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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的增长是真金白银的。不论是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来
看，还是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进程来看，宁波都下了大功夫。”方
建新肯定道。

在持续的研发投入下，宁波企业也在各行各业展现了自己的光
彩。比如，舜宇光学的镜头几乎覆盖了车载摄像头的各个领域，从
2012年开始，公司做到了全球车载镜头出货量第一，占有率达到
30%以上；江丰电子是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用超高
纯金属溅射靶材的企业，为改变中国缺“芯”少“核”现状而生；宁
波柯力传感的应变式传感器是物联网时代的核心零部件；宁波中车新
能源的超级电容则是领先于发达国家的新能源设备……

2019年11月，工信部公布了第四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和单项
冠军产品名单，宁波市再次彰显了中国制造业单项冠军第一城的实
力，共有11家（包括单项冠军示范企业4家和单项冠军产品7个）入
选，占第四批公示企业总数的8.9%。全市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
品）达到39家（个）。

单项冠军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们是行业内利润最高、业务最为
稳定的企业。作为一个细分领域做得最精、最大、最强的企业，更掌
握着行业的话语权、定价权。更重要的是，这些隐形冠军可以凭借自
身的优势，掌握更具竞争力的核心技术，打破行业垄断。

转型升级方面，则可从传统企业的数字化改造步伐一窥进程。截
至目前，我市已有7993家规上工业企业实施自动化、智能化改造项
目8815个，其中5770个已竣工。已竣工的项目生产效率平均提高
63.7%，企业运营成本平均降低21.7%。争相拥抱数字化，为企业的
发展，尤其是传统制造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在营商环境方面，近些年，宁波市陆续出台了“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25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80条”等一系列惠企强企政策，全面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务实精准高效开展“三服务”活动，全力
推进“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和“225”外贸双万亿行动，取得
了卓越的成效。

2019年11月，宁波市场主体突破百万，这意味着，宁波每千人
拥有企业约50户，商事主体约125户，可以说是“每8个宁波人就有
一个是老板”。对于城市来说，创业密度是一个城市的底气，体现了
城市创新动能的培育情况，从这一点看，创业创新已经成了宁波城市
基因的一部分。

活跃的民营经济则吸引了各类人才涌入，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
动力。据统计，2019年，宁波新增省级院士工作站4家、省级博士后
工作站27家，均居全省第一。近两年，宁波新引进的14家产业技术
产业院，已集聚各类人才3万多名，研发人才占比超70%，其中，产
业创新关键人才近700人。

顶尖人才的到来，为宁波提升产业与企业核心竞争力，发挥了极
大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宁波贝发集团引进王一德院士团队，研发攻克

“易切削不锈钢笔头线材料”难题，填补了国内空白，结束了中国圆
珠笔核心材料依赖国外进口的历史，为中国高端笔进军国际市场取得
了关键性技术突破。

比如，宁波东方电缆公司与“中国电缆行业第一人”——黄崇祺
院士专家团队合作，打破多项国外技术垄断。2019年11月，该公司
建设的温州南麂岛与大陆联网35千伏输变电海缆正式交付，标志着我
省最后一个“孤网”乡镇成为历史。

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研究员管如镜认为：“在这一轮科技革
命的环境下，宁波企业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通过战略重塑、技术投
入、模式创新、服务延伸等方式，加快转型升级，产品和服务不断向
微笑曲线两端附加值较高的环节提升。”

去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规划纲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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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会给宁波制造业迎来新的机遇。尤其是前湾新
区、甬江科创大走廊等一个个高能级大平台的建设，集聚了大量要素
资源，成为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

“在长三角区域，宁波的制造业基础扎实，产业链完善，随着交
通体系地不断完善，还有很大挖掘潜力。”方建新说。

管如镜则提出，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机遇下，宁波仍有几个必
须突破的重点——

一是要加快提升省内、省际交通的通达性，构建互联互通、管理
协同合作、服务共赢共享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尽可能缩短主要城
市间的时间距离。

二是正确认识自己的比较优势，争取建立更高能级的开放平台，
集中力量导入关键要素，目的还是在于服务长三角，实现成果共享。

三是要积极探索制度创新，尽可能放大平台和项目的溢出效益，
也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提供经验和样板。

2020年，在疫情袭击下，宁波市再次奋勇当先，在疫情防控和复
工复产“两战”行动中又一次次跑出加速度，走在全国前列。冲寒已
觉东风暖！眼下，沐浴着明媚春光的四明大地，正迸发出新一轮高质
量发展的澎湃活力！

每年，城市GDP成绩单的发
布，都会引来无数关注，这些成绩
单的背后可能意味着新一轮的城市
竞争，孕育着新的机会和希望。

4月3日，随着郑州市统计局
发布2019年度经济统计公报，全
国主要城市万亿俱乐部成员新座次
也尘埃落定。

根据可比价，宁波2019年度
地区生产总值11985亿元，同比增
加6.8%，排名中国大陆城市第12
位，创下10年来最好成绩。这也是
国家统计局对GDP核算制度进行
调整后，宁波实实在在的进步！

我们不难发现，城市间的竞争
正日益加剧，新动能持续发力，成
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

那么，站在新的起点，宁波又
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纵观全国总的经济运行形势，2019年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我国
经济仍然保持了的强劲的韧性和活力，稳中有进。

从城市经济总量排名看，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四个一线城市
继续领跑中国大陆城市，上海经济总量接近4万亿元大关，广东双雄
则在突破2万亿元大关后，继续保持了6.7%以上的高增长。

在前10强中，除了天津滑落到第10位，其他几座城市均保持了
强劲的发展动力。其中，重庆地区生产总值扩大到23605.77亿元；苏
州距离2万亿的目标不到800亿元；杭州则首次突破15000亿元。

在前20强中，宁波表现尤为出色，取得10年来最好成绩——
GDP排名在大陆主要城市中跃升至第12位，创下多个新高：位

列计划单列市第二位，仅次于深圳；在副省级城市（不含直辖市）排
第6位（超过青岛）；在长三角排第五位（超过无锡，前进一位）；总
量超过大陆22个省会城市。

同时11985亿元的GDP，相当于在世界各经济体中排名55位左
右，超过匈牙利、苏丹等国家。

记者查询资料发现，1999年，宁波GDP首次突破千亿元。从百
亿到千亿，宁波共花了11年。在这个阶段，宁波1996年GDP为796
亿元，在大陆城市排名第11位，是历史上宁波排名最高的一次，超过
青岛、大连、沈阳、武汉、南京等城市。

在2005年时宁波GDP再度达到11位，平了历史最好记录。这段
时期，宁波GDP排名一般在第12位至13位之间。但从2009年起，
一直徘徊在第15位前后，这次重返第12位，算是刷新了最近10年来
的最好成绩。

除了宁波表现抢眼外，佛山经济总量去年也首次突破万亿大关，
达到10751.02亿元。由此，中国大陆有17座城市GDP突破10000亿
元。此外，东莞也再度发力，以7.4%的GDP增速，重回前20强。

从GDP前30位城市所在省份看，江苏遥遥领先，占了6席，广东4
席，浙江和山东各3席，福建则占2席。同时，长三角城市达到11座，
珠三角城市4座，可见两大湾区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发动引擎。

从GDP增速看，上海、苏州、天津、烟台、徐州5城增速低于全
国平均的6.1%，余下25城均高于或等于6.1%。其中，增速前5的城
市分别是温州8.2%、长沙8.1%、泉州8.0%、成都7.9%。

从经济总量看，城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如成都和武汉、天津
和南京这两组城市间的差距都在百亿量级。而从第12位的宁波到第
17位的佛山，6个城市的总量在11985亿元~10751亿元之间，前后
非常接近，竞争尤为激烈。

万亿GDP17城新座次排定
宁波创近10年来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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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量来看，不难发现新
动能正在持续发力，成为新的增长极。

比如，重庆近几年的增长主要来源于高新技术产
业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2019年重庆的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2%，较上年提升5.7个百分
点。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
长12.6%和11.6%，增加值占全市规上工业的比重分
别达到19.2%和25.0%，同时信息服务业新增长点不
断涌现，1-11月，全市规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企业营业收入228.70亿元，同比增长45.2%。

杭州则主要得益于服务业的迅猛发展，2019年，
杭州市服务业增加值突破万亿，达到10172亿元，对
GDP增长贡献率达72.9%。其中，金融服务产业增加
值1791亿元，增长9.1%，新增境内外上市企业22
家，累计192家，居全国第四。同时，杭州继续享受
着亚运红利带来的投资增长，2019年，全市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11.6%，增速位居全省首位。

而宁波的成长主要还是依靠工业的强大基础，从
三次产业比例看，宁波是GDP前16城市中二产比例
最高的，达48.2%。这也是宁波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
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历史新高。

宁波拥有39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全
国第一。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5000亿元大关，稳居
省内第一，成为全国第10个工业增加值突破5000亿
元的城市，在计划单列市中位居第二，仅次于深圳。

宁波市博士联谊会秘书长、宁波经济界资深学者
方建新博士认为，2019年度宁波市GDP能够名列全
国第12位，获得稳定的增长，还有以下三方面的因
素推动——

首先是得益于在高新技术产业上的投入；
其次，在方建新看来，良好的营商环境也为宁波

经济的稳定发展积蓄了力量；
再者是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重大进程，让宁

波制造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记者 乐骁立 史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