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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GDP增速7.1%！
宁波“三驾马车”，谁更有后劲？
记者 王心怡

一季度，宁波经济形势如何？“三驾马车”跑得怎么样？
居民的“钱袋子”鼓不鼓？房价走势如何……随着今年一季
度宁波经济运行数据发布，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也一一揭晓。

对于今年一季度宁波经济运行总体情况，市统计局给予
的评价是：总体平稳，稳中有升，好于预期，积极因素逐渐
增多，市场预期和信心增强。

GDP增速为何会低于全省？

据初步核算，一季度我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468.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

这个增速高于全国0.7个百分点，但比去年同期回
落了0.5个百分点，也略低于全省0.6个百分点。

宁波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在回应一季度宁波GDP
增速与全省之间的差距时表示：

“从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排名前十的行业来看，
有五个行业增速高于全省，但领先程度不大，电气机
械和器材制造业与全省持平，四个行业增速低于全
省，其中宁波的第一大产业汽车制造业同比下降了
4.9%，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的15.4%，而电力、热
力生产和供应业由于生产计划的限制，增速落后全省
3.5个百分点。”

市发改委副巡视员方建新认为，宁波7.1%的增速
“总体看处于正常区间”。增速落后于全省，主要是因
为：规上工业增速低于全省1.5个百分点。

“一般而言，规上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30%
左右，规上工业落后影响GDP增速达约0.45个百分
点。而其他原因还有新兴服务业增长不快、建筑业增
长乏力、投资增速落后等。”

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三处副处长陈浩分析认
为，这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宁波工业投资在前几年就

“不尽如人意”，其影响在今年开始逐渐释放；另一方
面是由于宁波前几年的基数本身就比较高，今年汽车
制造业等龙头产业受市场大环境拖累增速下滑，对整
体增速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尽管如此，他表示工业总体表现良好。“其中，纺
织服装、服饰业增长16.4%，表明了宁波在纺织服装
产业技改效应和品牌战略效果开始凸显。同时，各项
刺激政策初见成效，比如制造业减税降费、宁波出台
优化营商环境‘新八十条’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二十五条’等等。”

此外，我们还能看到，宁波经济新动能在加快培
育，创新投入在不断加大，新经济发展良好。一季
度，规上工业企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
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为255.7亿元、445.5亿元
和435.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1%、6.1%和5.9%。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新能源产业、新一代信息
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和节能环保产业增加值分
别增长26.5%、16.0%、13.7%和13.1%，增速均高于
全市规上工业平均水平。

未来，宁波工业该如何发展？陈浩认为，要继续
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加大智能制造推广力度，政
府要继续确保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落到实处。而对于在
宁波制造业中有着“第一天团”之称的汽车产业来
说，要重点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加快向新能源汽车领
域转变。

固定投资成最大亮点

投资、出口、消费一直被认为是拉动经济的
“三驾马车”，那么一季度宁波的这“三驾马车”
表现如何呢？

先来看投资：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7.9%，比去年同期提高6.3个百分点。
方建新指出，一季报中有几项提振信心的内

容，固定投资是其中最大的亮点。
“尤其是民间投资增长12.7%，占固定资产

投资的比重达61.8%。表明了市场预期有所改
善，企业景气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比去年有所
提高。”

从投资主要构成看，值得一提的是房地产开
发投资377.2亿元，增长11.3%。一季度，全市
完成商品房销售面积319.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3.3%，其中住宅销售面积259.1万平方米，增长
5.6%，3月末全市商品房待售面积下降20.5%。

而一季度浙江商品房销售面积出现了较大幅
度的下滑，数据显示，商品房销售面积下滑了
13.4%，带动商品房销售额下降14.9%。

在全省成交面积下滑的情况下，宁波还能稳
中有升，宁波市华星房产咨询有限公司研策事业
部总监蓝挺认为，宁波的增长说明了以下两点：

其一，当前宁波整体政策环境温和有利于市
场健康发展，金融政策宽松也从需求端上支持刚
需客户的购房需求。宁波目前整体待售面积虽持
续下降，但最近两月发布的土地出让计划中，待
出让地块面积相当于去年全年成交的一半，供求
上的平衡利于市场健康发展。

其二，在上海、杭州等中心城市受到高价以
及政策的限制下，宁波作为下一个区域中心城市
的特质已经得到了体现，吸收了大量投资资金，
杭州湾就是一个主战场，一季度大部分时候排行
榜占前几位的都是杭州湾楼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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