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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宁波两年新增的50多万人，都是从哪里来的？
统计公报显示，2018和2019年两年间宁波户籍人口只新增

了11.6万人，也就是说，宁波新增常住人口中78.4%是由外来人
口贡献的，如果考虑户籍新增人口中还包括外来人口落户的，外
来人口对宁波新增人口的贡献则会更大。在这40多万用脚投票、
选择来宁波安家落户的外来人口中，绝大部分又都是劳动人口，
或者叫工作人口。

“人口众多形成的统一大市场和充裕年轻劳动力形成的人口红
利，是中国过去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两个重要因
素。对于以制造业为基础，且外贸型导向经济面临转型的宁波来
说，道理更是如此。”王修晓指出。

从公安部门提供的外来人口登记信息来看，宁波外来人口主
要来源于安徽、河南、四川、贵州和江西，上述地区无一例外都
是劳务输出大省，来自这五个省份的外来人口占宁波外来人口的
比重达到63%左右。 这是否意味着宁波的外来人口结构不够

“高端”呢？
对此，张二华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在他看来，一座城市的

经济发展结构决定了人口结构，对于宁波这样一个制造业占绝对
主导地位的城市来说，劳务型人口是有他们的价值的，这也是宁
波能在疫情后快速复工复产的原因。如果非要在经济结构没有发
生变化的情况下，强行导入大量的高素质人口，这些人才也是留
不长久的。

在这点上，王修晓发现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拥有更高教育
和技能水平、更多元职业背景、更丰富年龄结构和更复杂发展诉
求的新移民，正逐渐成为像宁波这样努力实现产业升级和发展模
式转型城市的趋势。

与以往进城务工的劳动力不同，本地进城人群、外地回流人
群、高校毕业人群、创业人群、养老定居人群和国际移民，开始
成为城市间人口迁徙的新生力量。例如，2019年宁波就新引进了
大学生13.7万人，同比增长65.2%。

杨建宏也举了一个例子。在北仑推出的“青年公寓”申购计
划中，符合条件的青年购房时最高可享受30万元房价补贴，首当
其冲的条件便是“35周岁以下”，硕士和博士可以放宽一定的年龄
限制，还要在北仑连续缴纳一年的社保，拥有北仑户籍或持有北
仑办理的有效居住证。

“条件其实是蛮严格的。但数据显示，第一批600套青年公
寓，光是符合条件报名申购的人数就有1000多名。这从侧面说明
了，在‘青年北仑’政策的引导下，北仑这两年的确引入了不少
高端青年人才。”

2019年宁波新增的34万人口中，分地区看，海曙、江北、北
仑、镇海、鄞州、余姚、慈溪的新增常住人口明显，特别是鄞州
和慈溪，分别新增了8.7万人和7.6万人。受访的多位专家都分
析，鄞州和慈溪人口大幅增加是这两个地方近两年加速发展的自
然结果，尤其是前湾新区的获批为慈溪人口导入提供了有力支撑。

杨建宏告诉记者：“杭州湾作为前湾新区的核心区，是最近楼
市的销售热点，虽然投资客仍然居多，自住的倒也不少。杭州湾
楼盘目前的去化周期是4个月都不到，比宁波城区（4个月）的表
现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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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杭州
深圳
广州
宁波
佛山
成都
长沙
重庆
郑州

2018年
常住人口数量

980.6

1302.66

1490.44

820.2

790.57

1633

815.47

3101.79
1013.6

2019年常住
人口数量

1036

1343.88

1530.59

854.2

815.86

1658.1

839.45

3124.32
1035.2

新增人口

55.4

41.22

40.15

34

25.29

25.1

23.98

22.53
21.6

2019年常驻人口增量城市排名（单位：万人）

宁波市近年来城市化率明显提升

城镇化率是否越高越好？

2019年，宁波城镇化率是73.6%。与其他同等城市的比
较来看，宁波相对落后。比如，2018年深圳(100%)、佛山
(94.96%)、厦门(89.10%)、东莞(89.86%)、广州(86.14%)、上
海(87.60%)，成都2019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74.41%。

出现这种情况，王修晓认为，原因是多样的——
一方面和宁波以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占主导的产业、经

济结构有关，这些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而广东、江苏和
山东等地国企也占了相当比例，相比之下，国企职工在落户
和社保方面的要求相对较高，中小民营企业则在这些方面考
虑较少。

另一方面，宁波市内区域发展相对均衡，城乡差距逐年缩
小，去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由前年的1.79下降为
1.77，已经连续16年缩小，分别低于全国、全省0.87个和0.24个
百分点，加上乡镇企业发达，农村集体经济繁荣。

“随着城市的扩张，农村的土地、山林等要素资源更加值
钱，导致在很多情况下，农村户口比城镇户口更具吸引力，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

由此，他指出，城镇化率并不是越高越好，宁波没有必
要过度或片面追求高水平的城镇化率，而是应该立足自身的
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探索都市圈和小城镇化有机结合的新
型城镇化道路。

张二华也坦言，即便如此，宁波在未来城镇化道路上还
需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交通基础设施 包括轨道交通和城市快速路网，与
其他城市相比，建成的总里程数和路网结构均相对落后，此
外对周边区县（市）的辐射能力也相对较弱。

二是教育资源 宁波城区范围内的优质教育资源在数量上
相对偏少，空间上又相对集中，随着人口增加和人口向主城区
集聚，近年来中小学招生预警问题十分突出。

“我认为，优质的义务段教育资源已经成为优化人口空间
分布、引导人口有序集聚的重要手段，在拉开城市发展框
架，推动周边人口向城市新的建成区集聚等方面可以发挥更
大的作用。”

三是医疗卫生资源 截至2018年12月底，宁波全市拥有
三甲医院8家，三乙医院12家，等级医院数量及三甲医院数
量均高居浙江省各地市之首（省级医院除外）。但三甲医院数
量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名上靠后，在35位之后，甚至从数量和
实力方面落后于徐州，这同宁波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是十
分不匹配的。

“特别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看到优质的医疗资源对
于一个城市的重要性。但是，对比来看，宁波甚至没有一家
独立的市级传染病医院，因此，我认为医疗资源配置水平和
合理布局是宁波未来需要重点考虑。”

由此可见，宁波要想在城市人口规模上再进一步，需要做的
功课还有很多。“引得来、留得住、过得好”，这或许是包括宁波
在内的所有城市，对人才工作最理想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