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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做强航运物流枢纽

宁波舟山港是全球唯一年货物吞吐量超11亿吨的超级大港，但
在港口基础设施建设、航运服务产业等方面，依然有较大成长空间。

在宁波市人大代表、宁波市商务局总经济师张琼华看来，宁
波要想打造国际航运和物流枢纽，既要扶持中高端航运服务业，
还要提升港口联动发展水平。

“比如加强航运产业集聚，吸引国际知名船舶管理公司落户
宁波，带动融资、保险、结算、仲裁等高端航运产业发展；依托
绿色石化产业优势，打造东北亚船用燃料油加注中心。”

同时，宁波需要强化中转枢纽港建设，打造国际集拼中转中
心，并推动海港、陆港、空港、信息港“四港”一体化发展，提
升在长三角地区及长江流域的影响力。

眼下，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片区的落地，将为宁波带来更多想
象。张琼华指出，依托自贸试验区创新优势，宁波可以争取在沿海
捎带、国际集装箱中转集拼、启运港退税、LNG接收站及国际船舶
登记等方面取得突破，为航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创造政策性环境。

向世界讲好宁波故事

宁波市人大代表、宁波市海外高层次人才联谊会秘书长陈跃
鸣认为，置身“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宁波要始终坚持开放道
路，把国内外城市推进城市国际化建设的共性举措，与宁波自身
的个性特征相结合。

当然，在这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时代，无论是面向国内
还是国外市场，加强城市营销，都是宁波彰显魅力、不断“出
圈”的必由之路。

对此，陈跃鸣建议，宁波要深化国际友城交流合作及与海外
“宁波帮”、侨团、侨企的紧密联系，并在人文交流方面推广宁波
整体形象，“以海洋文化、民俗文化、阳明文化、佛教文化等为
纽带，精心讲好宁波城市故事和宁波人故事。”

在国际传播中，宁波还需要提升举办国际会展的承载服务能
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城市能级。陈跃鸣认为，不妨将打造宁波国
际会议中心“金名片”，视为宁波发展城市经济、提升国际地位
的重要手段。

在陈跃鸣看来，坐落在东钱湖畔的宁波国际会议中心，不仅要
有特色场馆，还需要信息技术支撑。宁波可以将其定位为全国首个
低碳、环保、节能、安全、智慧的无纸化智慧会议中心，使之成为
地标建筑、城市名片，助力宁波成为世界一流国际会议的首选地：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宁波还要加强对外特别是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人才交流，朝着建
设高水平国际港口城市、高品质东方文明之都的方向跨步迈进。”

港口是宁波最大的资源，开放是宁波最大的优势。站
在“十四五”的起点，港通天下的宁波迎来了全新的战略
定位——它背靠辐射全球的世界第一大港，拥有雄厚的制
造业基础，有十足的信心和勇气。

下一步，宁波该如何发挥港口的硬核优势更好擦亮世
界城市名片，如何服务广袤的腹地，如何补足科创要素资
源薄弱这一短板？对此，今年宁波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开启
了一轮热议……

核心提示

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宁波打造“双循环”枢纽的底气，得益于其充满
韧性的产业基础。汽车零配件、绿色石化、时尚服装
……这些都是宁波的“金字招牌”。不过，宁波在产
业链现代化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农工党宁波市委
会在集体提案《着力构建“双循环”，提升产业链现
代化水平》中指出，目前宁波在产业链完整性方面有
一些短板，部分产业上下游“两头在外”，与国内衔
接零碎松散。

“比如，宁波的汽车产业整车企业本地配套率仅
20%，与发达国家50%的配套率有很大差距；部分关
键零部件依赖海外市场，存在核心技术‘卡脖子’现
象。疫情期间，高度依赖进口的石化原材料和中间产
品缺乏，对生产造成影响。”

农工党宁波市委会建议指出要加快建设一批标志
性优势产业链，比如石化产业要补齐化工新材料、精
细化工等短板，加强与纺织服装、塑料等产业协同。
同时，宁波要想提升产业链核心竞争力，必须在科研
创新上下工夫。

更重要的是，宁波需要一边向国内市场嵌入制造
产业链，重点瞄准长三角城市优势产业集群，加强产
业链环节对接；一边推进产业链全球化布局，提高全
球供应链协同和配置资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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