构转型升级，大力发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境电商。

第三，大物流形态。以鹿特丹港为例，物流是湾区经济向
外辐射的基础，湾区港口是物流基地、枢纽和结点，也是物流
企业的集群。世界湾区或港口发展大物流产业是不可阻挡的新
趋势，各国普遍重视在临港湾区经济中发展物流产业。从宁波
自身看，可通过海铁联运建设、加快区域智慧物流信息平台建
设，发展智慧物流及航运物流服务业。

第四，大资金形态。纽约湾区有一个比较完备的金融服务
体系，包括了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信贷市场的金融市场体
系，也包含了证券、银行、保险、资产管理的金融机构体系和
辅助性的机构。从宁波自身看，宁波可以以建设国家保险创新
综合实验区为抓手，服务于宁波湾区的主导产业和平台，重点
发展保险金融、航运金融和海洋金融。

第五，大休闲的产业形态。粤港澳大湾区的滨海湾新区提
出依托现在的优越生态环境，建设高端的生活圈，适应高水平
创新人才流入，加速创新要素集聚。新区要落实智慧湾区、宜
居社区、主题景区的“三区理念”打造“海绵城市”和“智慧
城市”。从宁波自身来看，可以以宁波文化、旅游、港口为基
础，结合浙江大花园大湾区战略，重点发展旅游康养、文化创
意、邮轮经济等湾区大休闲产业。

综上而言，吴璟桉初步总结了宁波湾区经济的未来在于把
握湾区经济发展的三条核心规律；从长三角、沪杭甬、宁波周
边三条主线思考和把握发展战略；立足开放湾区、创新湾区、
生态湾区三大功能来理解沪杭甬城市的分工；着力发展宁波大
制造、大贸易、大物流、大资金、大休闲等湾区产业。

宁波的三个湾区各有各的美丽，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大背景
下，宁波湾区的各项规划和建设也将逐步展开，为宁波城市发
展创造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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