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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不仅是市民安居乐业的载体，更
要以开放包容迎接短时游客的走走停停。

数据表明，2019年，有日均1038万人口活
动在宁波大市范围，相比较前年规模有所增加。
其中，长期驻留人口与短期驻留人口（非暑假期
间）为17：1。

提及人口规模，大家最熟悉的概念莫过于常
住人口，殊不知由于存在出差、旅游、访友、就
医而短期驻留的人群，城市的活跃人数可能要比
常住人口大得多。就拿广州、深圳、成都来说，
尽管它们的常住人口为1500万人左右，但实际管
理服务人口已突破2000万。

由此看来，和吸引大量短期驻留人口的区域
中心城市相比，宁波的城市人口特征，仍是以本
地人口活动为主。这恐怕与宁波既非热门旅游城
市，又非区域交通枢纽有关。不过，这也使得宁
波在交通、居住、社会管理等方面无需承担过大
的压力，保留了宜居的优势。

短期驻留人口
在甬分布有何特点？

好在，宁波“小而美”的城市魅力正在被越
来越多的人看到。

去年的清明、五一、端午小长假期间，宁波
短期驻留人口都呈现“倒V”字形的增长，尤其
是五一期间，最高达到80万人次。而在非节假日
期间，短期驻留人口也呈现周六上升、周日持
平、周一下降的周期性波动规律，说明宁波仍走
在向周边“圈粉”的路上。

宁波旅游大数据中心的统计也证实了这一
点。以去年5月1日为例，当日宁波的景区游客
中，有14%来自省内、21%来自省外，而在省外
的客源中，上海和江苏的朋友占了三分之二。今
年受疫情影响，市外游客的占比有所降低，但仍
是江浙沪周边城市游客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同时，数据还反映了短期驻留人口的出行活
动空间。不出所料的是，以三江口为核心区的市
六区，恰是这些差旅客们的主要聚集地。

从热力图上看，热点区域也大致沿着轨道线
路分布，昼夜之间区别不大。至于周边县市，这
些短期驻留人口的分布，则是以中心城区、商业
区及热点景区为主。

这样一来，我们便不难勾勒出宁波驻留游客
的行踪轨迹：兴许是白天慕名前往天一阁，晚上
来到三江六岸驻足，最后乘着末班地铁回到旅店
进入梦乡……而轨道交通网络的建成，也为这部
分人群的参观游览带来极大的便利。

今年，连接慈城、火车南站、东钱湖的宁波
地铁4号线即将开通，将串联起宁波文化旅游的

“大动脉”。届时，乘坐高铁来宁波的旅客，将新
增两个触手可及的目的地，而宁波的人口活动热
力图或将因此有所改变。

引舟山人的重要目的地。
由此可见，甬舟一体化的基础

仍然非常牢固。而要是宁波想将影
响力向杭绍方向扩张，还得先加强
市六区对余姚、慈溪等地的辐射
力，方能打通“一路向西”的节点。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背景下，宁
波不仅要处理好与周边城市的“小
圈子”，更要努力“出圈”，积极接
轨长三角的龙头城市上海，承接更
多溢出效益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宁波市域对外出行客流中，
上海方向占了11%，且进入上海方
向的客流存在潮汐现象，早高峰以
前往上海为主、晚高峰以宁波方向
为主。

站在宁波的角度看，这种“朝
发夕至”的现象，一方面说明我们
与上海的公务、商务交往正在常态
化；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目前的交
通条件导致的，必须花费5个小时
在路上的缘故——要去上海办事，
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早出晚归。

值得期待的是，随着通苏嘉甬
铁路建成通车，宁波将纳入上海1
小时交通圈。届时，差旅人士赴沪
办事通勤时间将缩减一半左右。长
远来看，我们生活的时空节奏，也
将随着交通的完善而不断优化……

绍兴和舟山
谁与宁波最“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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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作为宁波都市圈的核心城市、长

三角南翼中心城市，宁波和周边城市间的双向人
员流动，更能体现它在区域一体化中扮演的角色。

从城市间的日常交往情况来看，在宁波、绍
兴、台州、舟山这四座城市之间，宁波是人口流
入和流出最主要的城市，这也符合身为都市圈核
心城市的“江湖地位”。其中，无论是节假日、周
末还是工作日，交互最密集的当属甬绍，其次为
甬台和甬舟。

城际出行方面的数据也有体现。在宁波市对
外主要方向的客流中，杭绍方向占比最高，达
32%，其次是台温方向的 29%、舟山方向的
21%，说明以宁波为中心、向东西方向的分头

“扩圈”占了不小的比重。
在这些城市之间，还能窥见跨市通勤的端

倪，特别是在甬绍、甬舟、甬台的交界处。数据
显示，余姚和绍兴上虞区之间的跨市交互量最
高，其次是宁波与舟山之间。另外，有不少台州
三门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居住在宁波南部的生活
区……这些都对宁波都市圈扩大影响力释放出了
强烈的信号。

与宁波跨市通勤最多的城市，为什么是绍兴
而不是舟山？这恐怕与绍兴、舟山两地的人口基
数有关。

据市规划院统计，宁波都市圈及绍兴的长期
驻留人口共计2206万人，其中宁波以958万人接
近半壁江山，其次是台州626万人、绍兴506万
人，而舟山仅有117万人。虽然甬舟交互总量最
低，但若是通过人口总量折算到人均后，甬舟的
交互量为0.023人次/人，远超过甬绍的0.008人
次/人，可见宁波与舟山的交互紧密程度显著偏
高。

另外，若是按照基于县级市行政单元来考
察，我们会发现在“宁波与绍兴的双向互动”
中，余姚市与上虞区的联系度最为密切，甚至超
过了宁波市六区与绍兴柯桥区的互动；而宁波与
舟山的互动，则主要来自于市六区与定海、普陀
两区的往来，且在工作日与周末期间，由舟山往
宁波的规模超过宁波往舟山，说明宁波已成为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