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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阿里宁波中心、全省首条智慧轨交，实现5G规模商用……

宁波要打造全国新基建标杆城市
记者 乐骁立

近日，我市印发《宁波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这是我市在后疫情时代
抢抓新基建机遇的冲锋号。《行动方案》提出目标，到2022年，全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和创新能级处于
全国领先水平，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技术全面融合生产生活。通过实施100个重大新型
基础设施项目，释放2000亿元投资，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将宁波
打造成为全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标杆城市。

那么根据这个方案，三年后，宁波将有什么改变呢？

◆新基建将和生活紧密融合◆

◆赋能产业迎来发展新机遇◆

◆打造宁波新基建创新策源地◆

新型基础设施的最核心领域是信息基础设施。
无线通讯领域最大的投资热点无疑是5G网络。从目前的建

设进度看，今年底基本就可以完成这个目标。根据三大运营商的
数据，截至今年5月，宁波已经建成5G基站约7000个，年内还
将建设12000个，其中移动建设7000个，联通和电信共建共享
5000个。根据这个节奏，宁波今年底就可以实现5G规模商用。

在通信领域有句名言“无线的能力是有限的，有线的能力是
无限的。”在加快5G网络建设的同时，宁波也继续推动有线光纤
网络建设。到2022年底城乡宽带接入能力分别达到1500Mbps
和800Mbps,互联网城域出口达到12Tbps。

有了完备的基础设施，自然要有“杀手级”的应用。我市将积
极推进5G+4K/8K+AI技术的广泛应用。近日，中国移动已经与中
国广电签署战略合作，业内纷纷猜测，这个合作将会使家用的5G+
4K/8K超清观影带进千家万户。

物联网基础设施方面，我市将持续加大窄带物联网（NB-
IoT）建设覆盖范围，目前宁波水表（宁水集团）、赛特威尔、三
星电气、NOYOTA、小匠物联等企业已经在城市部件管理和交
通、智能家居、健康医疗、消防安全、生态环境监管等行业领域
发展了一系列应用。

推动物联网的同时，宁波还将加快推动下一代互联网部署和
应用。特别是第6版（IPv6）在通信网络中的部署和应用，建立
完善IPv6骨干网网间互联体系。

我市还将优化数据中心布局。建设宁波移动、电信、联通等公共
数据中心，到2022年，新增机柜2400个以上，形成IDC新能力。

同时将加快航运大数据中心建设，为“海上丝路指数”提供
强有力的数据支撑。还将推进、吉利数据中心等特色产业数据中
心建设。

除了这些日常的网络建设，宁波正在着眼未来更大的事业
——航天领域。方案提出，我市将拓展空天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布
局。积极谋划推进商用航天发射基地，加快推进低轨卫星互联网
应用示范产业基地建设，带动航天发射服务、卫星制造、物联网
和空天信息应用服务等四大核心产业。说不定未来“一箭两星”
有望在宁波发射。

◆信息基础设施大提升◆
方案提出，到 2022 年，累计建成 5G 基站

达2万个以上，实现区县 （市） 城区、重点

乡镇5G信号全覆盖和规模商用。

到 2022 年，实现接入物联网平台的智能

感知设备数超200万个。

“城市大脑”是新基建中重要一环。宁波的城市大
脑未来将变成城市感知监测中心、城市大数据中心、业
务应用协同中心、政务信息服务中心、运行分析研判中
心、综合决策指挥中心、数字创新创业中心、可视化展
示中心。

根据方案，宁波将大力推进“感知城市”建设。加
大社会治理感知单元在城市管理、应急保障、水利水文
等重要领域应用力度。未来，从每个垃圾桶的垃圾分类
情况到地下网管的监测再到每根电线电缆的运行情况，
都将具有“自我感知”的能力。

在社区数字化建设方面，数字孪生理念将应用落
地。虚拟世界里将会有一个“数字双胞胎”社区，用来
预判、预警、监测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大大优化社区的
管理。

指挥交通方面，讲以梅山港区为试点，开展无人驾
驶、远程控制、在线监控、集群通信、自动化码头等

“5G+智慧码头”研究应用。推进集装箱码头桥吊和龙
门吊远控、集卡驾驶无人化等码头自动化项目。

同时，加快实施杭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一期）、通
苏嘉甬高速铁路（宁波段）、杭州湾跨海大桥及南接线
等智慧化改造交通设施项目；争取建成全省首条全自动
运行智慧轨道交通5号线；加快推进城乡公路智能化显
示、智能化红绿灯等项目改造，提高城市路网资源的管
理能力。

智慧能源领域，我市将加快新能源终端和智能电网
设施布局建设。推进公用和专用充电桩、综合供能服务
站（含加氢站）等新能源终端设施建设，三年内新建公
用和专用充电桩3100个，综合供能服务站 （含加氢
站）50个。

探索“5G+智慧电力”
融合模式，加快推动国网浙
江电力开展5G与配用电物联
网融合应用综合试点，争取
构建贯穿发电、变电、输
电、配电、用电等各环节，
人、机、物全面互联的电力
物联网网络体系。

宁波将大力推进“感知城市”建设，布

局1000万个社会感知单元。

宁波是制造业高地，如何通过抢抓新基建机遇，立足本土
2000亿元项目投资打造的市场，进一步做强做大产业，打通关键
领域和关键技术，也是本次方案的题中之意。

方案首先提出，提升新基建带动制造业技术能力。
包括推进关键技术装备、成套装备、智能制造技术集成创

新。一是重点开发低功耗、高带宽、实时应用的智能传感技术和
器件。目前在这个领域有布局的企业包括柯力传感、中车时代传
感、赛特威尔等传感器企业，华瓷通信、中芯国际、麦博韦尔等
器件企业等。

二是发展智能终端摄像模组、光学薄膜、光学精密仪器设
备。宁波有基础的重点企业包括舜宇光学、激智科技、长阳科
技、惠之星、永新光学等。

三是推进实现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业领先发展、芯片制造业跨
越发展、电子材料业特色发展、系统装备与工艺配套发展。江丰
电子、金瑞泓、康强电子、甬矽电子等企业已经颇有市场地位。

其次，方案提出加快推进先进产业创新平台建设。高水平建
设宁波鲲鹏生态产业园，规划建设华为创新中心、智能联合创新
实验室等项目。高标准建设宁波阿里中心，建设阿里数字产业
园。加快推进宁波软件园、宁波微电子创新、低轨卫星应用示范
等产业园建设，提升宁波数字产业发展能级。

宁波还将加快区块链培育及创新应用。加快推进"区块链+”
金融、制造、医疗、教育、贸易、政务服务，催生新的应用场
景，以应用促进产业的发展，产业集聚发展成效凸显。

此外，还将提升工业互联网技术及应用水平。引进建设阿里
巴巴集团工业互联网平台（supET）运营总部。推进工业互联网
平台体系建设，依托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宁波市智能制造技
术研究院和利时智能科技等工业互联网企业，围绕工业操作系统
（supOS）、和利时数字工厂操作系统（HolliCube）等基础性平
台，加快面向特定行业、特定场景的工业互联网应用软件
（APP）和行业级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开发。开展“5G+工业互联
网”试点示范工程建设，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应用场景，积
极推进国内领先的基于5G的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项目。

立足宁波的产业特色和港城定位，我市还将加快完善智能物
流产业设施。加快海港、空港、陆港、信息港等“四港联动”信
息平台建设，实现物流信息接入全覆盖，促进全市物流网络协同
运作。深入推进空港国际物流园区建设，加快推广“卫星+5G”
技术在机场导航、物流仓储、快件分拨、冷链运输等环节的应
用。推进阿里巴巴宁波数字贸易港转运中心、瑞峰智能物联等一
批智慧物流中心布局建设。扩大“无接触配送”智能取物柜、E
邮站等智能末端配送设施的覆盖范围，重点加大对医院、学校、
办公楼、社区等物流、人流集中区域的覆盖力度。

提升新基建能力，离不开科技创新。方案提
出，将争取国家支持新一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推进“十三五”科教基础设施新能源技
术与材料综合研发平台建设，积极向上争取“十
四五”极端海洋环境工程保障材料科教基础设施
建设，谋划布局国家大科学装置，建设世界一流
水平的极端环境材料研发与使用服役性能综合研
究“大科研”平台。

同时，高标准推进甬江实验室建设。依托甬
江科创大走廊建设契机，围绕信息技术、绿色技
术、智能制造、生命健康、创新设计等领域，布
局建设甬江实验室。

并且加快高能级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包括
推进北大宁波海洋药物研究所、天大浙江研究
所、中石化宁波新材料研究院、哈工大宁波智能
装备研究院、西工大宁波研究院、北航宁波创新
研究院、上海交大宁波人工智能研究院、中科院
宁波材料所杭州湾研究院等一批研究院项目建设
落地。

大数据时代，算力将是极其重要的资源，因
此宁波提出布局新一代高性能计算设施。依托宁
波大学等科研院所谋划组建宁波市超算中心。

到 2022 年，打造成长三角地区特色鲜明的金
融科技（区块链）创新应用示范基地，培育引进集

聚区块链企业100家以上，打造2~3家国内

知名区块链高新技术企业；联合浙江大学，积极争
创区块链国家重点实验室；探索形成市级以上可复

制推广的区块链试点场景应用30个。

到2022年，攻克20项制造业智能化关键技

术难题，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进
一步提升。

争取国家支持新一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
设；高标准推进甬江实验室建设；加快高能级产
业技术研究院建设；谋划组建宁波市超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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