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二十周
年之际，国家发改委与粤港澳三
地政府正式签署 《深化粤港澳合
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宣
告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的顶层制度
框架初步搭建并正式启动。

日前，浙江省党政代表团赴
上海考察访问时，提出与上海共
同 谋 划 推 进 环 杭 州 湾 大 湾 区 建
设，受到上海市的积极响应。

8 月 7 日，省委常委、杭州市
委 书 记 赵 一 德 赴 宁 波 考 察 时 提
出 ， 杭 州 将 放 大 视 野 、 迈 开 脚
步，在打造大湾区方面加强与宁
波的交流合作，共同唱好“双城
记”。

湾区经济体现了城市群经济
和海洋经济的完美结合，是孕育
世 界 港 口 名 城 的 重 要 载 体 。 在

“粤港澳大湾区”从概念走向前台
的同时，以上海、杭州和宁波三
个环杭州湾地区联手打造的“环
杭州湾大湾区”也呼之欲出。

“大湾区”时代渐行渐近

在旧金山湾区周边不到 1.8 万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集聚着世界
上最具影响力的高估值企业：苹
果、谷歌、脸书、惠普、特斯拉
等 科 创 领 域 巨 头 ， SpaceX、
Uber、Airbnb 等独角兽企业都发
源于此，大量初创企业源源不断
地在这里孵化、成长。

作为一种高端的经济形态，
湾区经济已成为世界众多一流城
市 发 展 的 共 同 趋 势 ， 如 纽 约 湾
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
无不是“开放、创新、宜居、国
际化”的代名词。随着我国区域
发展格局不断创新变化，继城市
群、都市圈后，“大湾区”也成为
了重构国内经济地理版图的“热
词”，为城市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
与战略机遇。

在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
告中，省委书记车俊提出要”谋
划实施大湾区建设行动纲要，重
点建设杭州湾经济区。”湾区建设
已成为浙江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创新。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
宪建议，应将“沪杭甬大湾区”
发展规划提上议事日程，发挥组
合优势，共建中国引领全球经济
增长的区域科创中心和新经济策
源地、集聚地。与粤港澳大湾区
包括 9+2 城市一样，沪杭甬大湾
区除了上海、杭州和宁波外，也
将覆盖嘉兴、湖州、绍兴、舟山
等城市。

“‘沪杭甬大湾区’综合条
件优越，完全有理由在粤港澳大
湾区之后，成为中国又一个站在
全球城镇体系顶端的湾区。”宁波
市 人 民 政 府 发 展 研 究 中 心 专 家
说。类似于粤港澳大湾区中的香
港 ， 上 海 是 沪 杭 甬 大 湾 区 的 核
心，将发挥其金融和科创优势；
杭州将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互联网+”创新创业中心；宁
波则是重要的港口城市，将成为

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集
聚地。

凭借这一平台，宁波将显著
提 升 对 全 球 顶 尖 资 源 的 吸 引 能
力、配置能力，集聚一批以宁波
一城之力难以获取的重大项目、
精英人才、创新要素，加快推进
自身转型发展，打造亚太地区重
要门户城市。

三大优势打造“大湾区”

宁波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
心 专 家 分 析 认 为 ， 宁 波 港 口 发
达，制造业成熟，在发展湾区经
济中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

湾区经济靠港而生、依湾而
兴。宁波拥有全球货物吞吐量第
一、集装箱吞吐量第四的大港，
这是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
今年上半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
吐 量 达 5.15 亿 吨 ， 同 比 增 长
11.3%；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238.6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4.6%，在浙
江打造世界级港口集群中发挥了

“大龙头”作用。
宁波制造业实力雄厚，是全

国首个“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
范城市、九大工业行业之都和质
量强市示范城市。今年以来，宁
波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着力
推进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
新技术、新模式的发展，工业经
济 呈 现 了 “ 稳 中 向 好 、 好 中 有
进”的发展态势。上半年，我市
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分 别 实 现 增 加 值
753.9 亿元、649.2 亿元、416.9 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 13.8%、11%、
12.8%，都超过了规上工业增加值

9%的增速。在产业转型升级完成
之后，宁波将成为“沪杭甬大湾
区”中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
业的集聚地。

“在环境优美的地方兴起创新
风潮。”舒适宜居的生活环境是吸
引顶级人才落户的重要条件，也
是湾区建设的有力支撑。宁波枕
山面海、拥江揽湖，兼具江南水
乡和滨海城市特色，是国家优秀
旅游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而调研发现，打造“沪杭甬
大湾区”仍任重道远。“尽管沪杭
甬各有各的优势，但由于一些制
度壁垒、行政分割，资源融合的
优势还没有发挥出来。”专家分析
称。目前，因缺乏强有力的统筹
协调，各城市“分头干”，在产业
布局、港口建设、旅游开发、生
态保护等方面的合力不强，一些
区 块 存 在 着 定 位 不 明 、 特 色 不
足、功能雷同等问题。

此外，部分区域基础设施建
设整体滞后，共享程度低，一定
程 度 上 制 约 了 城 市 间 的 互 联 互
通。如三门湾区域对外高等级公
路欠缺，建设等级低，对内连通
性不足，呈现末端式交通格局；
同时，电力、通讯等设施建设相
对不足，难以支撑区域较大规模
开发建设的需要。宁波杭州湾新
区主要通道通行能力有限，已不
能满足宁波与杭州、上海等主要
城市的沟通联系。

生态优先拥抱”湾区经济“

借 鉴 世 界 知 名 湾 区 发 展 经
验，以及国家关于推动粤港澳大
湾区的战略思路，宁波应抢抓湾
区经济发展机遇，积极投身参与

“沪杭甬大湾区”建设，进一步
提 升 宁 波 城 市 的 辐 射 力 和 影 响
力。

纵观世界三大湾区，城市间
差异化发展策略是实现湾区经济
集合效应的关键，如在纽约湾区
中 ， 纽 约 市 区 是 金 融 和 文 化 中
心，长岛在科研和工程领域实力
突 出 ， 新 泽 西 州 则 以 制 药 业 见
长。宁波应明确自身在“沪杭甬
大湾区”中的定位，抓亮点强长
板，持续发挥自身在制造业、港
口等方面的优势。

专家指出，宁波应重点发展
杭州湾和梅山两大省级产业集聚
区，继续做大做强汽车制造、进
出口贸易等产业，引进高端服务
业态，加速产城融合，提升城市
品位和档次；要按照资源禀赋和
功能定位，加快推进涉海产业功
能 区 块 建 设 ， 重 点 推 动 梅 山 新
区、国际海洋生态科技城、象山
临港重装备产业园、宁波南部滨
海新区等湾区经济功能区块特色

发展，错位发展。
”要想富，先修路。”发达的

交通网是湾区高效配置人才、资
金和产业的前提。宁波市人民政
府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建议，要加
快打造内畅外联大交通体系，实
现湾区内部轨道交通、公路、机
场 等 高 效 衔 接 。 在 轨 道 交 通 方
面，宁波应建设一批运量大、票
价低、班次多、车速快的湾区交
通网；按“零距离换乘，无缝化
衔接”要求，推动完善宁波市区
内地铁网络。在航空方面，加快
建设宁海、梅山、杭州湾等通用
机场。

“我们现在要建立的大湾区不
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湾区，更是一
个制度上的湾区。”新加坡国立大
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宁
波 应 加 快 制 度 创 新 ， 加 强 与 上
海、杭州、舟山的合作。上海作
为长三角龙头和世界级都市，辐
射能力巨大，宁波应抓住此次湾
区建设契机，建立起沪甬间更多
跨海联系通道，打造更为密切的
沪甬关系。作为浙江省的两大经
济龙头，杭州与宁波应认真落实
省委“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
不断巩固拓展深化互学互鉴、互
帮互助、互利互惠的交流合作关
系。舟山与宁波之间则可从港口
一体化开始，推动产业协同、城
市对接、公共服务统筹，进一步
加快一体化进程。

宁波在参与湾区建设时，应
秉持生态优先原则。湾区生态极
易 受 到 工 业 化 、 城 市 化 发 展 影
响，开发建设前需牢固树立保护
优先理念。专家建议，要强化主
要污染物减排工作，狠抓城镇污
水处理厂及管网建设进度，加快
推 进 重 污 染 高 能 耗 行 业 整 治 提
升，加强陆源入海排污口的监测
评估。要大力实施生态修复及整
治工程，发展休闲渔业和海洋旅
游。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
支持宁波杭州湾新区湿地公园、
梅山蓝色港湾建设以及花岙岛的
保护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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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杭州湾大湾区呼之欲出

沪杭甬打造湾区经济最铁“朋友圈”
新闻内存

今年上半年，宁波舟
山港货物吞吐量达 5.15
亿吨，在浙江打造世界级
港口集群中发挥了

“大龙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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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打开“家门”互联互通

借八方之风扬四明山之光

7 月 1 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林念修在“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
区 合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论坛
上作主旨演讲，首次向外界通报了
粤港澳大湾区的下一步六项重点工
作。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是由广
州等9市和香港、澳门形成的“9+
2”城市群。业界指出，随着区域
内经贸往来的便捷度不断提升，粤
港澳三地将迎来协同发展的新机
遇，不过三地如何错位发展也将成
为未来发展之路上的新课题。

实际上，这一次并非是粤港澳
大湾区首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早在 2009 年，粤港澳三地政府有
关部门在澳门联合举行《大珠江三
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研究》成
果发布会，提出把“湾区发展计
划”列为空间总体布局协调计划的
一环。到了今年 3月，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
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
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
此举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次上升
到国家战略层面。

据林念修透露，推进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共建
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支持
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是共建粤港澳大
湾区最为重要的六大支柱。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产业经济研
究所所长陈及指出，加快大湾区基
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高粤港澳地区
的便利性，为地区间贸易往来打好
基础，“粤港澳大桥建成之前，原本
从珠海到香港的公路交通可能要花
费 4 个小时，现在半小时左右就能
到达，商贸往来将更加快捷、频繁”。
不过陈及也提醒，在硬件基础打好
后，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双方体制
和规则的不相容性也是一大问题。

据了解，粤港澳大湾区“9+
2”城市群，指的是广州、佛山、
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
中山、江门 9 市和香港、澳门 2 个
特别行政区。

（金鹭 整理）

5.15亿吨

吉利汽车总装车间工人正在装配汽车。（金鹭 摄）

图为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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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环杭州湾
大湾区”这一平台，
宁波将显著提升对
全球顶尖资源的吸
引能力、配置能力，
打造亚太地区重要
门户城市。

打造“沪杭甬大
湾区”仍任重道远。
“尽管沪杭甬各有各
的优势，但由于一些
制度壁垒、行政分割，
资源融合的优势还
没有发挥出来。”

粤港澳大湾区
合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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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开放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