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杭州 13.3%

2 绍兴 8.96%

3 台州 8.69%

4 上海 7.52%

5 舟山 4.98%

6 金华 4.59%

7 嘉兴 3.32%

8 苏州 2.94%

9 温州 2.87%

10 阜阳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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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成为
宁波最“亲密”的好伙伴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时隔一个月，迁入宁波的
热门来源地，出现了一场“大换血”——

一个月前，迁入宁波的人口，大多来自安徽、河
南等劳务输出大省，可见外来务工人员的返城工作仍
是当时流动的主力军。但至3月26日，宁波的人口迁
入来源地却被省内兄弟城市取代，占比一度高达
44%，而这种省内占主导的结构，与春运前宁波的日
常状态相差无几。

由此看来，眼下宁波复工复产所处阶段，已经平
稳度过了外来人口集中流入的周期，基本恢复至往常
商务活动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湖北成了宁波第三大输入省份，
说明这些“解封”后的同胞也踏上了返工的征途。

年初，百度慧眼的大数据分析报告显示，绍兴一
直宁波的首位联系城市。出乎意料的是，近日宁波最
大的迁入来源地和迁出目的地，不再是“贴隔壁”的
绍兴、台州、舟山，而是共唱“双城记”的杭州，其
占比接近10%！而迁入与迁出的比重相当，则说明杭
甬之间，是一种以短途差旅为主的双向互动，并非是
单向度地返工或久居。

尽管城市爱好者们常把杭州、宁波拿来比较，但
这对“双子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比如，作为
省会城市的杭州，坐拥不少省级机关、金融机构、公
司总部，宁波自然离不开；而杭州也是宁波口岸的重
要腹地，每年有大量货物从宁波港的“大通道”出
海。

还有一组数据揭示了宁波的提升空间。3月26日
的数据显示，包括宁波在内全省共有6个城市“联
络”最频繁的伙伴都锁定在杭州，只有台州、舟山与
宁波最亲密，而杭州则更“青睐”邻近的嘉兴。

一方面，以宁波为区域核心的甬台舟三地往来，
恰与“宁波都市圈”的设定不谋而合；另一方面，这
也说明宁波在省内的辐射能力，和杭州相比仍有较大
的差距。要想在这一点做改进提升，势必要让这座城
市集聚更多的顶尖资源，如打造总部经济、发展高端
制造业与服务业等。

此外，目前宁波在全国的热门迁入地中，排名已
从一个月前的TOP10，跌落至第26位。这说明复工
时间的领先，让宁波的外来人口流入高峰在2月底提
早来临，却也折射出宁波在全国的交通网络中，并不
占据枢纽地位。

当然，这一点并非没有想象空间。去年，杭州湾
跨海高铁全面启动勘察，一旦这个重磅项目落地开
花，将让宁波融入上海的“1小时都市圈”。届时，上
海在宁波迁入地中的规模，或将有更大的增长，甚至
带动宁波在整个长三角中的交通地位。 记者 严瑾

春暖花开，时光正好。宁波市民是否
有趁着周末出门“买买买”的意向呢？从
百度迁徙的数据来看，现在还很难得出一
个肯定的结论。

数据显示，去年春运返乡后的工作日
内，宁波的城内出行强度，基本维系在
5.72-6.03之间，而休息日则稍显回落，分
布在4.87-5.54左右。然而，今年自3月17
日之后，虽然工作日数据已经恢复如常，
但周末却明显“跳水”，低至4.7左右。

是什么造就了这一现象？归根结底，
恐怕是因为城市居民们的日常工作虽已开
展，可一些配套的生活娱乐场所、教育培
训机构却仍未全面恢复，从而降低了出门
逛街时可选择的余地。这就导致大家周末
的出行强度，仅为原先的90%左右。

高德地图的数据，也与之相互印证。
在最近7日拥堵路段中，世纪大道和东环
北路均榜上有名，这恰是每个沿线上班族
的“切身之痛”；而在商圈拥堵排名中，仅
老外滩和城隍庙这两大商业街入围，却不
见本该热闹的鄞州万达、钱湖北路一带，
可见其潜力仍待时间激活。

有业内人士指出，要想在疫情结束后
看到消费“报复性增长”，并不太现实。知
名财经作家秦朔认为，这场疫情可能会对
人们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产生影响，比
如，有些人可能在较长时间内，都不愿意
参与过度的人群聚集。但其中也蕴含着不
少商机——

“从中长期看，消费仍然会复苏和发
展。疫情之后，人们对健康和公共卫生的
需求会增加，而一些用科技手段帮助人们
改善健康的产品，如智能手环、家庭护理
用品，可能迎来供不应求的商机。”

工作日出行强度
已恢复往日水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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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宁波来源地排名（截至3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