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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意味
着，作为国家战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迈入了全新的历史起
点。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
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
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实施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是引
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完善我国
改革开放空间布局、打造我国
发展迎来活跃增长极的重大战
略举措。

规划纲要全文 11 处点到
“宁波”、6处提到“甬”。作为
长三角南翼中心城市，宁波在
这一国家战略中，无疑在科技
创新、开放合作协同、重大基
础设施联通等诸多方面将扮演
重要的角色。那么，宁波将迎
来哪些重大的发展机遇呢？我
们不妨对照规划纲要作一梳理。

互联互通“大枢纽”

推动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是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的题中之义。

长期从事宁波经济发展研究的方建新博士指出，所
谓“一体化”，并不是说把各地的要素资源都集中到某
一中心，而是百花齐放，做到区域内的各个城市的要素
资源能够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区域一体化能够较好地
规划各地的功能定位，发挥各地的特长，避免区域内部
产业布局同构、无序竞争；同时也能够使区域内部更
多、更好地享用周边城市的资源，强化区域内部的有机
联系，使区域整体竞争力大大提升。

方建新说，对宁波而言，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首先
要处理好与上海的关系，加强与上海的多方面合作。同
时，与杭州和舟山的关系也很重要。

《纲要》 在加快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中，明确提出，
要推动杭州都市圈与宁波都市圈的紧密对接和分工合
作，实现杭绍甬一体化。

“作为长三角的龙头，上海在科技、国际商务、教
科文卫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均明显强于宁波，这些正是宁
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所需要的；跟杭
州更多的是要错位发展，要加强港口运输和人文方面的
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跟舟山更多的是要做
好服务，带动其发展。

宁波在长三角区域内港口资源优势是最为优越的。
在一体化过程中，宁波可以利用港口及陆上交通网络体
系这一‘长板’为长三角其他城市服务，同时也可以利
用上海、杭州等城市的优势资源弥补自身的‘短板’。”

宁波在长三角区域内港口资源优势是最为优越的。
在一体化过程中，宁波可以利用港口及陆上交通网络体
系这一‘长板’为长三角其他城市服务，同时也可以利
用上海、杭州等城市的优势资源弥补自身的‘短板’。”

要想北接上海、西连杭州、东通舟山，摆在宁波眼
前的首先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纲要明确，以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一卡通为
着力点，加快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宁波都市圈
建设，提升都市圈同城化水平。

在重大基础设施方面，要求加快大通道、大枢纽建
设，提高城际铁路、高速公路的路网密度，高水平打造
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

在长三角城市协同建设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方面，
规划纲要中涉及宁波的重大项目有——

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要推动通苏嘉甬等规划项
目开工建设，推进沪甬、甬台温福等项目的规划对接和
前期工作；

提升省际公路通达能力——要规划建设沪舟甬跨海
通道；

合力打造世界级机场群——要增强宁波区域航空服
务能力；

协同推进港口航道建设——要加快推进宁波舟山港
现代化综合性港口建设；

推进一体化智能交通管理——积极开展车联网和车
路协同技术创新试点，筹划建设长三角智慧交通示范项
目，率先推进杭绍甬智慧高速公路建设。

可以预见，随着通苏嘉甬、甬台温福高铁、宁波机
场T3航站楼以及沪舟甬跨海通道和义甬舟开放大通道
的建成，宁波在区域协同互联互通中的枢纽地位必将进
一步强化和提升，从而奠定新的格局。

长三角的未来
宁波的机遇
记者 严瑾 乐骁立 谢斌

产业发展“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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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并

驾齐驱的国家战略，“长三角一体化”承担着打造我国发展另
一增长极的重要使命。

宁波制造业发达，产业基础雄厚，是我国首个践行制造
强国战略示范区。在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上，其先进制造
业优势效应将被进一步激发，这也是最大的机遇所在。

纲要提出要“建设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培育一批龙头
企业、布局一批未来产业”。对照纲要，目前宁波正在举全市
之力，积极推进“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培育建设。这与纲
要所列举的十大产业集群领域不谋而合。

日前，浙江省公布首批68家“雄鹰行动”企业培育名
单，旨在培育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引领浙江高
质量发展。这份名单中，宁波企业就有14家，占总数的五分
之一。

近年来，宁波以创新驱动促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不
断加大研发投入，做大做强，涌现了一大批行业单项冠军和
隐形冠军企业，其中全国单项冠军企业目前达28家，数量居
全国第一。可见宁波作为长三角制造业的“排头兵”，所言不
虚。

第二个大机遇在产业协同创新上。
纲要提出要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构建“区域创

新共同体”。这对宁波来说，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和发展机
遇。

上周，东南商报官方微信公众号东南财金在《宁波创新
力长三角第六，与杭州苏州对比存在哪些短板？》一文中就提
到，在原始创新能力上，宁波较之上海、杭州、南京、合肥
都有较大的差距。比如，在高校方面，上海、南京和苏州都
高校云集；在高能级的实验室数量方面，合肥就拥有量子信

息科学国家实验室、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磁约束核聚变国
家实验室等3个国家实验室，杭州也拥有之江实验室。而我市
目前尚无一所国家实验室或国家重点实验室。

纲要中提到“推动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
科技文献、科学数据等科技资源合理流动与开放共享”，这正
是宁波迫切需要的资源，也有助于充分对接重大创新成果。

宁波也许短时间内，在原始创新力上不占优势，但可以
利用其深厚的产业化基础，成为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的高地，
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的创新能级，成为创新产业和应用输出
地。当然宁波也要在共建产业创新大平台中争取一切有利的
资源，强化协同创新政策支撑，使宁波的产业协同创新能力
大幅提升。

此外，在跨区域合作中，宁波前湾新区被重点提及。根
据规划纲要，要求推动宁波前湾沪浙合作发展区、嘉兴全面
接轨上海桥头堡建设，打造上海配套功能拓展区和非核心功
能疏解承载地。

今年7月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设立宁波前湾
新区的批复》正式发布。前湾新区集湾区经济、长三角一体
化、新兴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智能经济等诸多“宠爱”
于一身，承载了集聚高端要素、发展新兴产业、培育城市功
能的发展要求。根据规划，到2035年，这里将基本建成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标志性战略大平台、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基地、
沪浙高水平合作引领区、浙江大湾区建设重要平台和杭州湾
产城融合发展未来之城。其战略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

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执行院长陈旭钦认为，《纲要》
中提及的“沪浙合作”这个关键词，无疑已为宁波前湾新区
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肩负的使命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