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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俞永均

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昨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
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工业生
产 者 购 进 价 格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4.3%和 7.7%，降幅较上年同期
分别扩大 2.2 个和 3.9 个百分点。

据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相
关负责人分析，工业生产者价格
下降的原因主要有 3 个方面：

一是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和油
价整体处于低位，以致石油加
工、化工和化纤等相关行业产品

价格均出现大幅下滑。调查数据
显示，2020 年我市石油煤炭及
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
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
共带动工业生产者价格总指数下
行 3.4 个百分点，其中汽油、煤
油、柴油、PTA 和锦纶短纤维
等 产 品 价 格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5.4%、36.4%、16.9%、30.6%和
18.3%，降幅远超往年。

二是疫情导致工业经济下滑
态势明显。2020 年，黑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及金属制品业
价 格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9% 和

0.9%，带动总指数下行 0.1 个百分
点。工业经济下行导致部分制造行
业供大于求，产品价格出现下降。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及通用
设 备 制 造 业 价 格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2.2%、0.9%和 0.9%，带动总指数下
行 0.4 个百分点。

三是政策性调价导致水电气行
业价格下降。为应对疫情给工业企
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巨大冲击，帮助
企业加快复工复产，2020 年省发
改委对水电气价格进行了不同程度
的下调。我市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及电力热力生产
和 供 应 业 价 格 分 别 下 降 7.9% 、
4.4%和 3.8%，带动总指数下行 0.3
个百分点。

不过，随着我国经济回暖，以
及国际油价的逐步回升，去年下半
年开始我市工业生产者价格环比由
降转升。据测算，四季度全市工业
生产者出厂和购进价格月均分别上
涨 0.6%和 0.5%。

“接下来，若国内外经济大环
境转好，国际原油价格继续回升，
工 业 生 产 者 价 格 将 进 入 上 行 区
间。”这位负责人表示。

去年全市工业生产者价格缘何下降？

去年年初，受到疫情冲击和
国内外复杂环境影响，食品价格
尤其是猪肉价格上涨较快，1 月
至 2 月猪肉价格环比涨幅均超过
10%，分别上涨 10.2%和 14.7%，
对我市居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一
定挑战。

对此，市委市政府高度重
视，打出系列组合拳，确保物价
总体稳定、居民收入稳步提高。
3 月以后，随着疫情防控成效显
现，猪肉价格开始降低，食品价
格也得到了充分的控制，呈现回
落态势。

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数据
显示，2020 年，宁波市区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 1.9%，低
于全国 0.6 个百分点，低于全省
0.4 个 百 分 点 ， 呈 温 和 上 涨 态
势。从月度走势来看，居民消费
价格同比涨幅基本上呈现一个逐
月回落的态势，从 1 月的 4.5%一
路下降到 11 月的 0.3%，12 月略
有回升，同比涨幅为 1.0%。市
场物价的稳定，为我市居民基本
生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减少了
疫情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增长与
经济增长基本保持同步。一季度
至四季度，我市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 入 累 计 增 速 分 别 为 - 1.5% 、
2.2%、4.2%、5.2%，逐季好转，
全年增速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从收入来源来看，四大收入均有

增长：
转移净收入仍然保持高速增

长。2020 年，养老金标准继续调
高，加之疫情期间对困难群众的救
助力度有所加大，全年居民转移净
收 入 达 到 7807 元 ， 同 比 增 长
14.8%。

经营净收入逐步好转。去年二
季度开始，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
阶段性胜利，各行各业复苏，加之
对外出口需求的增长，第二产业经
营快速回暖，居民经营净收入得到
明显改善。全年居民转移净收入达
到 11237 元，同比增长 6.4%。

财产净收入增速放缓。受到疫
情的冲击，去年企业经营压力加
大，分红水平较往年有所下降；疫
情期间房屋租赁需求的下降，也导
致居民房租收入同步减少。全年居
民财产净收入为 6048 元，同比增
长 4.6%。

工资性收入保持增长。由于一季
度大量企业商户停工歇业，居民绩效
工资受到明显冲击，随着后续复工复
产的逐步推进，居民工资性收入仍然
保持了刚性增长。全年居民工资性收
入为34860元，同比增长3.0%。

“当前，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
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宁波要继续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巩固拓
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聚焦聚力高质量发展和竞争力提
升 ， 努 力 实 现 ‘ 十 四 五 ’ 开 门
红。”市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

三问：

疫情之年
宁波民生保障成绩单如何？

看似寻常最看似寻常最奇崛奇崛
——三问2020年宁波经济年报

记者 俞永均

2020 年宁波经济年报昨日揭晓。据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初步核算，去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 12408.7亿元，同比增长3.3%。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2020年，经济外向度高的宁波依然能够保持这个

增速，实属不易。

回顾去年 4个季度 GDP的累计增速，宁波可谓披荆斩棘、一路攀高：从一季度的-7%到上半年的-0.6%，

再到前三季度的1.9%，最终全年增速定格在3.3%。

面对疫情变化和外部环境存在的诸多不确定性，我们该如何正确看待2020年宁波经济年报？

宁波经济外向度高，受国际市
场 波 动 的 影 响 大 。 2020 年 一 季
度，由于产业结构差异，新冠肺炎
疫情对我市经济造成的冲击尤为
剧烈，全市 GDP 下降 7%，分别低
于全国、全省 0.2 个和 1.4 个百分
点。从财政收入、规上工业增加
值、投资、消费、出口 5 个主要经
济指标来看，一季度，宁波规上工
业增加值、出口 2 个指标增速低于
全国。

去年 2 月中旬以来，宁波审时
度势，迅速推进科学严密防控，有
序复工复产。一方面，成立企业复
工工作应急组，建立工作专班，协
调清除复工障碍，并连续发力，密
集出台覆盖面广、含金量高的帮扶
政策；另一方面，瞄准供应链痛
点，通过跨部门跨区域联动、龙头
企业带动等，确保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协同复工复产，实现生产平稳推
进。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作用下，
二季度宁波经济强劲回升，当季全
市 GDP 实 现 正 增 长 ， 同 比 增 长
5.1%；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高到
6.7%；全年 GDP 增速比一季度回
升 10.3 个百分点，回升幅度分别高
出全国、全省 1.2 个和 1.1 个百分
点。

从相关指标来看，我市也是步
步赶超——1 月至 5 月宁波外贸出
口增速超过全国；上半年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超过全国，1 月至 7 月

宁波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全面好于
全 国 。 2020 年 全 年 ， 我 市 GDP、
规上工业增加值、投资、消费、出
口 增 速 分 别 高 出 全 国 1.0 个 、 2.4
个、2.6 个、3.2 个和 3.3 个百分点。

市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认为，宁
波 经 济 回 升 的 主 要 支 撑 因 素 有 3
个，概括来说就是工业较快回升、
服务业稳步复苏、农业保持平稳增
长。

全年工业增加值增速比一季度
回升 14.4 个百分点，拉动 GDP 增
速回升 6.2 个百分点，是经济回升
向好的主要动力。其中，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比一季度大幅回升 17
个百分点，全年增速居全省第二。
35 个工业行业中，正增长行业比
一季度增加 24 个；增加值占比前
十大行业“九增一降”，与一季度
的“九降一增”形成鲜明对比。全
市列入产品目录的 241 种产品中，
产品增长面比一季度提升 26.1%。
规下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步呈现逐季
回升态势，增速从一季度的-9.7%
回升到全年的 2.7%。

全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速比一季
度回升 6.9 个百分点，拉动 GDP 增
速回升 3.4 个百分点。全年金融业
增 长 8.7% ， 房 地 产 业 增 长 4.3% ，
批发和零售业增长 3.5%，其他服
务业增长 3.4%。

农业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且
天气条件较为有利，全年农林牧渔
业增加值增长 2.3%。

一问：

从-7%到3.3%
强劲回升动能在哪里？

新闻1+1

过去一年，新冠疫情对全市经
济发展带来一些影响，各地各部门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两手硬、两战赢”，在稳住经济基
本盘的同时，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
和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新动
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
升。

市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认为，去
年宁波经济的成色主要体现在发展
动能、质量效益、发展环境和民生
福祉 4 个方面。

发展动能进一步增强。去年，
全市市场主体总量上升，截至 12
月末累计实有在册市场主体 110.3
万户，同比增长 8.3%；新设企业
7.2 万家，新设个体工商户 11.7 万

户，分别增长 2.9%和 3.6%。创新
投入持续增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投入研发费用增长 12.9%，研
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同比提高
0.2 个百分点，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8.8%；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1667
家，增长 104.5%；新认定科技型
中小企业 3461 家，增长 32.6%；发
明专利授权 5340 个，增长 5.2%。

以“246”万千亿级产业集群
和新兴产业为代表的新动能正在积
聚。去年全市“246”万千亿级产
业集群增加值超过规上工业 0.4 个
百分点，健康制造、人工智能、高
技术制造、数字经济增加值同比分
别 增 长 15.3% 、 14.9% 、 13% 和
9.7%，列入国家“三新”统计的智

二问：

4个“进一步”
折射宁波经济成色几何？

能手机、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
人、集成电路、稀土磁性材料等
产品产量快速增长，增速均超过
两位数。新业态支撑有力，全年
限额以上贸易单位通过公共网络
实 现 零 售 额 271.6 亿 元 ， 增 长
15.5%，拉动限额以上零售额增
长 2.4 个百分点。

质量效益进一步提升。财政
收入稳步增长，去年全市实现财
政总收入 2835.6 亿元，同比增长
1.8%，比前三季度提高 1.2 个百
分点。企业效益进一步改善，全
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
比 增 长 17.7% ， 利 税 总 额 增 长
11.4%。全市 35 个工业行业大类
中 ， 25 个 行 业 利 润 实 现 正 增
长，比前三季度增加 7 个。规上
工业企业亏损面比前三季度下降
4.9 个百分点。

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民意
调查结果显示，2020 年我市营
商环境满意度达 88.6 分，比 上
半 年 提 高 3.1 分 ， 其 中 法 治 环
境、政务环境、政策环境、服
务环境、商务环境、舆论环境
六 大 营 商 环 境 得 分 均 有 提 升 。

政务服务趋向智慧高效，全市政
务服务事项网办率达 83.2%，企业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间、企业投
资 项 目 办 理 时 间 明 显 压 缩 。 去
年，我市还第一时间推出“甬 18
条”“甬 20 条”“达产扩能稳增长
10 条”“服务业 21 条”等助企纾困
政策，全力稳企业。融资畅通工程
深入实施，去年民营企业贷款、小
微企业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
量分别是上年的 3.5 倍、3.7 倍和
5.8 倍。

民生福祉进一步改善。居民收
入稳步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比上年增长 4.8%和 6.8%，城乡
居民收入比持续缩小至 1.74。低收
入 农 户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增 长
14.4%，比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速高出 7.6 个百分点。就业和
物价总体稳定，全市城镇登记失业
率 2.22%，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21 万
人。环境质量继续改善，去年空气
质 量 （AQI）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92.9%，同比提高 5.8 个百分点，县
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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