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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供应链创新中心在《方案》中的具体表述是
“建立关键零部件国际国内双回路供应政策体系。以
关键核心技术为突破口，围绕新材料、生命健康等产
业，建立产业链‘链长制’责任体系，提升‘补链’
能力。探索实行产业链供地。推动产业集群在空间上
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

国研经济研究院东海分院研究员管如镜表示，这
个《方案》对于宁波来说，既做强了长板、又补足了
短板。

2016年，宁波获批首个制造强国试点示范城市
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校长田红旗就曾说：
“为何宁波能成为全国首个？是因为宁波的四基产业
特别出色，奠定了制造业的底色。”

什么是四基产业？就是核心基础零部件 （元器
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产业基础技术
这四种工业基础能力。宁波之所以有全国数量第一的
制造业单项冠军，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四基扎实。这就
是宁波的长板。

而工业要向前发展，探索“无人区”，就需要在
做强做实四基产业的同时，解决一批“卡脖子”的技
术、材料、工艺和器件。这样，宁波制造业才能始终
保持先进发展方向。

因此，今年以来，宁波立足国内国外双循环大背
景，启动了“打造单项冠军之城”行动，行动中最重
要的工作就是“强链补链延链”。

比如，本次宁波片区中大概率会涵盖的绿色石化
产业，就需要突破一大批核心材料的制造工艺和技
术。“料要成材、材要成器。”这是中国工程院钱锋院
士对宁波的化工新材料产业的建议和要求。宁波目前
拥有3100万吨炼油、130万吨乙烯、700万吨PTA、
120万吨MDI等重要工业品原料生产能力。这得益于
镇海炼化、万华化学、中金石化等一批大企业深耕宁
波多年的成果。但通往下游应用的路并不顺畅。

比如，目前宁波具有产业集群优势的光学显示膜
材料，最上游的原料是PTA材料，但要成为膜，需
要将PTA变成PET材料（涤纶树脂，是热塑性聚酯
中最主要的品种），而这个中间体宁波目前尚无企业
生产。

再比如，热塑性弹性体材料TPE产业链中的中间
体材料制备和高端聚合工艺，目前大多掌握在美国的
埃克森美孚、杜邦、陶氏化学，日本的住友、三井，
韩国的LG等跨国巨头手中，国内企业仍有差距。

中塑协TPE专委会会长周赞斌认为，自贸区的获
批有利于宁波招引更多的此类型企业落户，延伸补强
产业链。因为原料都在宁波生产，对中游企业来说，
最佳运输方式是直接通过管道输送到下游企业。这样
既方便又没有中间排放，所有炼油中间品、延伸品都
可以充分利用，做到真正的循环经济，绿色环保。因
此，宁波是首选之地。

管如镜则认为，自贸区的获批有助于进一步扩大
开放、吸引外资。比如今年，英力士集团签约落户宁
波，将在宁波建设世界级ABS生产基地。未来，相
信将会有更多跨国企业带着技术在宁波增资扩产，带
动产业进一步发展。

浙江自贸区扩片打开宁波想象——
这里有望成“硬科技”集聚高地

对于建设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方
案》中指出，宁波将聚焦新一代智能技术应用，大
力引进若干国内外顶尖的智能制造示范企业，支持
区内企业推进国际协同研发，积极融入高端制造业
全球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围绕现代高档数控
机床、机器人等智能装备及关键基础件，打造国内
重要的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基地。落实支持科技创新
进口税收政策，对符合政策要求的区内单位进口科
研设备免税。

“智能制造其实并不很依赖开放资源，更多的
是需要良好的生态营造。因为外国卡你脖子的技
术、装备，不会因为你免税、减税而轻易卖给你，
还是需要优化营商环境，一方面吸引外资，一方面
培育本土企业。”宁波智能制造协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

从上海自贸区的建设经验来看，创新政策体
系，提升营商环境，确实是发展自贸区产业的一把
金钥匙。

从荒芜之地到周产3000辆汽车，特斯拉首座
海外超级工厂仅用时一年，堪称神速。上海自贸区
临港片区的特斯拉工厂能创造这样的奇迹，就是最
好案例。

作为汽车制造业外资股比限制放开后的第一个
项目，特斯拉一经落户上海，便拥有诸多政策、资
源和资金等投资便利，涉及程序优化、税收减免、
项目补贴、审批时间压缩以及多家银行上百亿元巨
额融资等多方面支持。

例如，“一网通办”就是上海自贸区优化营商
环境的重要抓手之一。在特斯拉项目推进中，它
充分发挥出效能。“我们与特斯拉方面通过微信群
交流，能在网上说清楚的事就在网上说清楚，能
用‘一网通办’解决的问题就远程解决。”上海自
贸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制度创新和风险防范处主
任科员伏永明说。

再如，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就充分发挥了自贸
试验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叠加优势，成为中
国“硬科技”的集聚地。

在张江，外籍高层次人才就业、居留的手续更
为便捷；对标国际最优政策，国内外高新技术企业
开展技术交流更通畅；科技创新有更独特的金融支
持，跨境融资也更为自由。

“希望宁波能将自贸区的政策优势和创新优
势进一步与本地先进制造业相结合，推动新一轮
开放的同时，实现制造业的新一轮高质量发
展。”管如镜说。

国际供应链创新体系围绕的是新材料，
全球科创中心围绕的仍然是新材料。因为材
料是创新的基础，手机从蓝屏到触摸屏，再
到本月柔宇科技发布的最新折叠屏，本质就
是材料的发展。

汽车的轻量化需要ABS树脂等材料来
完成以塑代钢，家电的节能减排、环保化需
要可循环的改性塑料，医疗器材的性能需要
弹性体材料来改善，甚至我们日常的气垫鞋
黑科技也需要新材料来支撑。

因此，《方案》提出，宁波将聚焦高性
能磁性材料、新型膜材料、先进碳材料等优
势产业，前瞻布局智能复合材料、海洋新材
料等新兴领域，加速新材料产业升级的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及成果转化，积极推动先进材
料产业创新中心建设，打造参与全球新材料
产业创新竞争的重要平台。

宁波科田磁业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认
为，自贸区为新材料领域企业所带来的巨大
发展机遇，将在几年内陆续显现。企业将获
得更多优质的全球创新要素，其中包括更有
力度的人才、资金、公共技术平台等创新要
素的加速流入。

此外，宁波的新材料科创企业还可以更
高效、更低成本地利用国际研发设备、耗
材、人力、资本等资源，国外创新型企业则
能把自己的科创成果及设备在保税状态下研
发、展示，满足宁波市场需要。

管如镜表示，目前许多新材料科研设
备都依赖进口，且新材料需要大量的小
试、中试实验装置和场地，如果自贸区的
关税政策进一步优化，那么企业投入研
发、进口设备、搭建大型试验装置的积极
性将会大大提升。

对于宁波应如何打造全球新材料科创中
心的问题，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副
教授刘明宇建议，在接下来的规划中，宁波
要重点做好几件事情：

一是牢牢把握新材料的科技创新前沿、
产业发展趋势，吸引国际领先的人才、企
业、国际资金；二是和上海、杭州等周边地
区的新材料产业实行错位竞合，立足于周边
产业集群的发展需要和国际市场，推进广泛
的产业链合作，促进创新协同发展。

在《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
展区域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宁
波片区的功能划分包括了打造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国际供应链创新中心、全球新材料
科创中心、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这是目前宁波片区与先进制造业深度
融合的基本框架，在具体实施意见尚未出
炉前，为宁波先进制造业与自贸区的深度
融合提供了不小的想象空间。

那么，对比上海等先进自贸区的发展
经验，宁波片区的获批又将为本地产业带
来哪些改变和提升呢？

记者 乐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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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上海自贸区临港片区的特斯拉工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