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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问四问四问四问 宁波经济首季报
一季度，宁波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进中承压，开局平稳。一

季度GDP总量首次突破3500亿元，达3516.4亿元，同比增长
5.3%，增幅高出全国0.5个百分点，高出全省0.2个百分点；
GDP增量达405亿元，创正常年份历史新高。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55.1亿元，增长3.2%；第
二产业实现增加值1652.6亿元，增长6.9%；第三产业实现增加
值1808.7亿元，增长4.0%。

全市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1319.7亿元，同比增长
8.5%。35个行业大类中，28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实现增长，其中计
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石油加工业分别增
长21.9%、17.1%和11.9%。

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0%。其中，信息、交通、金
融、批发零售等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分别增长19.1%、10.7%、
7.8%和5.2%；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服务业分别增长10.0%和
4.6%。消费方面，全市完成限额以上商品销售额1.02万亿元，同
比增长20.0%，其中新能源汽车增长137.5%；限额以上贸易单
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95.4亿元，增长17.1%。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2%，制造业投资增长
19.1%，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8.0%。全市外贸出口占全国份额为
3.74%，同比提高0.22个百分点。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79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4.3%。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达39.5%，其中卫生健
康、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增长35.1%和15.5%。

虽然宁波经济实现了“开门稳”，但眼下不确定因素明显增
多，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市场需求不足，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承压，
小微企业生存和发展困难不少，经济平稳增长面临更多挑战。

二季度是稳进提质的关键期。如何充分认识当前复杂形势，
破解经济发展路上的主要矛盾，努力实现“半年红”“全年红”?记
者就此采访了权威部门和相关智库专家。

“从全国 GDP 排名前 15 位的
城市比较来看，一季度宁波 GDP
总量与排名第 11 位的天津差距进
一步缩小，同时宁波与紧随其后的
青岛相比优势持续扩大。”市统计
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新闻发言
人许婷娅说，一季度我市 GDP 总
量、增量均创出新高，“虽然仍不
及去年一季度 648 亿元的 GDP 增
量，但那是超低基数基础上的增
量，没有可比性。”

从季度增速看，一季度我市
GDP 增速比去年四季度加快 1.1 个
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限
额以上商品销售额、固定资产投
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供需两
端 主 要 指 标 增 速 分 别 加 快 4 个 、
3.3 个、8.4 个和 5.3 个百分点。

从结构来看，产业、投资和消
费三大结构更趋优化。工业转型升
级稳步推进，一季度全市高新技术
产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高技
术、高端装备等新兴制造业，占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提高
1.7 个、1.7 个、1 个和 0.3 个百分
点。投资结构优化，一季度制造业
投 资 占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的 比 重 达
23.4%，同比提高 1.1 个百分点，为
打造全球智造创新之都注入发展动
能。消费结构升级，一季度新能源
汽车零售增长 137.5%，可穿戴智
能设备零售增长 75.1%，智能家用
电器和音像器材零售增长 27.3%。

从动能来看，创新成果加速
转化，市场主体不断壮大。一季
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
品产值率达 33.3%，列入国家“三
新 ” 统 计 的 光 缆 、 太 阳 能 电 池 、
集成电路和稀土磁性材料等产品
产量分别增长 80.9%、42.2%、24.5%
和 23.5%。截至 3 月底，全市累计
市场主体突破 123 万户，同比增长
8.4%；全市规模以上企业新增数量
居全省第一，据测算，新增企业对
一季度全市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38%。

GDP总量和增量缘何创新高?

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市三次
产业之比为 1.6∶47.0∶51.4，三次
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1.1%、59.1%和 39.8%。

对宁波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一
度超过 50%的服务业，为何失去
了 昔 日 的 风 采 ？“ 这 主 要 是 生 活
性服务业受疫情影响较大，拖累
了 整 个 服 务 业 的 发 展 。” 市 政 府
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农贵新解
释。

一季度，全市住宿餐饮业仅增
长 0.2%；房地产业较为低迷，同
比下降 14.2%，拉低 GDP 增速 1.1

个百分点。若剔除房地产业，则服
务业可增长 7.2%，其对 GDP 的贡
献率将大幅上升。

实际上，今年我市服务业主要
行业表现不错。一季度，全市服务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拉动 GDP
增长 2.1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为 39.8%。其中，营利性服
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三个行
业增长率均高于 GDP 增速，分别
增长 10%、7.8%和 10.7%，分别拉
动 GDP 增长 1.2 个、0.6 个和 0.4 个
百分点；批发零售业、非营利性服
务业增势平稳，分别增长 5.2%和

服务业贡献为何不及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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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下午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一
季度，宁波市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
上涨 1.4%，涨幅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0.3 个 百 分 点 ， 与 全 省 基 本 持
平。在全国 36 个大中城市中，宁
波 CPI 涨幅列第 17 位，在全省 11
个地市中列第 5 位。

“受复杂国际环境及国内疫情
频发影响，尤其是一季度我市出现
散发疫情，对居民消费品价格造成
了一定影响。”国家统计局宁波调
查队副队长、新闻发言人金小天解
释。

据金小天分析，一季度猪肉价
格同比下降 37.0%，是推动食品价
格由涨转跌的主要因素。受此带
动，猪肉相关商品价格回落明显，
一季度的食用动物油、其他畜肉及
副产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 35.3%和
33.0%。

从鲜菜价格看，由于去年基数
较高、今年气候有利，加上保供稳
价政策及时有力，一季度鲜菜价格
同比下降 5.2%，其中 1 月、2 月鲜
菜 价 格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8.6% 和
10.9%。3 月份，随着多地散发疫

情对蔬菜采收、运输造成不同程度
干扰，以及汽柴油价格上涨导致运
输成本增加，使得鲜菜价格开始快
速回升，同比上涨 5.5%。

一季度，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
上涨 3.7%，影响 CPI 上涨 1.1 个百
分点。受国际能源价格持续攀升，
以及国内成品油和石油制品价格不
断上涨影响，一季度能源价格同比
上涨 15.2%，其中，汽油、柴油和
液化石油气价格分别上涨 23.2%、
25.4%和 68.8%。今年以来，受主
要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新能源购
车补贴退坡等因素影响，小汽车和
非机动车等厂家不同程度提价，带
动交通工具价格开始普遍上涨。一
季 度 ， 交 通 工 具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1.5%，其中，新能源小汽车价格上
涨 2.0% ， 燃 油 小 汽 车 价 格 上 涨
1.4%。

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1.1%，影
响 CPI 上涨 0.4 个百分点。其中，
教育服务价格受去年下半年涨价的
延续影响，同比上涨 4.0%。春节
期间居民以就地过年为主，网络文
娱消费及近郊游需求增加，带动旅
行社收费、在外住宿、网络文娱服
务 等 项 目 价 格 同 比 分 别 上 涨
4.7%、3.9%和 2.4%。

一季度宁波CPI
为何温和上涨

居民收入一直是社会各界比
较关心的数据。一季度，全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879 元，同
比名义增长 5.8%，扣除价格因
素 实 际 增 长 4.3% 。 按 常 住 地
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803 元，同比名义增长 5.4%，
实际增长 3.9%；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4325 元，同比名义
增长 6.4%，实际增长 4.9%。

四大项收入呈现全面增长态
势。一季度，全市居民人均工资
性 收 入 12494 元 ， 同 比 增 长
3.2%，是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经 营 净 收 入 3895 元 ， 增 长
6.0%；财产净收入 2358 元，增

长 3.1%；转移净收入 3132 元，增
长 19.7%。相较居民人均工资性收
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而
言，转移净收入受养老金、离退休
金和“非农非粮化”政策补贴的强
力支撑，同比增速呈现“一枝独
秀”态势，尤其是农村地区转移净
收入增速高达 25.2%。

居民收入增速排位总体前移。
一季度，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水平居全省第 2 位，同比增速列全
省第 7 位，较上年同期前移 1 位，
较上年末前移 3 位。分城乡看，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位居全
省 第 2 位 ， 同 比 增 速 列 全 省 第 7
位，较上年同期前移 1 位，较上年

居民“钱袋子”增长如何?

4.6%，分别拉动 GDP 增长 0.6 个
和 0.4 个百分点。

从供给看，二产特别是工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突出。一季
度，全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6.9%，拉动 GDP 增长 3.1 个百
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9.1%。其中，工业增加值拉动
GDP 增长 3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57% ， 同 比 提 高 2.3 个 百 分 点 。
农业比较稳定，一季度农林牧渔
业增加值增长 3.4%，增速同比
提高 0.3 个百分点，拉动 GDP 增

长 0.1 个百分点。
从需求看，内外需求有效拓

展。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完
成内销产值 4539.3 亿元，同比增长
15.8%，内销占比 81.8%，同比提
高 0.3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和
进出口均实现 10%以上的较快增
长。虽然受疫情影响，接触性聚集
性消费受到一定抑制，但在新能源
汽车等升级类商品和网络消费的带
动下，消费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
对一季度经济增长起到较好支撑作
用。

今年以来，国内疫情多点散
发，对经济运行压力仍然不小，
市场需求不足、企业订单下降、

“剪刀差”持续存在、成本居高
不下，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诸多困
难。特别是 3 月底以来，周边地
区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对经
济正常循环带来较大影响。

据市统计局专家分析，二季
度宁波经济平稳运行面临更多挑
战，主要表现为：

企业经营压力加大，中小企
业尤为困难。受原材料价格高位
运行、工业品进出口价格“剪刀
差”等因素影响，企业利润下降
明显，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26%，企业亏
损面达 35%，特别是对中小企业
的冲击更为明显。

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冲击加
大。在芯片短缺未得到有效缓解
的情况下，本轮国内疫情多点散
发，特别是上海疫情对我市产业
链供应链影响加剧。以汽车制造
业为例，江苏、吉林等地疫情影
响我市部分汽车生产企业零部件
供应，特斯拉、上汽通用等整车

企业停产，影响我市部分汽车零部
件生产企业出货。3 月份，我市汽
车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4%，
增速比 1-2 月回落 6.2 个百分点。
同时，物流受阻影响产品销售，企
业库存有所增加，一季度规模以上
工业产销率 95.4%，比 1-2 月下降
2.6 个 百 分 点 ， 产 成 品 存 货 增 长
33.7%。

疫情导致消费市场恢复受阻。
疫情对聚集性接触性服务行业带来
较大冲击，居民出行、旅游、娱乐
等消费需求受到抑制。一季度，全
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12.9
亿元，同比增长 5.9%，与正常年
份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如 2018 年
至 2019 年两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平均增长 7.9%。

“面对以上问题和压力，宁波
既要正视困难，更要坚定信心。”
多位专家表示，风物长宜放眼量，
首季全市经济延续恢复态势，为全
年 经 济 平 稳 运 行 打 下 良 好 基 础 ，

“下阶段只要措施有力有效，政府
积极主动靠前服务，全力帮助企业
渡过难关，稳住发展预期，就能巩
固经济稳进提质基本盘。”

“进中承压”压力有多大?

末前移 3 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水平位居全省第 3 位，同比增
速列全省第 10 位，较上年同期下
降 1 位，与上年末持平。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
民。一季度，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 配 收 入 14325 元 ， 同 比 增 长
6.4%，增速比城镇居民快 1.0 个百
分点；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为

1.73，同比下降 0.02；农村居民人
均生活消费支出 7953 元，同比增
长 12.6%，增速比城镇居民高 3.5
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比值下降，说
明宁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
行市的基础更加稳固。”国家统计
局宁波调查队副队长、新闻发言人
金小天如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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