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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包凌雁

一季度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35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
比增长 7.6%，增速快于全国 0.8 个
百分点，快于全省 0.2 个百分点。
市统计局表示，对于一季度的“成
绩”，可以用“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开局良好”来形容，具体表现
为产业平稳增长，需求总体稳定，
结构调整继续优化，新兴动能不断
壮大，质量效益稳步提升，社会民
生持续改善。

平稳增长质量提升

经济增速延续了去年以来平稳
增长的态势，一季度增速快于全国
全省水平，反映了增长的稳健性特
征愈加明显。一季度，我市产业升
级的特征更加明显，先进制造业发
展水平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提
速 。 全 市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8.6%，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
加值 804.5 亿元，增长 8.4%，规模
以下工业增加值增长9.4%。

分行业看，规模以上工业 35
个行业大类中，24 个行业增加值
实现正增长，增加值总量排名前十
位的行业中，全部呈正增长，其中
汽车制造业增长 16.1%，烟草制品
业增长 14.7%，专用设备制造业增
长13.0%。

服务业总体平稳，全市服务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7.5%，营利性服
务业和批发零售业保持较好的增长
势头，分别增长 22.8%和 7.3%，合

计 对 服 务 业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达
76.1%。营利性服务业营业收入快
速增长。1 至 2 月，其他营利性服
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39.7%，其中人
力资源和软件信息行业营业收入分
别增长49.1%和36.0%。

同时，政府、企业和居民口袋
逐渐充盈，也是质量进一步提升的
显著标志。一季度，全市完成财政
总 收 入 885.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4.1%，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 444.5 亿元，增长 10.9%。企业
效益增势良好，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总额 152.5 亿元，同比增
长 19.2%； 利 税 总 额 257.5 亿 元 ，
增长 18.0%。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
为 7.0%，比去年同期提高 0.3 个百
分点。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534 元，同比增长 8.0%，其中城
乡 居 民 的 财 产 性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11.3%，这较去年同期有了一个大
幅提高。

结构调整持续优化

新旧动能有效转换，事关宁波
经济顺利转型。统计显示，当前经
济运行活力日益增强，以新产业、
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新经
济蓬勃发展，成为推动经济平稳增
长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工业结构继续优化。一季度，

规模以上工业中，战略性新兴产
业、节能环保产业、高端装备制造
业、装备制造业、信息经济核心产
业 等 产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6.9% 、 12.9% 、 12.8% 、 11.5% 和
8.5%，增速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节能环保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高端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产
业分别高出全省相关产业增速 5.5
个百分点、3.9个百分点、3.9个百
分点、0.8 个百分点。这些新兴产
业发展势头良好，成为引领全市工
业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力量，对工
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显现。
产能利用率处于较高水平。据规上
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景气调查显示，
一季度企业主要产品产能利用率达
82%，与去年一季度基本相当。资
产负债率继续下降。2月末，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
55.7%，比去年同期下降1.1个百分
点。单位成本低于全国全省水平。
1 至 2 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
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 82.6
元，比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低
1.4个百分点和0.6个百分点。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不
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激
发了市场主体活力。一季度工业投
资增长 18.3%，其中高新技术工业
投资增长 15.7%；基础设施投资增

长 0.4% 。 一 季 度 民 间 投 资 增 长
26.2%，民间投资中，项目投资、
房地产开发投资分别增长 23.4%和
27.9%。

外贸大市持续发力，出口占全
国份额继续提高。一季度实现自营
进出口总额1881.3亿元，同比增长
11.5%，其中出口 1174.3 亿元，增
长 10.1% ， 出 口 占 全 国 份 额 的
3.32%，比去年同期提高 0.11 个百
分 点 ， 进 口 707.0 亿 元 ， 增 长
14.0%。同时，一季度，全市新批
外商投资项目 119个，比上年同期
增加 12 个；合同利用外资 13.4 亿
美元，同比增长 68.6%；实际利用
外资 11.9 亿美元，增长 3.7%，增
速比去年同期和去年全年分别提高
21.8个百分点和14.4个百分点。

消费需求稳中有升

一季度，全市完成全社会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911.9 亿元，同比
增长 10.6%，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
3.0 个百分点。完成限额以上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 358.3 亿元，增长
11.5%，比去年同期提高8.1个百分
点。其中汽车销售表现抢眼，实现
零 售 额 131.6 亿 元 ， 增 长 15.2% ，
拉动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 5.4 个百分点，是消费品市场
增长主要动力，其次则为家具和文

化办公用品类商品。
一季度，宁波市区居民消费价

格同比上涨 1.9%，涨幅较去年同
期上升 0.3 个百分点。从 8 大类来
看，一季度价格同比指数呈现“五
升三降”格局，居住、食品烟酒、
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生活
用 品 及 服 务 类 价 格 分 别 上 涨
4.3%、2.3%、2.3%、1.7%和 0.9%；
其他用品和服务、交通和通信，衣
着类价格分别下降 1.0%、0.7%和
0.1%。

小面积二手房价格上涨明显。
3 月 1 日，我市正式实施 《宁波市
区户口迁移实施细则 （试行）》，
购房落户取消了原来 100 平方米
的限制。从统计数据显示，一季
度我市房地产市场继续保持平稳
的态势并没有变化。1 至 3 月，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小幅上涨，新建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指数分别
为 100.7、 100.2 和 100.3； 二 手 住
宅 销 售 价 格 环 比 指 数 分 别 为
100.4、100.3和100.9。同比涨幅回
落，1至 3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
价 格 同 比 指 数 分 别 为 106.2、
106.0 和 105.5； 二 手 住 宅 销 售 价
格 同 比 指 数 分 别 为 107.2、 107.2
和 107.4。

购房落户限制的变动，主要是
对二手房市场的小户型住宅影响较
大。从 3月份数据来看，相比大面

积住宅，小面积住宅价格上涨更快；
相比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价格上
涨更快。其中，90 平方米及以下的
二手房价格上涨最为明显，同比上涨
8.1%，较上月 （未取消落户限制） 提
高 0.6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1.1%，较
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

先行指标态势向好

“尽管一季度全市经济实现了良
好开局，但也要看到，外贸运行的不
确定性上升，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的问题仍然突出。”市统计局分析，
受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汇率波动等因
素影响，外贸运行不确定性明显加
大。

尽管如此，统计局表示，保持经
济平稳增长的有利条件也同样存在，
先行指标呈向好态势，比如，先行指
标处于景气区间。从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 数 看 ， 3 月 宁 波 PMI 指 数 为
52.4%，比上月提高 2 个百分点，高
于全国 0.9 个百分点，处于景气区
间，大型、中型、小微型企业 PMI
指数环比均有提升，表明随着春节
后企业陆续开工，生产经营保持稳
步扩张态势。消费信心指数运行处
于“乐观”区间，一季度消费者信
心指数 （CCI） 为 126.7，较去年三
季度提高 4.9 个点。制造业用电稳步
增长，一季度制造业用电量 113.3 亿
千瓦时，增长 10.1%，31个制造业行
业中 26 个行业用电实现正增长，呈
现稳步增长态势。交通运输增长较
快。

市统计局表示，下阶段全市仍要
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决策部署，
积极对接国家、省改革导向和政策举
措，按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全
力推进“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
动，聚焦改革、发展、民生，推动全
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气象
——从我市一季度经济数据看稳增长、优结构、质效提升

本报记者 殷 聪
通讯员 储昭节 王鹏翔

一亩地的想象空间有多大？宁
波威孚天力增压技术有限公司的
答案是：销售额 7 年内增长近 6
倍。这家占地 54 亩的高新技术企
业凭借自主创新，成功研制汽车
专用涡轮增压器，填补国内乘用
车涡轮增压器领域技术空白。去
年 11 月，威孚天力的技改项目成
功 入 选 工 信 部 “ 工 业 强 基 ” 工
程，跻身国内汽车零部件生产一
流企业行列。

威孚天力的蝶变是江北发展理
念与发展方式转变的缩影。进入

“十三五”以来，“缺土地”一直困
扰着江北的进一步发展。如何突破
瓶颈，推进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实
现高质量发展？江北的答案是：深
入推进“亩均论英雄”，以“精耕
细作”颠覆“大全重广”，以动能
重构摒弃规模依赖，抓准产业发展
热点及企业转型痛点，让触碰“天
花板”的亩均产能实现蝶变。

亩均效益论高下

自 2015 年起，江北积极探索
建立基于“亩均效益”的工业企业
分类综合评价体系，对全区 284家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 349 家占地 5
亩 （含） 以上的规模以下工业企业
进行“亩均税收”“亩均增加值”

“全员劳动生产率”“单位能耗工业
增加值”“单位排放工业增加值”

“R&D 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占比”
六项指标分类综合评价，综合打分
后 将 企 业 分 为 A、 B、 C、 D 四
类，逐步探索形成政策引领、分类
指导、典型示范、机制保障的新模
式，对高产企业实行政策性倾斜，
对低效企业逐步改造腾退。

“‘亩均论英雄’的一个重要
目的，是为了集约用地出效益，对
亩产效益高的企业试行政策倾斜，
以此解决过往多年资源要素配置中
的错配、低配问题。”江北区经信
局相关负责人说，依托“亩均论英
雄”改革，同样一亩地，换个打开
方式，画风截然不同。在 2016 年
度全省县域“亩均论英雄”榜中，
江北亩均税收取得了总量和增量均
位 列 全 省 前 10 位 的 好 成 绩 。 在
2017 年度宁波市推进企业综合评

价、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工作
现场会上，江北在全市综合评价工
作考评中排名第二。

高进低退全覆盖

“企业综合评价体系中亩均税
收指标占比50%，这项指标在企业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权重最
高、含金量最足。”该负责人说，
根据评价得分结果，A、B 类企业
将获得更多红利，C、D 类企业面
临多重束缚，倒逼落后产能和严重
过剩产能退出，推动资源要素向高
效益、高产出、高技术、高成长型
企业集聚。

在新一轮的企业分类综合评价
工作中，江北区的政策引导与实施
方案呈现出与时俱进、走在前列的
鲜明特点。在政策引导方面，江北限
制 D 类企业享受政策资源和分类
调控完善低效企业淘汰退出的基础
上，新制定的“三十强”“小巨人”“新
锐企业”等企业评选中，明确要求企
业综合评价需在B类以上。

在评价范围方面，江北针对规
模以下工业企业，从占地 5 亩（含 5
亩）以上的工业企业拓展到全部拿
地企业，力争实现规上与规下拿地
工业企业综合评价“全覆盖”。江北

在积极探索资源要素差别化供给机
制的同时，力争成为首批市级试点，
为全市相关改革工作提供“江北经
验”。

“亩均论英雄既坚持动力转换，
又促进降本减负，推动企业评价体
系从以提高单纯产出量为导向，向
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导向升级，
其本质是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
获得最大的产出效益，追求的是产
业结构不断优化。”江北区经信局相
关负责人说，如今，江北的“亩均论
英雄”的理念不仅体现在存量企业
中，还嵌入了都市工业招商引资领
域。

不搞零敲碎打，而是锁定主导
产业，精准招商，靶向招商，引进
高亩产企业和项目作为首要目标。
对核心团队不来、亩均产出不达
标、能耗消耗过高、研发能力欠
缺、高端人才只挂名的项目，一律
向客商提出及时反馈沟通，不予支
持其他政策优惠，列入选商选资的

“负面清单”，成为江北都市工业招
引新做法。

随着“亩均论英雄”改革的不断
推进，“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新
江北，正在加快高端要素集聚，促
进都市工业“争先跨越”，书写越
来越多属于自己的精彩。

江北：以“精耕细作”颠覆“大全重广”
工业“亩均论英雄”
助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王岚 通讯员朱
琼） 最近，城市里交通最为繁忙的
几条道路以及部分城区快速路高架
桥两侧，大红、粉红、玫红等各色
月季花盛开了，给春天增添了另一
种绚烂色彩。

记者从市城管园林局了解到，
为进一步加快“绿盈名城，花漫名
都”建设，切实提高城市绿地品位
和档次，今年我市着力打造“一
路一花，一路一品”，计划建成多
条特色花卉景观大道，打造城市
多彩迎宾带。目前，我市中心城
区多条主要道路正在推进以“月
季”为主要观赏花卉的景观大道
改 造 提 升 ， 如 海 曙 区 的 丽 园 北
路、鄞州区的首南中路、江北区
的大庆南路等。

近年来，我市城管园林部门
在中心城区陆续开展花卉特色道
路改建项目，效果日渐显现。其
他辖区也通过花卉景观打造，呈
现出繁花似锦的效果，如鄞州区
四 明 中 路 、 北 仑 区 高 速 出 入 口
等。

中心城区多条主要道路打造月季景观

右图为高架桥两边盛开的月
季。 (王岚 朱琼 摄)

本报讯 （记者王珏 黄程
余姚记者站谢敏军） 余姚智能机
器人小镇建设，一派繁忙景象。
一期职工食堂、超市等配套设施
已投入使用，二期 7万平方米标
准厂房主体也已完工。总投资
8.68亿元、小镇核心的城市客厅
项目快马加鞭，其中综合服务中
心将在5月初完成装修。

引资引才引项目，余姚举全
市之力打造宁波智能经济示范区
的“起爆点”和“主引擎”。
小镇以中兴集团等企业为投资主
体，设立蔚蓝智谷、中创工信、
西电天朗等7个基金，总规模30
亿元，全力支持落户项目发展。
去年 5 月成立的浙江大学 （余
姚） 机器人研究院，聚焦培养机
器人行业急需的交叉复合型高层
次人才，成立了杰曼康复机器人
研发中心、智慧园林联合研发中
心等多个机构。

浙江智川机器人工程公司月产
量达 450 台，去年产值 2.5 亿元，
成为高端工业机器人制造业的一匹

“黑马”。宁波中科莱恩机器人公司
入驻两年即与华晨宝马、丰田、本
田等品牌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建立
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势
头迅猛。

目前，小镇已签约机器人及智
能装备项目 39 个，总投资 68 亿
元，预计到 2020 年将实现工业总
产值100亿元。

5 月 9 日至 11 日，第五届中国
机器人峰会暨智能经济人才峰会将
在余姚举行。峰会期间，海内外机
器人、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行业顶
尖专家与企业家等，将围绕“知行
合一，让 AI 与机器人更融合”的
主题开展交流探讨，并举行首届中
国高校智能机器人创意大赛、第二
届全球智能智造创新创业大赛等系
列活动。

人财智“三箭”打造产业圈
余姚智能机器人小镇呼之欲出

本报讯（记者董娜 通讯员
法贵 施斌） 记者昨日从市税务
部门获悉，自 5 月 1 日起，全市
将统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
准。此举将实现国地税“执法一
把尺子、处罚一个标准、行为一
个准绳”，减少税务机关行政处
罚的随意性，进一步保护纳税人
的合法权益。

记者在税务部门发布的《宁
波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
法 （试行）》 中看到，裁量权
基准包含违法违章种类、违法
行为、处罚依据、裁量阶次、
适 用 条 件 和 具 体 标 准 6 项 内
容，将常见的税务行政处罚事
项 划 分 为 8 大 类 违 法 违 章 种
类、53项违法行为。

实施办法最大的亮点在于
贯彻“首违不罚”，鼓励企业自
纠，推动柔性执法。针对税务

登 记 、 账 簿 凭 证 管 理 、 纳 税 申
报、税款征收、税务检查类、发
票及票证管理、社保费征收等环
节，如纳税人是首次违法且情节
轻微，在税务部门发现前主动改正
的或在期限内改正的，税务部门不
予行政处罚。

同时，以“案例指导”确定执
法“标准杆”。税务部门将发布典
型案例，以案释法，有助于纳税人
正确理解适用处罚基准，通过个案
提炼形成处罚规则，增强裁量基准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实现“同案同
罚”。

此外，对纳税人的同一个违
法行为实行“一事不二罚”，只要
在全市范围内任一税务部门接受
过罚款的行政处罚，其他税务部
门均不得再对其处以罚款，有效
减轻纳税人负担，促进征纳关系
和谐。

下月起我市统一
税务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本报讯(记者杨绪忠 通讯员
吴倩倩)宁波新日月酒店物业股份
有限公司日前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这意味着全市新
三板挂牌企业达到150家。

“新日月”为宁波本土第一
家以物业服务为主业的新三板挂

牌企业。公司隶属于浙江广天日月
集团，是国家物业服务一级资质企
业，集酒店、物业经营管理、餐饮
服务、物流配送、家政服务等为一
体的综合服务公司。该公司下辖
21 家 分 公 司 ， 拥 有 员 工 5000 多
人，在管项目300多个。

宁波首家物业公司挂牌新三板
全市新三板企业达到15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