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综合竞争力居全国第13位
成为全国营商环境15个标杆城市之一
记者 严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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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单

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10强依次为
深圳、香港、上海、北京、广州、苏州、台北、南京、武汉、无锡。

在“可持续竞争力指数”中，全国排名前10的城市是香港、深
圳、台北、上海、北京、广州、苏州、南京、青岛、武汉。杭州、宁
波分列第17名、第21名。如果不算港澳台地区，宁波则排名第17
位。

一座城市的经济实力，不仅体现在GDP增幅、人口规模等
“数量”，还体现在营商环境、发展活力、开放程度等“质量”上。

在《报告》中，对城市竞争力的考量，包含了营商环境竞争
力、当地要素竞争力、生活环境竞争力、全球联系竞争力、科技创
新竞争力、经济活力竞争力、环境韧性竞争力、社会包容竞争力等
一系列指标，宁波在这些维度中，表现可圈可点。

在“子榜单”中，宁波的营商环境、当地要素竞争力、全球联
系竞争力、经济活力竞争力，分别排在全国第11位、第22位、第
18位、第13位，为宁波的综合实力的“加分项”。

2019年，宁波发展成果有目共睹：全市GDP总量达11985亿
元，位居中国大陆第12位；新增常住人口34万人。

今年，虽然突如其来的疫情给经济带来冲击，但宁波凭借雄厚
的要素基础和营商环境，坚定了众多海内外企业“留下来”的信
心。

“我们生产的冲床，是工业领域的‘万金油’，需要与上游零配
件厂商、下游工厂通力合作，而宁波恰能找到产业集聚的土壤。”提
及选择宁波的原因，台资制造业企业——金丰（中国）机械工业有
限公司生产部副经理何世灿不禁连连点赞。而宁波“店小二”式的
服务更是令他印象深刻。“在镇海，我们有什么困难，地方政府都会
主动帮忙解决。今年疫情期间，政府部门还为我们减免了6个月社
保。”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我国营商环境评价领域的首部国
家报告《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20》，宁波被列入示范引领的15个
标杆城市之一，营商环境改革经验获得重点推广。

营商环境是竞争力、生产力，对城市发展至关重要。近年来，
宁波聚焦市场主体反映的突出问题，密集推进优化营商环境80条
举措，用力打好支持民营企业降本减负“组合拳”，持续深入推进

“最多跑一次”改革，大大压缩了审批办理期限，创新了政府服务
方式，推出了大量“放管服”改革举措，营商环境改善取得积极成
效。

宁波的“宜居”让不少市民感同身受。比如，全市平均通勤距
离为6.6公里，在34个主要城市中排名第3位。而日益丰富的休闲
娱乐场景，也正在不断满足居民的个性化生活方式。

不过，宁波的科技创新竞争力、环境韧性竞争力则是短板。上
述2项指标，宁波在全国的排名分别是第36位、29位。

对于缺乏985高校的宁波来说，科技创新的短板是一个老生常
谈的话题。宁波正在通过引进大院大所、实施“栽树工程”，实现
产学研的深度融合对接。

“良禽择木而栖，但独木无法成林。高校能为宁波带来更多人
才和科研成果转化。”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浙江湃思大数据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浩说。

宁波经济的增长方式，正在由传统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向先进
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转型。以开放型经济为例，宁波高新
技术产品占全市出口的比重日益提升，舜宇光学、锦浪科技、江丰
电子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纷纷跻身全市上半年外贸200强，民营企
业创造的经济活力突显。而山姆会员店、毕马威等世界500强企业
也争相落户宁波。这些都是宁波竞争力实力的真实写照。

新一轮城市竞争，究竟谁主沉浮？
10月22日，中国社科院与经济日报社共同发布了《中国城市竞争力

第18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通过“综合经济竞争力指数”和
“可持续竞争力指数”，对2020年中国两岸四地291个城市进行了比较研
究。而宁波排名全国第13位，较去年上升了6个位次。

排名前100位的城市。 数据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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