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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塑开放商都再塑开放商都
伴随着40年前激奋人心的号召，宁波缓缓推开了对外交流的大门，“以港兴市、以市促港”，让深水良港成为驱动城市经济跨越

式发展的强劲“心脏”，也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开放”的分量。
40年弹指一挥间，但记忆却厚重如斯。从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城市到创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综合试验区、16+1经贸合作示范区......

宁波踩着时代鼓点,砥砺前行, 不仅书写了“千军万马闯世界”“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从事外经贸相关工作”的城市传奇，更以先行之
姿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水平。

曾经的明州，通江联海、富贾云集，厚植了一片商贸流通业的肥沃土壤；如今的宁波在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号角声中，在一次次体
制改革、业态创新中逐渐成长，完成蜕变，让开放名城再现荣光。

改革开放前，商品短缺、
供应紧张、票证泛滥，曾给经
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活带来重
重阻碍。

1978 年之后，终于守得
云开见月明。一系列改革部署
在全国各地落地推行，重点调
整社会商业结构，放开大部
分商品价格，初步形成以国
合商业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
式、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
通渠道和少环节的“三多一
少”流通格局。宁波紧跟脚
步，着手打通批发环节，逐
步改革商业、饮食服务业体
制，同时扩大企业自主权，
让市场的“无形手”更多地
参 与 到 商 品 流 通 的 各 个 环
节。1979 年，宁波在恢复农
村集贸市场的同时开放城市
集贸市场，四年内将全市的
城乡市场数量提升至 272 个，
集市贸易成交额达2.98亿元。

紧接着，宁波又争取了两
个重量级的“大礼包”。1984
年和 1987 年，宁波先后成为

沿海开放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跨步走上了国家改革开放进程
的最前线，为商贸体制改革、
商业业态更新注入了一针强心
剂。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宁
波商品主要通过各种方式由上
海口岸公司出口。”说起宁波
外贸的老掌故，原市外经贸局
局长俞丹桦感慨良多。改革开
放前，宁波是偏居一隅的海防
前哨，几乎没什么重大投资，
也根本不允许搞大规模的建
设，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受到
严重制约。

忽如一夜春风来，进入沿
海开放城市“第一方队”后，
外向型企业在四明大地处处开
花，一连串“第一”相继落地
生根：第一批工贸结合拥有进
出口权的外贸公司成立、第一
批中外合资企业落地、第一次
单独承办劳务输出……

与此同时，人们开始惊讶
地发现，“商品买卖”的森严
壁垒逐渐消失，一个物资丰

盈、生活富足的新时代揭开了
面纱。到 1990 年底，全市各
类市场的成交额占全市社会商
品 零 售 总 额 比 例 上 升 到
32.1%，已成为惠及民生的重
要消费场所。

体量不一的商业街区在宁
波的大街小巷成长起来。1987
年，中山东路、灵桥路、江厦
街、药行街、中山西路、解放
南路、百丈路、人民路等地逐
渐成为日常消费的重点区域，
镇明路、开明街、解放北路、
县学街、大庆路、曙光路等
22 条一般街路和背街小巷也
出现了集中的商业店铺。市场
扩大、需求升级，激发传统业
态纷纷走上市场化道路，美容
美发行业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
后期陆续告别国营和集体所有
制 ， 完 成 “ 改 、 转 、 租 、
卖”；典当业也在 1988 年 8 月
吹响了重新出发的号角，成立
了全市第一家现代典当行。

一时间，乾坤扭转，万象
更新。

1978-1988
体制改革“扭转乾坤”

十年的探索和沉淀之后，计划
经济的影响渐弱，改革开放的血液
已经渗透到城市的肌理之中。宁波
有如安上了动力不竭的马达，从粗
糙泥泞的石板路“变道”到宽阔平整
的高速通道，从此一往无前。

1989 年，美国陶氏化学在宁波
开发区投资创办了浙江太平洋化学
有限公司，开创了世界500强企业在
宁波投资的先河。随后，台塑、印尼
金光、韩国三星、宝钢、吉利等世界
500 强企业相继落户。吸引外资，宁
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

外商投资总额不断扩大，投资领域
不断拓宽，投资质量不断提高。

也是在那一个时期，1991年，当
时的宁波市商业局挑选 7 家大中型
国有企业试行经营、价格、用工、分
配“四放开”，允许企业有更多经营
自主权、定价自主权，同时实行全员
劳动合同化管理，向业务一线倾斜
分配奖金。以此为基础，一个稚嫩
的、新鲜的现代企业制度诞生了，宁
波市五金交电化工（集团）公司改组
为宁波华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市百货批发公司和宁波市第二百货

商店吸纳7家法人单位共同发起设立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树起了商贸流
通业定向募集上市公司的两座标杆。

宁波崛起了第一批内外资“商
业巨头”。营业面积超过 1 万平方米
的宁波华联商厦开业，坚持连锁经
营的三江购物俱乐部开出第一家门
店，落户宁波的首个外资超市麦德
龙亮相鄞州，新加坡 AFP 公司斥资
10亿元人民币建造的金光大厦也在
三江口展露英姿。

大型商超争先恐后拔地而起的
同时，开放与变革的大潮还加快涌

入农村的田地。1993年，全国召开城
市副食供应会议，第一次提出“菜篮
子”工程建设，宁波迅速行动起来，
不仅新增蔬菜基地1000亩，还以“高
标准”和“标准化”为命题，交出一份

“菜地面积连片集中，南北朝向一
致，60天未雨不受旱，24小时内雨量
120毫米不受淹，菜地沟、渠、路纵横
配套，大棚面积达到蔬菜种植总面
积50%”的漂亮答卷。

1990年，宁波的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为54.98亿元；八年后，这一数据就
达到313.36亿元，其中连续三年的增速
超过38%，跑出了惊人的“加速度”。

在商都的另一面，蓬勃发展的
制造业与自然禀赋极为优越的港口
资源相结合，让宁波开放型经济异
军突起，迅速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
列，并基本形成了石化、电力、钢铁、
造纸、建材等临港工业体系。

悠悠四明，静待云起。

1988-1998
放开搞活“变道加速”

随着进出口经营权的放开，宁
波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得如火如荼，
外贸成为宁波最靓丽的城市名片。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未来等待宁波
的，必将是一场令人眼前一亮的厚
积薄发。

然而，拐点不期而至——1998
年，金融风暴突袭亚洲。一时间，库
存积压，货物滞销，资金紧张……

“1997年，我们公司对东南亚市
场出口额有上千万美元，一夜之间
外贸订单不翼而飞，已经出口的货
物钱也收不回。”中基宁波集团总经
理周巨乐至今记忆犹新。在周巨乐
的主导下，1998 年 8 月，中基宁波公

司由国有外贸改制为有限责任公
司，并以原来的业务部门为基础，组
建了十几家子公司。改制大大激发
了职工的积极性，第二年公司实现
出口额6500万美元，创历史新高。

风雨彩虹，光华绽放。国务院批
复《宁 波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1995-
2010）》，定位宁波为“现代化国际港
口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三角
南翼经济中心”。自此，“国际”及其
所代表的开放型经济，成为宁波城
市发展的新注脚。

2001年12月，中国入世。2002年，
宁波外贸总额达到百亿美元，2007年
跨越500亿美元门槛，一路势如破竹。

同样在新世纪之交，2001年2月，
《宁波市商贸流通业“十五”发展规划》
出炉，提出了“以建成长江三角洲南翼
现代商贸中心为目标”，第一次倡导

“建立真正的商业城市，就要确立‘以
贸活市’的思想。”宁波市原财政贸易
办公室因势利导，改变身份，正式组建
宁波市贸易局，集中精力投入到大市
场、大流通、大商贸的建设之上，“雄心
勃勃”地谋划宁波商业的未来。

队伍调整，蓝图绘就，宁波的商
业格局迎来新一轮的重塑和蜕变。
2002年开业的天一广场，2005年建成
的老外滩街区，2006年启幕的鄞州万
达，这些如今宁波人耳熟能详的名字

都相继亮相宁波，月湖盛园、世纪东
方广场、和义大道购物中心紧随而
上，组合成宁波中、东、南、北四个方
位核心商圈的支柱力量。

也正是在那一时期，宁波的商
贸流通企业迈出了试水电子商务
的第一步。1999年7月，长发商厦将
中秋月饼等时令商品摆上网站对
外销售，成为全市第一家网上商店。
数月之后，宁波被列入国家电子商
务试点城市名单，市政府出台《宁波
市商贸系统推进信息化建设实施方
案》，让更多对互联网交易充满好奇
的传统企业勇敢做出尝试。

线下交易规模持续扩大，线上
交易模式初露端倪，此时的宁波已经具
备组织大型商贸展会的条件。因此，首
届食品博览会、首届淡季水产品展销
会、首届购物节、首届美食节相继应运
而生。经过十余年的锤炼和打磨，它们
几经更名、不断升级，已经成为宁波消
费市场的重要风向标，更是宁波向外推
介的重要名片。

1998-2008
开放商都“雄心初露”

时间来到 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爆发。立于开放潮头的宁
波 ， 率 先 感 受 到 了 阵 阵 寒 意 。
2009年，宁波外贸出口首次出现
负增长。外界开始质疑：经过多
年的高歌猛进，宁波外贸发展模
式是否已经遭遇瓶颈？

几乎在同一时期，宁波的商
贸流通业也走到了一个不得不变
的三岔路口。一方面，当时全市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超过 1704
亿元，20 年内增加了 26.89 倍。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30166
元，20 年内增加约 15 倍；然而，
另一方面，新科技的注入引发新
理念的出现，零售模式的更替速
度越来越快，企业需要时刻保持
警醒、不断加快脚步，才能避免
落后。同理，城市要想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必须突破原有的体

制、政策、市场限制，创造新的
竞争优势。宁波没有停下脚步，
更没有迷失方向，在众声喧哗
中，宁波找到了定力之源。

早在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习近平就提出了“八八战
略”，指出要“发挥区位优势，
不 断 提 高 对 内 对 外 开 放 水 平 ”

“发挥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加快
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新型工
业化道路”。

沿着这一主线和总纲，宁波
外向型经济迅速走出阴霾。2008
年以来，宁波在积极应对国际金
融危机冲击的同时，相继设立了
杭州湾新区、梅山保税港区 （国
际海洋生态科技城）、国家高新
区 （新材料科技城） 等重大开放
平台，引进一批高水平研发机构
和高能级产业项目，努力以大平
台 大 产 业 引 领 经 济 转 型 升 级 。
2010 年全市实现外贸总额 829 亿

美元，领跑全省。2013 年，宁波外
贸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成为
长三角地区继上海、苏州后第三
个外贸总额超千亿美元的城市。

去年 5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上做主旨演讲，其中特别提
到，宁波等城市是记载古丝绸之
路历史的“活化石”。在“一带
一路”全新愿景的吸引下，宁波
正加快打造国际贸易枢纽，在全
面开放中喜迎发展的“黄金时
代”。

以中东欧市场为抓手，从首
届中东欧特色商品展，到中国-中
东欧博览会，再到今年 6 月，全国
首个16+1经贸合作示范区在宁波
正式启动建设，短短数年间，宁波
开放步履铿锵，声闻海外。

商贸方面，变革同样可圈可
点。2014年，我省率先提出“电
商换市”，进一步提升电子商务
在商贸流通领域的地位；2016
年，“直播元年”的概念提出，
越来越多的商品交易可以通过小
小的直播镜头变现；2017年，阿
里巴巴让“新零售”风靡全球，

线 上 线 下 的 融 合 、“ 人 、 货 、
场”的重构，又为风口浪尖的商
贸企业出了一道难题。

风暴之下，大批从业者被淘
汰出局，电商的“死亡率”不断
提升，冒失试水“新零售”的企
业被迅速打回原形，“幸存者”
则得到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成为
新一轮转型升级的受惠者。

太平鸟、GXG、博洋为代表
的服装企业迅速抢占了电商市
场，在近几年的“双十一”大促
中取得优异成绩；第二百货、银
泰、新华联耗时数月调整楼层分
布、改变装修风格、搭建数字会
员体系，为实体商超的转型开辟
了通途；无人便利店、无人超
市、无人货架也悄然出现在街头
巷尾，试探着消费者对商业“新
物种”的接纳程度。

三江汇流，奔腾入海。转型
之路漫长而艰难，需要企业自发
探索，也需要政府部门提纲挈
领。今年，市商务委发布批发零
售业转型升级三年行动计划，计
划到 2020 年实现商品销售总额
30000 亿 元 、 社 零 总 额 5400 亿
元，创建10个城市智慧商圈和30
座商业特色街区。今年，贸易保
护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贸易摩
擦给了宁波外贸前所未有的考
验。我市相继出台一系列稳外贸
新政，惯看风云的宁波企业家则
表示“信心比黄金更珍贵”“越是
形势困难，越是企业谋发展的好
时机”……

2008-2018
转型之路“乘势而上”

■1984年和1987年，宁
波先后成为沿海开放城市和
计划单列市，跨步走上了国
家改革开放进程的最前线，
为商贸体制改革、商业业态
更新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宁波崛起了第一批内
外资“商业巨头”。宁波华
联商厦开业，坚持连锁经营
的三江购物俱乐部开出第一
家门店，落户宁波的首个外
资超市麦德龙亮相鄞州，金
光大厦也在三江口展露英
姿。

■天一广场、老外滩街
区、鄞州万达，这些宁波人耳
熟能详的名字相继亮相宁
波，月湖盛园、世纪东方广
场、和义大道购物中心紧随
而上，组合成宁波中、东、南、
北四个方位核心商圈的支柱
力量。

■以中东欧市场为抓
手，从首届中东欧特色商品
展，到中国-中东欧博览
会，再到今年6月，全国首
个 16+1经贸合作示范区在
宁波正式启动建设，短短数
年间，宁波开放步履铿锵，
声闻海外。

■今年，市商务委发布
批发零售业转型升级三年行
动计划，计划到2020年实
现商品销售总额 30000 亿
元、社零总额5400亿元。

购物节上雀跃的孩子。每到年末，果品批发市场就会热闹起来。（徐展新 摄）

率先尝试“新零售”的第二百货和银泰百货。（徐展新 摄）

天一广场的出现天一广场的出现，，让宁波的商业跃升一个层级让宁波的商业跃升一个层级。。（（俞荣群俞荣群 摄摄））

40年时光荏苒，40年岁序更新。站在新起点，唯有不忘初心，

锐意进取，方能乘势而上，一路先行。

商都宁波，开放四明，椽笔绘鸿篇，笔底尽风流。

宁波商贸黄金宁波商贸黄金4040年年

雅戈尔集团董事长李如成 （左二） 与中基宁波集团总经理周巨乐在广交会上。（资料图片）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前夕，联合国组织发展中国家企业代表参观宁波舟山港。

宁波获评2018年度中国十佳营商环境示范城市。

——宁波商务经济40年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