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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的二、三产业“家底”究竟如
何？产业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有哪
些新的经济增长极？近日，宁波市第四
次经济普查公报出炉，这些答案也水落
石出！

经济普查，是国家为全面掌握第
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益
等情况，对工业、建筑业、第三产业的
所有单位和个体经营户进行的全面调
查，每5年进行一次。除2004年首次经
济普查外，之后逢3和逢8年份为经济
普查年。第四次经济普查标准时点为
2018年12月31日。

这次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8年
末，全市共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企
业法人单位近27万个，法人单位资产接
近12万亿元，分别比2013年末增长了
78.5%和 105%。私营企业达246625
个，占全部企业的92%，比2013年末
增长了85%。

公报显示，过去5年，我市在供给
侧改革、新动能培育和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等方面均有了长足的进步，并迸发出
蓬勃的生机。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2018年，对于宁波来说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年份。这一年，宁波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10745.5亿元，正式跻身全国城市“万亿俱乐部”。
统计数据显示，在供给侧改革引领下，宁波工业经济保持了健康发展态势，

企业户数、资产总量稳步增长；同时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传统劳动密集型行
业从业人数呈现下降趋势。

2018年末，我市共有工业企业法人单位8.9万个，比2013年末增长21.1%；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20813.6亿元，比2013年末增长31.5%；而从业人员
236.0万人，比2013年末下降5.2%。

在科技创新引领下，传统制造业加快了转型升级的步伐。2018年末，全市共
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665个，比2013年末增长13.7%；占规模
以上制造业的比重为8.9%，比2013年提高0.6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第三产业占比大幅提升。
从单位数量来看，2018年末我市从事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达18.8万个，比2013

年末增长1.1倍，超出第二产业单位数8.9万个；全市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占全部法
人单位的65.6%，比2013年末提高11.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为195.8万
人，增加42.4万人，增长27.6%，所占比重比2013年末提高7.6个百分点。

2018年末，我市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总计9.2万亿元，在二、三产业中占
比为77.9%，高出二产55.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营业收入3.2万亿
元，在二、三产业中占比为58.3%，高出二产16.6个百分点。

从细分行业看，金融业的法人单位达到9475个，较2013年增长了689%，
上升幅度最大。其次是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法人单位达到6601家，比2013年
增长了207%。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服务业比重下降，新兴服务业增势强劲，尤其是在数字
经济引领下，信息技术服务业蓬勃兴起，至2018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法人单位达到845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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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能蓬勃兴起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枢纽型节点城市，宁波正依托

制造业优势发展数字经济，引领新一轮的高质量发展。
据统计，2018年末，全市从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

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865个，占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11.4%。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399个，占规模以上工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的46.1%；电子信息机电制造业357
个，占41.3%；专用电子设备制造业109个，占12.6%。

从占比来看，数字经济产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相
关行业人才的储备上，也有进一步扩张的趋势。2018年末，
全市共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单位
8429个，从业人员55108人，分别比2013年末增长2.4倍和
57.1%。

浙江文谷软件是宁波本土智能化解决方案提供商，随着
业务扩张的需要，最近开启了该公司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招
聘。在宁波，像文谷软件这样的服务商正在成为一股新势
力。2018年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法人
单位资产总计581.1亿元，比2013年末增长41.0%。全年实
现营业收入339.3亿元 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蓬勃发
展离不开科技投入，而R&D（全称“研究与试验发展”）
支出也被作为衡量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统计显
示，2018年度，全市企业科研经费投入显著提升，其中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经费支出239.6亿元，同比
增加20%，比2013年增长68.8%。全市R&D投入强度提高
到2.6%左右。

在制造业的细分领域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医药制造
业、专用设备造业经费与营业收入之比位列前三，分别是
3.38%、2.35%、2.2%。 研发投入的稳定增长，让宁波制
造充满活力，涌现了一批单项冠军。然而，宁波R&D支出
占GDP比重仅为2.4%左右，而厦门、武汉、杭州、合肥、
南京等城市均已超过3%，深圳超过4%，西安更是高达
5%。可见，宁波在科研创新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经济普查是对一个区域经济“家底”的全面排摸，也让
我们对今年的发展更有底气，更有冲劲。 透过一组组数
据，不难发现，一个更加开放、充满活力的宁波，正在向我
们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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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行业分组的法人单位与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 规模以上制造业工业企业法人单位R&D经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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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产业崛起 来看宁波经济家底

第二、第三产业规模指标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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