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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国际消费城市
宁波如何脱颖而出？

建设国际消费城市的“角逐大军”中，宁波如何做出城市
特色，全新赛道上脱颖而出，占据上游优势？

“首先是‘国际’，保持高度国际化，提高进口规模，集聚
全球优质商品；其次是‘中心’，我们的消费场景和服务对象不
仅局限在本市，而是对周边乃至全国形成辐射和供给；再次是

‘消费’，要增强消费意愿、打通消费渠道，提升消费体验；最
后是‘城市’，在抓好城市消费方方面面的同时，也要提升农村
消费，使城乡消费一体化。”张延表示。

具体来说，接下来宁波将继续围绕全国重要的进口消费品
集散中心城市、长三角重要的购物中心城市、全省消费便利化
示范城市三大功能定位，建设接轨国际、辐射国内、惠及民生
的国际消费城市。

由于宁波经济结构因素，与制造业、外贸等相比，服务业
中的商贸服务业与城市地位还不相匹配，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
在40%左右，远低于全国68%的水平。如何用使服务业这块相
对短板成为宁波起跳起飞的“跳板”之一？

给予更多的消费选择，让市民消费留在宁波成为关键。在
2021宁波全年商务工作会议上，提出宁波要以争取纳入国家级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试点为抓手，培育新的消费亮点。

在“国际商圈”打造上持续加强。注入宁波、时尚、国际
等元素，推动“泛三江口”核心商圈提档升级，打造国际消费
地标，扩大本地消费规模和拓展域外消费增量；同时打造东部
新城核心商圈，推进“16444 点线面策”工程，打造成为全市
商业又一核心。同时有效衔接全市商业网点规划，突出差异化
定位、特色化发展。

在夜间经济繁荣发展上持续创新。加快推进海曙、江北、
鄞州省级夜间经济试点（培育）城市建设，打响“夜色甬城”
品牌。继续开展“六名”年度评选活动，评选发布一批消费者
最喜爱的系列品牌，带动线下消费热潮。

做大做强“首店经济”。招引国内外知名品牌在宁波设立全
球性、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品牌首店、旗舰店、体验店，吸引一
批国际高端知名品牌、原创设计师品牌等首发或同步上市新
品；同时，创新发展“老店经济”，挖掘和保护宁波老字号品牌
资源，培育认定首批宁波老字号企业。

持续推进步行街改造提升。加快推进老外滩国家级步行街
试点建设，将老外滩打造成为全国知名、最具流量的打卡地。
提升东鼓道、南塘老街、南部商务区水街3条省级步行街，打造
成为支撑城市区域消费的重要节点。

作为一座开放型经济大市，在宁波着力实施“内外贸融合
发展”行动，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接下来，市商务局将实施外
贸企业开拓国内市场“百千亿”行动，分类梳理上千家外贸企
业适销对路的百种商品，力争在商超、街区、夜市、展会、政
府采购等国内渠道，实现千亿元商品销售额。

他山之石

其他城市有哪些好经验

值得注意的是，在做出城市特色方面，部分城市已经摩拳
擦掌。如上海提出做强“首店经济”、夜间经济、品牌经济，打
造一批智慧购物示范场景、商业消费体验中心；北京准备推动
扩大健康、养老、文旅、体育等服务消费；广东则计划推动建
设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市内免税店。

“首店经济”是上海的一张王牌。根据第三方机构中商数据
发布的《2020年上海首店重点商圈报告》，尽管受到疫情等因素
的影响，上海市场依然彰显着高度的吸引力和生命力，2020年
上海引入各类首店909家，其中，上海城市首店、华东首店、全
国/大陆首店、亚洲/全球首店分别为753家、26家、118家、12
家，2020年首店开业数量较2019年出现个位数下降。

据了解，上海商务工作已经谋定了“八项行动计划”，其中
“消费升级计划”明确，今年上海将以办好第二届“五五购物节”
为契机，着力培育高端消费，建设全球新品首发地，打造一批首
发经济示范区和新品发布地标性载体，力争新增首店800家。

克服重重困难
宁波消费优势"加速成长"

实际上，自 《宁波市建设国际消费城市实施方
案》以来，在过去一年间，宁波商业不断提质扩容、
创新发展，消费优势加速成长。

从社零总额来看，消费升级态势明显。2020年，
宁波全年全市实现社零总额4238.3亿元，同比下降
0.7%，高于全国全省3.2、1.9个百分点。商品销售额
35609.3亿元，同比增长7.6%，高于全省1.1个百分
点。网络零售额2512亿元，同比增长10.9%，规模居
全省第三。

“去年整体是非常困难的，单从最后的社零数据来
看，宁波超过了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是近几年所罕见
的。很大程度上能否反映宁波国际消费城市的推进工
作取得了很大成效。”宁波市商务局局长张延表示。

去年以来，在“新消费”行动的推动下，全市消
费市场加快复苏。宁波购物节期间，陆续举办了240
余项购物节其他促销活动；2020食博会邀请了来自全
国26个省市的1200多家企业，吸引了11万余人次，
线上线下成交金额和意向采购协议金额达25亿元。

与此同时，我市还创新消费举措，以消费券挖掘
消费市场潜力，探索发展消费新模式新业态。2020年
4月至10月，我市与支付宝、银联合作，市级层面投
入1.97亿元，发放了3期12轮电子消费券，各区县
（市）发放消费券超4亿元，参与商户超过10万家，加
速推动消费市场回暖向好。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过程
中，宁波涌现出一批能够扩大引领消费、促进产业结
构升级、拉动经济增长的新载体和新引擎，新型消费
加速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市实现网络零售额达
到2512亿元，同比增长10.9%左右；居民网络消费额
1622.8亿元左右，同比增长9.8%。全市约有三分之一
以上的创业创新项目集中在互联网领域，电子商务在
促进消费、开拓市场、稳定就业，以及助推产业升级
等方面作用日益凸显。

一个城市要实现“卖全球”“买全球”，更高水平
开放不可或缺。长期来看，我市顺应消费升级大趋
势，不断丰富着优质消费品供给，鼓励外贸企业从外
销“一条腿”到内外“双循环”齐步走。

与此同时，进口消费品的供给也大幅度增加。据
宁波海关统计，2020年宁波口岸进口消费品总额366
亿元，增长16.1%；9月份大幅攀升至今年进口峰值，
当月进口42.4亿元，环比大增68.4%。其中，日化用
品类进口形式持续向好，进口美容化妆品及洗护用品
92.5亿元，增长21.1%。

20多个城市争建国际消费城市
宁波如何脱颖而出？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消费带动
经济增长，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今年，“培育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在此背景下，各地热情更为高涨，纷纷相
应出台落地政策。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
已有2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推动消费升级。

一场城市间的消费拉锯战悄然开启。

新消费升级提速，
多地争建国际消费城市

今年以来，多个城市掀起打造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热潮。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上
海、天津、杭州、广州、成都、宁波、武
汉、重庆、西安等20多个城市都陆续提出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动消费升级。

那么，如何定义一座城市是“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

早在2019年，商务部等14部门印发了
《关于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指导意
见》（下称《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是现代国际化大都市的核心功
能之一，是消费资源的集聚地，更是一国乃
至全球消费市场的制高点，具有很强的消费
引领和带动作用。

简而言之，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以“买全
球、卖全球”为鲜明特征。《指导意见》的印
发，可以说是吹响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竞争
的“号角”。同年，宁波正式印发了《宁波市
建设国际消费城市实施方案》（下称 《方
案》），并提出了具体目标。

《方案》提出，围绕全国重要的进口消费
品集散中心城市、长三角重要的购物中心城
市、全省消费便利化示范城市三大功能定
位，宁波将建设接轨国际、辐射国内、惠及
民生的国际消费城市。加快构建消费品供
给、消费空间布局、消费业态创新、消费商
贸服务、消费环境保障五大体系，力争到
2021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5300
亿元，年均增长8%以上。

围绕“买全球、卖全球”，我市将构建国
内进口商品集散网络，打造中东欧消费品进
入中国的首选之地，打造全国重要的进口消
费品集散中心、配送中心和交易中心。力争
到2021年，消费品进口额达到360亿元，年
均增长30%以上，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到
240亿美元，年均增长17%以上。

与此同时，以“一小时步行圈”慢行系
统网络为纽带，把“泛三江口”打造成国内
一流、国际有影响力的地标性核心商圈；争
取将品牌连锁便利店数量发展到1450个，创
建省级高品质步行街6条以上，形成国际国
内优质消费品和品牌集聚高地、消费新业态
和新模式集聚高地。

进入2021年，面向“十四五”的新阶
段，“国际消费城市”这一战略布局更加具有
深远意义。

根据《宁波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在深度融入新发
展格局，建设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的背景
下，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到202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
6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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