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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 长 三 角 区 域 合 作 办 公
室，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派
出的人员在沪集体办公；三省一
市深化交通、产业等 12 个方面的
专题合作，环杭州湾大湾区建设
紧锣密鼓；通苏嘉甬 （南通至苏
州至嘉兴至宁波） 铁路勘察设计
项目开始招标，宁波直达江苏将
有一条“短路”……

新时代需要新抱负。在世界
各城市竞争转向城市群竞争的新
态势下，长三角正在合力下一盘
大棋。

“我们将通过三省一市的共
同努力，把长三角建设成为全国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引领示范区，
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亚太门户，
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
市 群 。” 3 月 6 日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上海团
开放日上如是表示。

长三角全面融合时代来了 。
作 为 长 三 角 南 翼 经 济 重 镇 的 宁
波，如何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全面
融入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大潮
中“抢跑”？

争雄全国
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时代在深刻变化。在产业变
革和科技创新的推动下，中国城
市格局已被改写。原先“北上广
深”变成了“北上深广”，电商的
兴起又让杭州使出了洪荒之力。

数 据 显 示 ， 2017 年 ， 北 京 、
上海、深圳、广州的经济增速分
别为 6.7%、6.9%、8.8%和 7%，深
圳赶超势头明显。上市公司总市
值 排 名 前 六 名 的 城 市 依 次 为 北
京、深圳、上海、杭州、广州和
南京，宁波跻身前十。中国科学
院大学发布的 《中国区域创新能
力评价报告 2017》 透露，全国区
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前三强分别
是广东、江苏、北京，上海位列
第四。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节点，
肩负长三角一体化“领头羊”重
任 的 上 海 ， 如 何 发 挥 排 头 兵 作
用，带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腾
飞？在国内三大都市圈的实力比
拼中，长三角如何与京津冀、珠
三角争雄？

在去年底获批的 《上海市城
市 总 体 规 划 (2017-2035 年)》 中 ，
上海提出主动融入长三角区域协
同发展，推动上海与周边城市协
同发展，构建上海大都市圈，打
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
群。

今年初，上海、江苏、浙江
和安徽三省一市主要领导进一步
作 了 商 议 ， 形 成 许 多 共 识 。 随
后，承担长三角合作与统筹任务
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开
始运作。目前，该办公室 16 位工
作人员全部到位，其职责包括负
责研究拟订长三角协同发展的战
略规划，以及体制机制和重大政
策建议，协调推进区域合作中的
重要事项和重大项目，统筹管理
合作基金、长三角网站和有关宣
传工作等。

“ 长 三 角 的 发 展 形 态 在 变
化，原来是一个特大型城市带动
其他城市，现在则是其他城市与
特大型城市共同发展。”上海社科
院 研 究 员 郁 鸿 胜 说 ， 杭 州 、 合
肥、南京、宁波等多个都市圈的
迅速成长，对于长三角打造世界
级城市群是有利的。

当前，长三角一体化正聚焦
五方面问题：一是规划对接，比
如修复几十条“断头路”；二是战
略协同，复制推广区域内的好经
验；三是深化交通、产业等 12 个
方面的专题合作；四是按照市场
化要求建立长三角地区统一大市
场 ， 共 建 一 批 开 放 性 的 合 作 平
台；五是完善机制。

作为浙江和宁波接轨上海的
“桥头堡”，宁波杭州湾新区和慈
溪市已率先感受到了这股春风。
近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郑栅
洁在两地调研时强调，要全面对
接环杭州湾大湾区建设规划，当
好大湾区建设的标兵，积极参与
长三角城市群分工合作，主动承
接上海的功能外溢和产业转移，
集聚更多的优质资源要素，抢先
一步获得杭州湾经济区建设的巨
大红利。

接轨上海
建好“宁波都市圈”

多年来，宁波一直主动接轨
上海，深度融入长三角，积极承
接上海的辐射，充分用好上海的
溢出效应。特别是最近两年，我
市与长三角城市互动频频，建立
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
作机制。

2016 年 5 月，国务院常务会
议通过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
规划》。会议提出，发挥上海中心

城市作用，推进南京、杭州、合
肥、苏锡常、宁波等都市圈同城
化发展，到 2030 年，长三角要全
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
城市群。

被国家定位为推进都市圈同
城化发展的重要城市后，我市在
交 通 建 设 、 港 口 合 作 、 产 业 对
接、科技创新、商贸旅游等重点
领域，加速推进与上海等长三角
城市的一体化。

2016 年７月，宁波杭州湾新
区宣布全面启动沪甬合作示范区
建设，并提出全方位接轨上海三
年行动计划，力争“十三五”期
间每年引进上海投资项目 200 亿
元以上。去年，上汽大众汽车跻
身宁波第三大纳税大户，复旦大
学宁波研究院成为复旦大学在上
海市以外最大的科技孵化平台，
上海麟沣在新区设立了医疗器械
产业园。

通 过 在 沪 连 续 举 办 “ 宁 波
周”活动，宁波与上海合作的重
大项目超过 700 个，总投资突破
1200 亿元。仅科技人才方面，两
市近年来达成的合作项目就有数
千个，宁波从上海引进各类高级
人才数千人，院 （校）、企共建科
研机构超百家。

“上海与宁波共同推动长三
角城市一体化和协同发展，取得
了良好的成效。”上海市主要领导
评价道。

不仅仅是上海，宁波与江苏
南京、太仓，安徽合肥，以及省
内的杭州、舟山、台州等长三角
城市的合作广度、深度和强度不
断加大。以港口为例，2009 年，
宁波舟山港在江苏太仓投资建设
了第一个大型专业化矿石中转码
头——武港码头；2016 年 11 月，
宁波舟山港集团与南京港集团合
作成立南京两江海运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还开通了至合肥的集装
箱班列，开拓安徽阜阳、淮南等
地内外贸货源，通过皖北海铁通
道到达宁波舟山港。

制造业发达的宁波，还与安
徽合肥、江苏宿迁等长三角城市
实现劳动力资源互补。主营超高
纯度金属材料及溅射靶材的宁波
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
合肥建立了占地 1.2 万平方米的产
业园。“该园区投资额超过２亿

元 ， 每 月 可 生 产 靶 材 成 品 1500
片。”公司负责人说，合肥等城市
正在加速崛起集成电路产业，对
高纯度金属材料及溅射靶材需求
巨大，“而且，这里科技人才充
足。”

随着“沪杭甬大湾区”概念
受 关 注 ， 宁 波 与 杭 州 等 城 市 的
联系更紧密。去年 8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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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宁波各地、各部
门都在主动接轨上海，对接长三
角。”宁波电商经济创新园区经合
局局长鲁旭鹏说，去年园区招商
部门频频赶赴一线城市寻觅人才
与合作伙伴，其中在上海留下了
将近一半的招商足迹，“上海共有
70 多家外国领事馆，绝大多数世
界 500 强企业在沪设立了分公司
或 办 事 机 构 ， 这 里 绝 对 是 招 商

‘大磁场’。”

全面融合
宁波该扮何种角色

“眼下，长三角城市群一体
化发展与区域合作进入新阶段，
将从 1.0 版本上升到 2.0 版本。”中
国区域经济 50 人论坛成员、上海
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学良表示，2.0 版本就是要突破
行政壁垒，在新型城市合作中带
来新的发展增量，通过技术进步
与创新的管理体制机制，形成名
副其实的更强、更巨、更聚的世
界级城市群。

在长三角一体化进入 2.0 版本
的全面融合时代，宁波该担当何
种角色？

“宁波舟山港是长江经济带
龙头的两只‘龙眼’之一，战略
位置十分重要。上海港和宁波舟
山港又是全球最大的港口，其中
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 9 年
位居世界第一。”专家认为，宁波
要用足用好港口优势，与上海唱
好“双港记”，为长三角城市“推
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提
供优质港口物流服务。比如，宁
波可向长三角城市输出海上丝路
指数、专业航运保险等港航服务。

宁 波 要 发 挥 外 贸 名 城 的 优
势，携手长三角城市深入推进外
贸转型升级。“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 览 会 将 于 今 年 11 月 在 上 海 举
办，宁波能否在进口博览会前后
策 划 一 些 活 动 ， 从 中 分 得 一 杯
羹？”市委党校经济学部主任、教
授宓红建议道。此外，宁波可与
上海以及长三角城市进一步加强
合作，努力把中国—中东欧国家
投资贸易博览会办成全国性贸易

平台，助推长三角进口贸易发展。
用 好 长 三 角 地 区 的 高 校 资

源，锻造宁波制造新竞争力。在
长三角城市群中，上海是知识和
科 技 高 地 ， 高 校 和 科 研 院 所 众
多，张江高科技园区正在以全球
视野、国际标准大手笔打造全国
第一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
肥也是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布局重
点城市，拥有中国科技大学、安
徽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一大批
高等院校和国家实验室，科研实
力 仅 次 于 北 京 和 上 海 。 未 来 几
年，宁波要借势借力补足科教短
板。

另一方面，宁波要用好长三
角地区人力资源优势，有序转移
一批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年来，
上海与江苏通过园区共建推动产
业转移风生水起。”市发改委副主
任刘兴景表示，宁波要延伸传统
优势产业的产业链，在安徽、江
苏 省 的 劳 动 力 大 市 跨 区 域 建 立

“飞地式”分园区，探索建立跨行
政区利益共享机制。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
划》 对宁波的角色作了定位，即
成为“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进
一步加强与上海、杭州、舟山等
周边城市的合作，共同开展区域
生 态 建 设 与 环 境 保 护 。 宓 红 认
为，宁波若能抓住长三角全面融
合的机遇，和上海、杭州错位发
展，实现宁波都市圈和浙江港口
经济圈“两圈”联动与融合，做
大做强都市区，就能在长三角城
市群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当前，全国各地正围绕创造
就业岗位、提高工资待遇，降低生
活成本，完善公共服务三个方面展
开人口争夺战。有关资料显示，去
年宁波净流入人口 13 万，位居国
内主要城市前列。随着“三抢”“六
争”战略的深入推进，落户新政实
施，一个让国内外各类人才和务工
人员更加向往、更愿工作、能够
定居的大宁波，正向我们
徐徐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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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夜色下的宁波杭州湾新区绚丽多彩。 （魏涛联 摄）

前天，2018国际半导体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新华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