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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离国家中心城市有多远？
金融金融、、交通交通、、信息入围信息入围““国家潜在重要中心城市国家潜在重要中心城市””
记者 严瑾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
争力研究中心国家中心城
市课题组联合 《华夏时
报》近日发布“2020 年
国家中心城市指数”报
告。该报告选取全国 25
个主要城市，分别从政
治、金融、贸易、科技、
文化、教育、医疗、交
通、信息、对外交往十个
维度进行比较。

其中，宁波在金融、
交通、信息三个维度中榜
上有名，入围这些领域的
“国家潜在重要中心城
市”，分别排在全国第11
位、第11位和第21位。

先来看宁波表现可圈可点的领域——
在国家金融中心城市排名中，宁波位居

全国第11位，较2018年该指数首次发布时
上升7位，成为进步最快的“黑马”。

从全国来看，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上
海，在这一领域有不可撼动的优势，其次是
北京、深圳、广州。作为副省级城市的宁
波，能在这一领域排名超过重庆、郑州等区
域中心城市，以及同为计划单列市的青岛、
大连，实属不易。

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宁波是一座“硬
核”的制造业大市，以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服
务业并非其所长。不过，近两年宁波凭借民
营经济发达的底色，在拥抱资本、金融创新
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果。

放眼全国的资本市场，“宁波板块”贡献
了一抹亮色。截至11月26日，宁波辖区A股
上市公司总数达92家，在全国城市中位列第
8，且总市值突破万亿元门槛，超过了青岛和
大连的总和。这些“宁波籍”的上市公司，有
超过80%从事制造业，而目前市值最高的，
当属全国区域性银行龙头——宁波银行。

同时，作为全国首个国家保险创新综
合试验区，宁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
让金融为实体企业赋能。今年以来，突如
其来的疫情为经济带来压力测试，而宁波
满足条件的中小微外贸企业无需抵押、无
需担保，即可通过采取“政府+银行+保
险”模式的“甬贸贷”，缓解融资难、融资
贵的痛点。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发达的民间资
本，还在为这座城市注入发展金融的潜
力。据中国基金业协会统计，截至今年10
月，宁波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数量在全国36
个辖区中排名第7，达到843家，管理基金
规模达4692.3 亿元，在计划单列市中仅次
于深圳。

可以期待，随着股票市场注册制时代的
开启，这座拥有商帮文化基因的城市，或将
在金融领域发挥更大区位优势。

宁波在国家交通中心城市的排
名也表现突出，较2018年蹿升了8
位，同样高居全国第11位，超越了
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兄弟城市。

这很可能得益于今年榜单新增
了国际港口航线数、港口集装箱吞
吐量指数两项指标。这样一来，即
便地处全国交通网络末梢，宁波仍
凭借背靠世界集装箱吞吐量第三大
港的优势，跻身国家潜在重要交通
中心的行列。

目前，宁波口岸是浙江省外贸
货物进出口的主通道，包括杭州、
金华、温州在内的周边城市都是其
广阔的腹地。2019年，宁波口岸实
现进出口贸易额2479.3亿美元，位
列全国口岸第五位，其中61.6%来自
宁波市以外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
体现宁波在国际航运领域的枢纽性。

近期，随着外需的回暖和出口
需求的增加，宁波的港航物流业也
日渐繁忙。今年 10月，宁波舟山
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71万标准箱
（TEU），同比增长21.2%。该港持
续优化集装箱集疏运网络，新增外
贸干线2条，航线总数处于252条
的高位，月度航班总数开行超
1600班。

疫情以来，今年的宁波舟山港
还在发展多式联运，一边克服运力
的不确定因素，一边将交通网延伸
至大江南北。截至今年10月，宁波
舟山港共开通17条海铁联运班列线
路，建设内陆无水港29家，业务辐
射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的56个
地级市，基本形成了北接古丝绸之
路、中汇长江经济带、南壤千里浙
赣线的三大物流通道。

有了“现金流”和“物流”的
助攻，宁波成功入围“国家潜在重
要信息中心”，排名全国第21位，
与厦门、青岛、大连名次接近。据
悉，这一维度主要衡量对全国高端
信息要素的集聚，强调在全国城市
网络中的联系和辐射作用。

作为宁波都市圈核心城市，宁
波在信息流方面，与绍兴、台州、
舟山等“隔壁邻舍”有良好的双向
互动，具备一定的“圈粉”实力。
不过，就榜单来看，宁波汇聚周边
高端信息要素的能力，要稍逊于其
GDP在全国的顺位。

这与宁波并非区域中心城市的
客观条件有关——榜单中这一维度
领先于宁波的城市，除了深圳、厦
门外，都是清一色的省会城市或直
辖市，在集聚资源方面更有“号召
力”。长远来看，“港通天下”的宁
波还需面向全球，吸引更多高能级
平台的落地生根，以提升辐射周边
的硬实力。

当我们把目光放到宁波并未上榜的
领域，会发现宁波在“教科文卫”方面
的短板，仍有补齐的空间——

在国家科技、教育、文化、医疗中
心城市的排名中，宁波遗憾地与“国家
潜在重要中心”失之交臂。其中，宁波
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的表现，或许和缺少
高校、科研院所的基本面紧密相关。

除了“北上广”外，在科技、教育
领域排名最优秀的城市是武汉，分别居
全国第3位、第5位。目前，武汉拥有
7所211高校，每年都有约100万名本
专科“后浪”毕业于此，而武汉光谷科
创大走廊等高能级平台，正在成为全省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

相比之下，宁波在“产学研”结合
方面的先天条件稍显不足，在人才输送
方面也会遇到困难。好在，宁波正在实
施“栽树工程”补齐短板，一边吸引北
京大学宁波海洋药物研究院等68家大
院大所密集落户，一边厚植甬江科创大
走廊等引领性平台，打造长三角重要科
创策源地……

另一项值得宁波思考的指标，是国
家贸易中心的排名。未上榜的宁波，在

“贸易”维度上排在全国20名以外，位
居苏州、哈尔滨、西安等城市之后。

论制造，宁波坐拥39项国家级单项
冠军，在日用消费品和机电产品方面均有
所长；论消费，宁波的人均GDP已突破2
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并不缺乏
购买力。究竟是什么阻挡了宁波在国内
贸易领域“乘风破浪”？

恐怕正如知名经济学家、上海交通
大学教授何帆所说，“真正影响中国发
展内循环的，不是生产和消费环节，而
是出在流通环节”。宁波雄厚的制造实
力，与宁波庞大的消费市场之间，仍需
搭建一个对接的平台——

目前，宁波制造的品质固然过
关，但有不少都以OEM、ODM的形
式销往海外，这从2019年全市出口额
占据GDP半壁江山中可见一斑；而宁
波市民尽管购买力十足，却往往习惯
以外出旅游、海淘等方式“买买买”，
甚至不少消费行为都发生在上海、杭
州等兄弟城市。

2019年，宁波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4473.7 亿元，同比增长 7.7%。
这一数据不仅在GDP万亿俱乐部成员
中并不靠前，其增幅更是低于全国
8.0%的平均水平。以宁波的经济实力来
看，内需的拉动作用值得更加“给力"！

正因如此，向来低调的“宁波制
造”，更需要在当前电商兴起的背景
下，慢慢从幕后走向台前，面向全国消
费者喊出响亮的“宁波品牌”。而宁波
本地的商业业态，更需要抓住消费升级
的东风，为本地乃至周边的消费者营造
良好的购物体验。这才是“双循环”新
格局下，宁波必须把握的“小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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