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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字当头，迎难而上开拓发展新空间
——今年前三季度宁波经济形势观察

记者 俞永均

今年前三季度，宁波鲜菜价格同比上涨6.6%。（俞永均 摄）

昨天，宁波经济三季报正式
出炉。据市统计局初步核算，今
年前三季度全市 GDP 同比增长
6.5%，增速高于全国平均 0.3 个
百分点。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
却艰辛。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
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下行压
力，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市各项决策部署，深入推进

“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如何正确看待前三季度宁波
经济数据？在市委、市政府提出
积极培育“246”万千亿级产业
集群、实施“225”外贸双万亿
行动的背景下，兼具“工业大
市”“外贸大市”双重标签的宁
波，如何实现下一个 1万亿元的
经济增量？

昨天，宁波市统计局、国家统计
局宁波调查队发布了 2019 年前三
季度全市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和 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数据。

1 月至 9 月，市区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 2.7%，涨幅较去年同期扩
大 0.6 个百分点，八大类商品价格同
比呈现“七升一降”态势；全市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1.6%，购
进价格同比下降 2.9%，降幅均较上
半年有所扩大。9 月份，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4.3%，环比上涨
0.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下
降 6.5%，环比下降 0.6%。

CPI 同比涨幅和 PPI 同比降幅
均略有扩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是什么？PPI 和 CPI 之间出现的背
离，对宁波工业企业影响如何？对

此，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副队长、
新闻发言人陈斯恩进行了解读。

据分析，前三季度宁波市区居
民消费价格上涨主要受三大因素推
动：排在第一的是食品烟酒价格，同
比涨幅达 4.1%，拉动总指数上涨 1.1
个百分点；其次是服务项目价格，同
比上涨 2.7%，同样拉动总指数上涨
1.1 个百分点；工业品价格同比涨幅
最小，上涨 1.7%，拉动总指数上涨
0.5 个百分点。

陈斯恩表示，食品烟酒价格之
所以上涨较快，主要由三方面原因
造成：

一是肉类价格普遍上涨。3 月
份开始，宁波猪肉价格同比呈现持
续、快速的上涨态势，9 月份同比涨
幅达到 2008 年 5 月份以来的最高
点。受到猪肉价格不断上涨的影响，
居民转而购买牛肉、羊肉、禽类等其
他肉类作为替代消费品，这使得牛
肉、羊肉和禽类价格也出现一定程
度的上涨。肉类价格的普遍上涨，是
食品烟酒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涨
价贡献率约为 41.5%。

二是鲜瓜果价格仍处于高位。

受天气影响，上年秋季的苹果、梨等
主要鲜果减产，加之部分经销商囤
货惜售，导致市场供应减少，部分水
果价格出现明显上涨。前三季度，宁
波鲜瓜果价格同比上涨 14.9%，其
中 6 月份更是创下 2011 年 1 月以来
的最高涨幅。不过，随着今年秋季瓜
果的上市，三季度鲜瓜果价格已经
开始逐月回落。

三是鲜菜价格前期走高。今年
一季度，受大范围长时间阴雨天气
及春节假期双重因素的影响，鲜菜
价格持续走高，2月份环比涨幅一度
达到 16.2%。此后，随着春节假期结
束、天气转暖和本地鲜菜供应增加，
鲜菜价格出现了持续回落。不过，在
前高后低的价格走势影响下，前三
季 度 鲜 菜 价 格 同 比 仍 然 上 涨 了
6.6%。

相比 CPI 的高歌猛进，前三季
度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呈现下行态
势，9 月份更是创下近年来新低。

从单月走势来看，出厂价格除
今年 4 月份同比上涨 0.5%外，其余
月份均保持同比下降态势，且降幅
有所扩大，9 月份同比下降 4.3%，是

2016 年 4 月份以来的历史新低。购
进价格自今年 1 月份开始始终处于
下降通道，9 月份同比下降 6.5%，是
2016 年 5 月份以来的历史新低。

对于工业生产者两项指数均创
下近年来的新低，国家统计局宁波
调查队分析了详细原因：

一是大宗商品价格表现疲软。
在我市工业结构中，石化、金属等行
业产值所占比重较大，其价格波动
对总指数的影响较大。1 月至 9 月，
国际 WTI 原油价格平均约 57 美元/
桶，较去年同期下降明显。前三季
度，电解铜和螺纹钢价格同比分别
下降 6.3%、4.9%。大宗商品价格输
入性波动，是导致工业生产者价格
指数下行的主要原因。

二是汽车市场需求降温。根据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前三
季度全国汽车销量为1837.1万辆，同
比下降 10.3%。受汽车销售市场不景
气影响，汽车整车及部件加工企业下
行压力加大，前三季度宁波汽车制造
业出厂价格同比下降了1.9%。

三是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均
处于低位。今年以来，翘尾因素和新
涨价因素双双低位运行，进一步助
推工业生产者价格进入下行通道。
据测算，在前三季度宁波市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 1.6%中，新
涨价因素约为-1.0 个百分点，翘尾
因素约为-0.6 个百分点。

（记者 俞永均）

前三季度CPI和PPI“一升一降”
统计专家详解背后深意

前三季度，有别于全国经济增
幅的小幅下行，宁波经济运行总体
平 稳 ， GDP 增 幅 与 上 半 年 持 平 。
那么，支撑我市经济平稳运行的因
素是什么？

“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7.5%，比上半年提高 2.8 个百分
点 。 其 中 ，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6.3%，增速比上半年提高 0.2 个百
分点，多拉动 GDP 增速约 0.1 个百
分点。”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
言人许婷娅表示。

工业企稳回升，是全市经济平
稳运行的主要支撑因素。从规上工
业 来 看 ， 前 三 季 度 增 加 值 增 长
5.5%，增速连续两月回升。其中，
9 月份增加值增长 7.6%，为年内除
3 月 份 （ 受 减 税 影 响 ， 增 长
15.2%） 外 的 最 高 增 速 。 化 学 原
料、计算机设备、电气机械三个行
业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
为 61.7%，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 3.4 个百分点；“小升规”和新企
业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5 个
百分点。

与上半年相比，烟草制品业、汽
车制造业和计算机设备制造业回升

较快，增速分别提高 5.0、3.8 和 2.2
个百分点。前三季度，全市规模以下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2%，增速比
上半年提高 0.7 个百分点。

从主要产品生产情况看，前三
季度，全市列入产品目录的 237 种
产品中，109 种产品实现正增长；
在 37 种主要产品中，20 种产品产
量高于去年同期。

用电量是观测经济“冷暖”的
重要指标，特别是工业用电量，可
以作为工业经济繁荣度的“风向
标”。今年 1 月至 8 月，宁波全社会
用电量 532.7 亿千瓦时，同比上升
3.2%，高出全省平均 0.5 个百分点。
其中，工业用电 388.2 亿千瓦时，同
比上升 1.9%，增速比 1 月至 7 月回
升 0.5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平均 0.9
个百分点。全社会用电量特别是工
业用电量的回升，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宁波工业经济开始企稳。

分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增加
值 增 长 7.0% ， 股 份 制 企 业 增 长
10.7%，有限责任公司增长 3.5%，
私营企业增长 7.4%，外商投资企
业下降 2.2%，港澳台投资企业增
长 6.1%。

工业企稳回升
成宁波经济平稳运行最大支撑 亿元，增长 8.2%；进口额 2368.9

亿元，增长 4.3%。我市外贸进出
口总额、出口额增幅分别高于全
国平均 4 个百分点和 3 个百分点。
外贸出口额占全国比重由去年的
3.38%提高到前三季度的 3.56%，
市场份额提高了 0.18 个百分点。

再来看投资。为了充分发挥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今
年以来，宁波狠抓招商引资和项
目建设进度，前 9 个月全市新批
外商投资项目 571 个，比去年同
期 增 加 136 个 ； 合 同 利 用 外 资
45.9 亿美元，同比增长 61.8%；实
际利用外资 21.1 亿美元，同比增
长 16.6%。前三季度，全市固定
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4%，比上半
年略降 0.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

均 2 个百分点。
最后来看消费。作为经济增

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对
宁波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何？前
三季度，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
售 总 额 3149.7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7.4%，增速比上半年回落 0.7 个百
分点，其中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1106.9 亿元；实现商品
销 售 额 21011.2 亿 元 ， 增 长
10.9%。尽管增幅下行，但消费总
体需求稳定。

得益于外贸、消费的稳定，
服务业仍是拉动宁波经济增长的
主要动力。前三季度，服务业对
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1%，
与去年同期相比，贡献率提高了
3.1 个百分点。

新闻1+1

智能制造成宁波工业企稳回升重要增长点。
（唐严 摄）

市民在超市选购鸡蛋。 （俞永均 摄）

据市统计局分析，前三季度宁
波经济能够平稳运行，与三大需求
基本保持平稳密切相关。

先来看外贸。前三季度，全市
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 6810.1 亿元，
同比增长 6.8%，其中出口额 4441.2

市场份额提高
实施外贸双万亿行动更有底气

“总的来看，前三季度全市经
济运行延续了总体平稳的态势。但
也要看到，国内外经济环境依然复
杂严峻，内外需求拉动力减弱，经
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下行
压力仍然较大。”许婷娅坦言。

从大环境看，随着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国际环境不稳定、不确定
因素在增加，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中国经济也存在下行压力。目前，
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能源
原材料购进价格走势分化，企业经
营困难较多。但也要看到，宁波经
济运行的积极因素正在积累，工业
质效提升空间较大。

一是规上、规下工业企稳回
升。重点行业有所改善，其中汽车
制造业增速由上半年下降 3.8%回
升到零增长，烟草制品业增速由上
半年的 0.6%提高到 5.6%，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速由
上半年的 13.3%提高到 15.5%。

二是减税降费政策效应逐步显
现。今年前 8 个月，全市规上工业
税金总额同比下降 11.4%，其中应
交增值税下降 15.4%；规上服务业
应交增值税 （剔除新开业企业无基
数的影响） 同比下降 9.0%。前三
季 度 ， 全 市 税 收 收 入 累 计 增 长
1.3%，增速低于去年同期 15.7 个百
分点。

三是工业技改投资由负转正。
今年以来，全市工业技改投资从一
季度的-20.9%到上半年的-7.6%，
再到前三季度的 2.1%，实现了增

长趋势的反转。
四是工业产能利用率逐季提

升。我市规上工业各季度的产能利
用率分别为一季度 82.03%、二季
度 82.17%、三季度 82.80%，呈逐
季上升趋势，工业产能逐步释放。

五是企业预期向好。9 月份，
宁波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结束了连续 4 个月的收缩，环比大
幅 回 升 3.3 个 百 分 点 ， 达 51.7% ，
重返扩张区间；从三季度的规上工
业 企 业 景 气 问 卷 调 查 情 况 看 ，
32.6%的规上工业企业认为下个季
度行业总体状况乐观，较上半年提
高 1.6 个百分点，78.1%的企业产品
订单量好于上个季度。

再来看外贸。前三季度，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
2448.6 亿元，同比增长 5.2%，增幅较
销售产值高出 2.9 个百分点。宁波产
业基础雄厚，随着一批万千亿级产
业集群的兴起，一般贸易出口前景
可期。同时，宁波是全国跨境电商综
合试验区，近年来跨境进口单量和
交易总额保持全国第一，以跨境贸
易为代表的新型贸易和服务贸易方
兴未艾。未来，在“246”“225”的引领
下，“先进制造业+国际贸易”双翼
齐飞融合发展格局可期，“宁波号”
外贸列车有望继续稳中前行。

“展望四季度，我市经济运行
面临一定的困难，但积极因素也在
逐渐增多，市场预期开始改善，全
年经济有望延续平稳增长态势。”
许婷娅说。

积极因素增多
全年有望延续平稳增长态势

前三季度，全市实现财政总收
入 2381.2 亿元，同比增长 4.8%，其
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224.5 亿
元，增长 6.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完成 1372.1 亿元，增长 10.8%。

在地方税收中，增值税和企业
所得税分别增长 7.2%和 6.8%，个人
所得税却同比下降 27.2%。公共支
出方面，节能环保支出、科学技术支
出、卫生健康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 出 、城 乡 社 区 支 出 分 别 增 长
71.6% 、43.6% 、26.3% 、13.1% 和
11.9%。

甬城百姓对经济增长的获得感
如何？居民腰包鼓不鼓是一个重要
指标。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4630 元，同比

增长 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1%。从收入来源看，工资性收入人
均 25536 元，增长 8.8%；经营净收入
人均 9009 元，增长 5.0%；财产净收
入人均 4710 元，增长 10.5%；转移净
收入人均 5375 元，增长 15.6%。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50366 元 ，增 长 8.3% ，实 际 增 长
5.5% ；农 村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30232 元 ，增 长 9.1% ，实 际 增 长
6.2%。

稳中有进还体现在民生品质的
持续改善。前三季度，全市空气质量
优良率为 85%，PM2.5 平均浓度 28 微
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2.5%；城镇
登记失业率 1.94%，较上半年下降
0.14 个百分点。

腰包鼓个税降
宁波民生答卷高效务实

长期以来，科技创新是宁波
经济发展的一大短板。如今，随
着“六争攻坚、三年攀高”行动
的深入开展，这一短板正在逐步
拉长。

科技创新表现活跃。前三季
度，全市财政科技支出同比增长
43.6%，技术交易额增长 117.1%；
新产品产值率为 33.3%，同比提
高 1.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实
现 新 产 品 产 值 同 比 增 长 10.0% ，
高出工业总产值增速 6.6 个百分
点。

再来看企业层面的科技创新

投入。1 月至 8 月，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投入研发费用 200.6 亿
元，同比增长 10.8%，高出规模
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增速 10.5 个百
分点。

新兴产业增势良好。前三季
度 ， 数 字 经 济 核 心 产 业 、 高 技
术 制 造 业 、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11.8% 、 15.8% 和
7.7% ， 均 高 于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增 速 。 外 贸 新 业 态 增 长 迅 速 ，
跨 境 电 商 进 口 额 和 单 量 分 别 增
长 38.7%、27.1%，继续保持全国
第一。

科技创新活跃
“甬”字号经济列车动力更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