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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一座城市的人才吸引力，
离不开为人才提供“用武之地”的
经济基础。《报告》指出，宁波的
经济生态排名位居全国第5，超过
了一线城市广州，仅次于深圳、北
京、上海、杭州。

众所周知，宁波 2019 年的
GDP为 11985亿元，排名全国第
12，为何在这份榜单中却有如此
靠前的表现？根据《报告》打分的
维度，营商环境、产业吸引力、经
济开放度的综合实力，才是影响人
才“用脚投票”的关键。

营商环境，是经济软实力的重
要体现。在《2019中国城市营商
环境报告》中，宁波的名次高居全
国第10，较前一年上升了10位，
其中法治维度排名更是一举上升了
18个位次。今年以来，宁波在疫
情防控的基础上率先推进复工达

产，在财税、金融、物资保障等方
面提振企业信心，让不少企业家、
创业者感受到“最多跑一次”和店
小二式服务。

从产业吸引力来看，宁波拥有
39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数量
居全国之首。2019年宁波市制造
业人才净流入率位居全国第一。今
年9月，自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后，
宁波的A股上市公司数量已达到90
家，数量位居全国第8，可见留给
人才发挥的舞台正不断扩大。

就开放型经济而言，坐拥世界
货物吞吐量第一大港的宁波，在上
半年疫情下仍然保持外贸、外资的
逆势增长，体现了极强的灵活性和
韧性。今年1-6月，宁波的进出口
额达到4307.5亿元，规模超过广
州，排在全国城市第6，并吸引了
4家世界500强企业入驻。

经济与科创实力双双提升

全国第六！
宁波人才生态强在哪？

记者 王心怡 严瑾

当下，城市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
争。人才不仅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还是区

域创新发展的新动力；而要想衡量一座城市向周边乃至全国“圈粉”的
实力，更需要聚焦于它的人才吸引力。

9月18日，微链、浙江大学全球浙商研究院和猎聘网在风起大会上共同
发布了《2020中国城市人才生态指数报告》，围绕城市经济生态、科创生
态、生活生态、社会文化生态、自然生态这5个主要维度，评估了全国32座
主要城市的人才生态现状。这32座城市主要以省会和计划单列市为主。

其中，宁波的人才生态现状以76.49的得分排名全国第6，与去年排名持平，位
列全国人才生态第二梯队之首，超过了南京、厦门、成都、武汉等兄弟城市，仅次
于第一梯队的“深北上杭广”。

是什么让宁波交出均衡发展的答卷？这一年来，宁波的城市吸引力又有了多大
的进步？

A

核心提示

全国全国3232座城市人才生态现状座城市人才生态现状

20192019年常住人口增长率年常住人口增长率
排名前排名前1515位城市比较位城市比较

宁波银行专栏

提升金融素养 防范非法网贷 享受校园生活
2020年9月1日起，宁波银行开展了

以“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为主

题的金融知识宣教活动，活动内容包括存

款保险保障、防范电信诈骗、保护个人信

息、识别非法金融广告、安全使用信用卡、

普及理财知识和网络安全等内容，实施线

上线下多渠道、全方位宣教。

步入校园的学生，很容易被不法分子

盯上。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很多网贷平

台打着“多分期，低利息”甚至“零利息”的

幌子吸引大学生来贷款。这些看似优惠多、

操作便利的网贷平台，实际处处存在陷阱，

令人防不胜防。宁波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

部工作人员提醒注意以下几点，避开网贷

平台的那些“坑”：

一是警惕无抵押、办理快、仅需身份证

的贷款广告。一些网贷产品打着无抵押、办

理快、仅需身份证的旗号，降低准入门槛，

掩盖其非法目的，诱导大学生申请贷款。不

要轻信熟人推销的网贷产品，存在一些非

法校园贷利用学生之间的信任和紧密联

系，在学生中发展校园代理，骗取学生办理

贷款，实则处处是坑。

二是要认真识别贷款主体。应当优先

向信誉良好的企业、平台、正规的银行机构

申请信贷服务。如无法识别贷款主体，不要

盲目申请贷款。

三是仔细阅读贷款合同，尤其是费用、

利率、还款、免责等条款。很多宣传利率低、

费用少的网贷平台，是通过模糊资费标准、

逾期滞纳金等来隐藏他们的非法目的。比

如存在手续费等其他费用,或者使用苛刻

的还款条件，复杂的逾期费用计算方式，

提高还款金额。

四是仔细了解贷款发放的方式。部分

网贷平台会在给大学生发放借款时，先行

扣除利息，这部分钱就是“砍头息”，这样

借款人实际拿到的金额并非借条上载明

的金额，却支付更多的利息。

除了网贷平台自身的危害，校园里还

存在很多以网络贷款名义展开的非法诈

骗活动，如让大学生以自己的名义在网贷

平台贷款，给其一定好处费，并承诺所有

贷款均由自己来还，然而一但贷款成功，

便人间蒸发。或者散布虚假网络贷款信

息，伪造贷款合同，以贷款保证金的名义

骗取钱财等。

在面对网络贷款的诱惑，大学生要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做到以下几点：一

是多多了解、多多学习金融知识，提升

对非法校园贷业务的甄别和抵制能力；

二是树立理性科学的消费观，养成艰苦

朴素、勤俭节约的优秀品质；三是加强

法律法规的学习，保护好个人信息和隐

私；四是贷款选择正规平台和机构。一

种人生，两种选择，别让非法校园贷带

走自己的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