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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

“自知者英，自胜者
雄。” 一个城市的核心
竞争力，与其所处的国
内外环境、所拥有的资
源禀赋和所赋予的国家
战略定位息息相关。

历史表明，当一座
城市处于功能提升、转
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往
往通过举办重大会展节
事活动，作为推动城市
跨越式发展的捷径。

宁波怎样提振“精
气神”？亟须谋划一些重
大会展节事活动，聚焦
高质量、面向现代化，
解决经济、产业、结
构、空间布局和人口承
载能力的矛盾，这是必
须关注、剖析、解答的
问题。

近十年来，宁波GDP增速一直保持在7%至8%的中高
速区间，保持较强韧性。

但从当前及“十四五”时期发展形势看，仍面临不少要
素制约和挑战，支撑城市发展的传统动能正在逐渐弱化。主
要表现为：

1.要素制约愈发凸显
随着城市间的人才竞争不断加剧，宁波缺乏优质高校和

大院大所的短板日益暴露。万人高校学生人数位居全国第35
位。加之杭州、上海的“虹吸效应”，导致宁波本土人才流
失严重。

宁波中心城区首位度、集聚度不够，城区经济密度、人
口密度、创新密度不高。宁波建城区规模相对偏小。从
2017年建成区面积分析，宁波345平方公里。

土地产出效率相对较低，2018年宁波单位土地产出约
1.09亿元。建设用地指标稀缺，城市新增动能找不到地理空
间。

当前，宁波不少大平台、大区块开发建设水平上不去，
主要原因在于市级统筹能力太弱及“强县域”发展模式，对
重大产业布局、区块开发、项目建设“心有余而力不足”，
城市发展理念亟待转型。

2.产业结构亟待升级
宁波现有的科研、人才等短板制约产业创新的空间。尤

其是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相对薄弱，导致宁波在新一轮技术革
命的竞争格局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关键核心技术遭遇“卡脖子”现象突出。

宁波制造附加值普遍不高，高新技术产品占全市出口比
重仅为6.7%。创新研发投入力度不够，宁波R&D支出占
GDP比重仅为2.4%。

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不平衡。2018年，宁波口岸货物
进出口总额达16016.5亿元，而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830.0亿元，仅为货物贸易的1/19。

文化软实力、创新力薄弱。宁波虽然拥有建设文化大都
市的优势，但文化创新相对落后,文化传承与创新力、软实
力不够。

3.政策优势趋于弱化
宁波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得到中央鼎力支持，通过

建立国务院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等体制机制，争取到改革
开放的先发优势。如今，一方面计划单列的体制优势不再明
显，另一方面自贸区、自贸港等新的政策机遇未能先行获
取。

4.区域竞合形势复杂
当前，宁波在新经济领域发展相对缓慢，城市经济辐射

范围未能有效扩张，城市首位度不高，中心城区能级没得到
有效提升。

未来，宁波将面临上海和杭州的“虹吸效应”更加明
显，加之城市功能、城市品质、交通便捷度等方面不足，进
一步导致宁波对优质人才、金融资本等关键要素的吸引力趋
弱，对舟山、台州、绍兴的辐射作用也比较弱，在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过程中甚至面临被边缘化的危机。

港口“大而不强”“大港小航”格局明显，港口对城市
发展带动作用减弱，港城协同融合能力不足。空港能级不
足，全球可达性较差。宁波机场能级不高，与城市地位不匹
配。2018年宁波机场全年完成旅客吞吐量1172万人次，全
国排名第33位。至2019年 10月，宁波直飞城市为83个
（其中境外19个）。

铁路枢纽能级不足，向上向下链接能力较弱，面临被边
缘化风险。宁波高铁班次数量居全国第21位，高铁、动车
和城际班次合计为201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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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城市竞争力，如何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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