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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投入仍有提高空间

调研显示，169家上规模民企研发
人员占员工总人数比例平均在10%以
上。其中比例在10%以上的有85家，
占比50.30%。

尽管有一些龙头民企对科技研发极
为重视，科研经费投入超亿元，但整体
上来看大部分民企的研发投入仍然偏
低。169家上规模民企共计投入研发费
用 181 亿 元 ， 占 总 营 收 的 比 重 为
1.68%。这一数字不仅低于宁波市研发
投入的平均水平，也处于国际上公认的
研发投入中低强度区间。

调研结果显示，即使在营收规模较
大的企业中，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强度也
是不足的，显示宁波大型民企的产业仍
然比较传统，转型升级的任务仍然繁
重。

从城市来看，宁波2018年研发投
入占GDP比重约为2.4%，全国的这一
数据为2.18%。研发投入排名前五的城
市分别是上海同比增长8.46%，广州同
比增长19.11%，苏州同比增长7.25%，
武汉同比增长 10%，杭州同比增长
12.27%。相比较而言，宁波整体的研
发投入与这些新一线城市还有较大差
距。

此外，2018年企业投资意愿和投
资信心发生了一些变化。169家上规模
民企中，共有71家企业表示自身具有
独特竞争优势，经济下行压力下将继续
保持积极投资势头，占比42.01%；有
53家企业表示运行较为平稳，但在经
济下行环境下，投资意愿不强，占比
30.99%；33家企业表示企业内外部风
险加大，将减少投资，优先确保当前经
营稳定。

此外，报告指出，当前国内外经济
环境复杂多变，民企还存在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困难较多；人工成本和需求
压力较大；引才难留才难，人才政策的
匹配度还需提高等问题。

比如，对“走出去”和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遇到的主要困难排名前三位
的 因 素 分 别 是 ： 缺 人 才 ， 占 比
36.84%；对东道国政策、投资环境、
市场信息了解不够，占比25.15%；缺
资金，占比15.20%。

在政策政务环境方面，有72家企
业认为税费负担依然是最大的负面因
素，占比42.60%。不过随着减税降费
政策的实施，这一比例正在下降中，
2018年比2017年下降了11%多。

宁波智造成为新名片

2018年，对民营企业来说是异常
艰难的一年。

这一年，先后经历了中美贸易
战、金融防风险去杠杆、楼市调控、
股市下挫等事件，甚至还出现了“民
营经济退场论”等论调。

但宁波民企坚守初心、砥砺前
行，产品技术升级换代、成本负担上
升、企业生存的压力、国内经济增长
趋缓等因素共同促成了企业转型升级
的决心和行动。

169家宁波上规模民企中，有116
家企业更加聚焦主业，提升自己的核
心竞争力，有67家企业整合产业链资
源，向上下游延伸布局。

而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成为
传统产业提升竞争力的一条现实路径。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5G
技术的深化应用和普及，宁波上规模
民营企业在探索智能制造，实现两化
融合方面正在迈出领先者的步伐。调
研显示，169家宁波上规模民企中，共
有92家企业推进智能化生产，实现两
化融合，另有73家企业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新业
态、新模式。

2018年成为宁波头部企业接轨智
能制造的元年。其标志性的事件是雅
戈尓和奥克斯这两个宁波民营经济的
龙头企业，都宣布建成智能工厂，对
整个行业起到了示范引导作用。

目前，服装业的慈星股份、电池
业的双鹿集团、汽配业的博格华纳、
均胜电子、吉利汽车等行业龙头企业
都已经成功研发智能制造生产线并投
入应用。申洲针织也表示要在智能制
造方面进行探索，加速建成全球领先
的服装业智能化工厂。

民营企业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探
索，正在成为宁波产业的新名片，引
起产业界和行业研究人士的关注。
2019年4月发布的《2018年浙江省区
域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报告》 显
示，宁波两化融合发展水平指数
92.79，较上一年度提高5.54，在全省
11个设区市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杭州。

智能制造加速了区域经济发展由
传统劳动力、土地驱动向科技、人
才、创新驱动转变。2018 年，我市
169家规上民企共计投入研发费用181
亿元，同比增长28.72%；105家与科
研院所、高等院校开展合作，包括共
建学科专业、共建研发机构、开展项
目合作等多种形式。企业成为创新投
入的核心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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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人才需求不能得到

满足，主要原因是什么”的问
题，有25家企业认为是自己
的薪酬竞争力不足；24家企
业认为是“人才稀缺、全行业
都不好找”；也有24家企业认
为是宁波城市影响力不够，教
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公共服
务供给缺乏竞争力；还有18
家企业选择了“发展平台有
限，工作环境不够完善，人才
来了又走”。

报告指出，民营经济是宁
波经济的“铁柱钢梁”、宁波
对外的“金字招牌”和宁波人
民的“财富源泉”。上规模民
企是民营企业的中坚力量，是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
擎和支撑。我市要培育新的万
亿GDP增长点，实现高质量
发展，就要看齐标杆、正视不
足，进一步弘扬优秀企业家精
神、优化营商环境，充分发挥
民营企业家作用，有效提振民
营企业发展信心。

当前，长三角一体化战略
已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区
域拥有2.2亿人口且消费升级
态势明显。宁波民营企业中有
相当一部分工贸一体的企业仅
从事外贸业务而没有拓展国内
市场。政府可以出台专项政策
鼓励宁波民营企业瞄准国内消
费的新趋势，采用新模式、新
产品、新渠道拓展国内市场，
打造自主品牌；借助当前国家
扩大进口的机遇，加强优质消
费品的进口，抢抓国内消费市
场升级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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