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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之后，我们将锐意进取、乘势而
上，全力书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宁波篇章，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中争先进位、赶超一流，向着第
二个百年目标奋力进军。”陈仲
朝表示，按照市委十三届三次全
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宁波市委关
于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加快推进

“名城名都”建设的决定》 的部

署安排，主要分两个阶段：
第 一 阶 段 ， 从 2020 年 到

2035 年，在高水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
年，高水平完成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的目标，成为具有较高
国际知名度的“名城名都”；

第二阶段，从 2035 年到本
世纪中叶，在高水平完成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基础
上，再奋斗十五年，建成具有较
强国际竞争力的“名城名都”。

宁波未来：
建成具有较强
国际竞争力的“名城名都”

记者 包凌雁

40 年沧桑巨变，40 年辉煌成就。上周五，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
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仲朝发布宁波改革开放 40周年经济社
会发展巨变。

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三次产业
结构从1978年的32.348.019.7
演变为2017年的3.251.845.0，
基本形成以智能经济等新经济动
能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
务业为主体、现代农业为支撑的
产业发展体系。第一产业增加值
从 1978年的 6.5亿元增加到 2017
年 的 314.1 亿 元 ， 年 均 增 长
4.2%。第二产业增加值从 1978
年的 9.7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5105.5 亿元，年均增长 14.8%，
基本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制造
体系，拥有 8个千亿级优势产业
集群，锻造出 162个全国“单打
冠军”。第三产业增加值从 1978
年的 4.0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4427.3 亿元，年均增长 13.8%。
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余额分别
达 到 17392.5 亿 元 和 17125.3 亿
元 ， 分 别 是 1978 年 的 3465 和
2488倍。

民营经济是宁波经济的最大
亮点。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民
营经济成为推动发展的主力军，
贡献了全市 80%的税收、约 65%
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出口、85%的
就业岗位、95%以上的上市公司
与高新技术企业。17 家宁波企
业跻身“2017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数量居全国城市第七位。

国际大港地位全面奠定，开
放经济勇立潮头。1978 年宁波
港的货物吞吐量仅有 214 万吨，
2017 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
10.1亿吨，是世界上首个超“10
亿吨”的大港，连续 9年蝉联世
界港口吞吐量第一；集装箱吞吐
量达 2461 万标箱，位居国内第
三、全球第四。1985 年全市外
贸 进 出 口 额 仅 为 0.1 亿 美 元 ，
2017 年达到 7600.1 亿元 （折合
1122 亿美元），是浙江省首个、
全国第 8个进出口总额超千亿美
元的城市。

创新驱动发展加速。研究与
试验发展 （R&D） 经费支出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从 2010 年的
1.66% 提 高 到 2017 年 的 2.46% ，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量 从 2010 年 的
1209 件 增 加 到 2017 年 的 5382
件。创新主体大幅增加，培育省
级企业研究院 69 家、市级企业
研究院 123家、省级高新技术企
业研究开发中心390家。

现代都市璀璨夺目。改革开
放初期，宁波城市建成区面积狭
小，仅有 18.3 平方公里，2017
年市区面积扩大到 3730 平方公
里，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 345.49
平 方 公 里 。 全 市 人 口 规 模 从
1978年的458万人增长至2017年
的 800万人，1978年非农人口比

例为 13.9%，2017 年城镇化率达
到 72.4%。城乡一体化水平走在
前列，慈溪、余姚跻身全国 20
强县 （市）。2017 年的城乡居民
收入比缩小为1.81，低于全国
平均的2.711。

现代交通建设日新月异。基
本形成“一环六射”高速公路主
骨 架 ， 高 速 公 路 总 里 程 达 到
513.9 公里，公路网密度居中等
发达国家水平。中心城区形成以
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
体、出租车为补充、公共自行车
为延伸“四车一体”的公共交通
体系。

居 民 生 活 品 质 大 幅 提 升 。
2017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达 55656 元 ， 为 全 国 的 1.53
倍，是 1978 年的 181.9 倍；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0871 元，
为全国的 2.30 倍，是 1980 年的
139.1 倍。城乡居民收入分别位
居15个副省级城市第二和第一。

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完善。基
本建立全市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17
年末职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
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参保人数
分别达到 429.6 万人、380.8 万
人 、 269.3 万 人 、 330.9 万 人 和
266.2 万人，城乡三项医疗保险
参保率超过95%，大病医保制度
实现全覆盖，医保待遇水平居全
国城市前列。

教 育 医 疗 事 业 蓬 勃 发 展 。
1978 年各级各类学校在校学生
90.2万人，2017年在校学生增加
到 131.6 万人。基本构建覆盖城
乡、公益普惠的学前教育公共服
务体系，各区县 （市） 全部通过
国家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评估
认定。普通高校从上世纪 80 年
代的5所发展到16所，全日制普
通高校在校生达到15.6万人。医
疗卫生服务稳步提升，基本形成
覆盖全市的城乡公共卫生管理网
络体系。2017 年拥有各类医疗
卫生机构 4157 个，是 1978 年的
4.38倍。

环境质量总体趋好。2017
年 ， 城 区 空 气 优 良 率 达 到
85.2%，环境空气质量按综合指
数计算在全国 74 个重点城市中
排名第 17 位。持续推进“五水
共治”，完成饮用水源保护、工
业重污染行业整治、落后产能淘
汰等重点项目，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行政村覆盖率达到90%，率先
创建“污水零直排区”。成为全
国首批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宁波
化工区、宁海临港循环经济示范
区等初步形成了循环经济产业
链。

宁波成就：
从商埠小城向
现代化国际港城华丽蜕变

40 年风雨征程，40 年春华
秋实。“回首改革开放以来的发
展历程，我们坚忍不拔、奋勇开
拓，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
的关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
成就，形成了许多宝贵的发展经
验。这些经验闪烁着宁波人民的
智慧和创造，弥足珍贵。”说到
宁波改革经验，陈仲朝总结了五
条。

经验一：坚定不移
实施“以港兴市、以市
促港”的主导战略

港口是宁波最大的资源，决
定着宁波的前途命运和发展兴
衰。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宁波就
酝酿出“以港兴市、以市促港”

宁波经验：

港口开放创新活力人民共享

的战略思想。1994 年市第八次
党代会把“以港兴市、以市促
港”确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港口城市的主导战略。此
后，历届市委、市政府一张蓝图
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都把
发挥港口功能和带动作用置于宁
波发展的战略地位。在“以港兴
市 、 以 市 促 港 ” 战 略 的 指 导
下，宁波港口迅速发展，从区
域 内 河 小 港 成 长 为 世 界 级 大
港，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 了 龙 头 带 动 作 用 ， 形 成 了

“港城共荣”的大好局面；宁波
在 国 家 战 略 中 的 地 位 不 断 提
升，相继成为沿海首批开放城
市 、 计 划 单 列 市 、 副 省 级 城
市，跻身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
心和长三角城市群中五个都市圈
之一。

经验二：发挥开放
这一最大优势服务国家
开放战略

陈仲朝介绍，改革开放 40
年来，宁波紧紧抓住了国家对外
开放每一次重大决策的历史性机
遇。上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
宁波相继抢抓了外资引进和外贸
发展的机遇。本世纪初以来，宁
波又抢抓了“走出去”机遇，全
方位参与国际竞争。现在，宁波
正在抢抓国家全面构建开放新格
局的重大机遇，创建国家“一带
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积极申
报自贸区和自由贸易港。“可以
说，宁波在对外开放方面每迈出
一步坚实的脚步，经济社会发展
的活力和格局都得到了进一步提
升。”

经验三：坚持跟进
与创新相结合的改革策
略

“善创业、敢创新”是宁波
人民历久弥新的文化特质，宁波
的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宁波人民
生动的创业创新史。宁波市委、
市政府充分引导和激发人民群众
的胆识和勇气，积极鼓励广大群
众“洗脚上田”“行商闯天下”，
形成了千家万户搞创业、千方百
计促创新的浓厚氛围，培育了敢
为人先、勇立潮头、遍布海内外
的甬商大军，造就了面广量大、
集群发展、充满活力的市场主
体。大力弘扬不畏艰难、敢为人
先的改革精神，对一时看不准、
没有把握的或者不具备先行先试
条件的改革，采取跟进式的改革
策略，积极学习其他地区的改革
举措，一旦为实践证明有效，就

及时拿来吸收、为我所用。

经验四：争取一切
外部积极因素推动宁波
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社
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离不开
外部积极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合力
推动。向上，积极争取中央、浙
江省对宁波发展的大力支持。从
中央提升宁波的城市地位、确立
在国家战略中的定位、国家对宁
波的大力度投资到浙江省委、省
政府全力推动宁波舟山港的一体
化、支持建设宁波港口经济圈和
都市圈等，都凸显了国家和省对
宁波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产生了
巨大的杠杆效应。向外，积极动
员吸引海内外“宁波帮”和帮宁
波人士参与宁波的建设。在邓小
平“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
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鼓舞
下，海内外宁波籍人士为宁波的
开发开放全力奔走，直接投资或
牵线搭桥支援家乡建设。

近几年来，宁波又深入推进
“甬商回归”和“甬智回归”。同
时，依托毗邻上海、地处长三角
的区位优势，主动对接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积极接受上海辐射，
深入开展区域协作，利用上海雄
厚的资金实力、发达的科技人才
资源和国际化功能，带动宁波的
跨越发展。

经验五：发展为了
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
民共享

人民群众是发展的主体。只
有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
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才能使发展与改革始终得到
最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坚定支
持，才能永葆发展事业的民心基
础与不竭动力源泉。在改革开放
初期，宁波坚持“放水养鱼、藏
富于民”，让人民最大限度地享
受发展成果，使得民营经济得到
喷涌发展。在改革开放的推进
期，面对利益格局的变化和深刻
调整，宁波着力构建机会均等的
社会环境，完善相对公平的分配
机制，营造优化发展环境。在改
革开放的深化期，宁波通过推进
全民教育均衡、建立完善公共卫
生体系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
进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等政策措施
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经济建
设与环境保护同步谋划、同步推
进，努力促进绿色发展、生态发
展，不断提高发展的可持续性。

看

看甬城如何华丽蜕变看甬城如何华丽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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