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俞永均

今年以来，宁波经济迎难而上，企稳回升。根据全
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宁波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 7260.3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2.9%，
高于全国、全省 0.4 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156.6 亿元，同比增长
4.0%；第二产业增加值 3544.3 亿元，同比增长 3.8%，其
中工业 3257.5 亿元，同比增长 4.1%；第三产业增加值
3559.4 亿元，同比增长 2.0%。三次产业之比为 2.2∶48.8
∶ 49.0。 三 次 产 业 对 GDP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分 别 为 3.2% 、
61.5%和 35.3%。

“上半年，宁波经济虽然受到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冲
击，增速有所放缓，但半年度经济总量仍然跨上 7000 亿
元台阶，稳居全国城市第 12 位；经济增量为 620 亿元，
领先国内多个 GDP 万亿城市。”市统计局党组副书记、副
局长、新闻发言人许婷娅认为，这充分反映出宁波经济
具有较强的韧性，成绩来之不易。

从GDP增量看宁波经济韧性

进入二季度以来，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特别是 4 月份
疫情对我市供应链、产业链等冲击巨大，主要经济指标
深度下跌。随着宁波打出一系列经济稳进提质“组合
拳”，5 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回稳，6 月份回升态势进一
步巩固，二季度当季经济同比增长 0.7%，比全国、全省
分别高出 0.3 和 0.6 个百分点。

据市统计局分析，上半年宁波经济增长的支撑因素
主要有三点：

一是工业大盘稳。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销售产值 11592.9 亿元，同比增长 11.3%。其中，内
销产值 9490.9 亿元，同比增长 11.9%，内销占比同比提
高 0.6 个百分点。从规模以上工业重点行业来看，前十
大行业共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5.7 个百分点，贡献
率达 114%，计算机通信、化学原料、石油加工、烟草制
品 和 汽 车 制 造 等 重 点 行 业 累 计 增 速 分 别 达 到 20.3% 、
11.9%、8.5%、8.5%和 5.6%，均高于规模以上工业整体
增速。

二是服务业主要行业贡献突出。上半年，全市服务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拉动 GDP 增长 1 个百分点，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5.3%。金融业、交通运输业、营利性
服务业、非营利性服务业四个行业同比分别增长 7.3%、
6.3%、5.8%和 3.6%，均高于 GDP 增速，合计拉动 GDP1.7
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同比增长 2.3%，拉动 GDP0.3 个百
分点。同时，消费市场逐步恢复，上半年新能源汽车销
售同比增长 163.6%。网络零售加快增长，全市限额以上
贸易单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 226.7 亿元，同比增长
32.2%。

三是农业稳中有进。上半年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4.1%，比一季度提高 0.7 个百分点，拉动 GDP0.1 个
百分点。

上半年，宁波经济增长速度不慢，增量也十分可
观。

根据目前各地发布的经济数据，上半年 GDP 增量天
津为 311 亿元，北京为 124 亿元，上海-754 亿元，重庆
609 亿元。也就是说，上半年宁波 GDP 增量已经超过了
四个直辖市，体现出经济较强的韧性。

从CPI涨幅和居民收入看民生

CPI 涨幅，是老百姓最关心的一个经济指标，也代表
着民生温度。上半年，宁波市区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2.0%，涨幅较一季度扩大 0.6 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这主要是受到国内市场需求复苏和国际
通胀压力传导所致。从居民消费价格的三大构成部分来
看，食品烟酒价格止跌回升，工业消费品价格加速上

涨，服务价格仍然保持上涨态势，是 CPI 涨幅扩大的主
因。”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副队长、新闻发言人金小天
说。

先来看食品烟酒价格，由一季度的同比下降 0.5%，
到上半年同比上涨 1.4%。二季度开始，猪肉和鲜菜等商
品价格反弹走高。比如猪肉，随着中央储备猪肉收储工
作持续开展，4 月份猪肉价格出现反弹，当月环比上涨
0.3%。5 月份、6 月份，受疫情趋稳消费需求增加等因素
影响，猪肉价格继续上涨，环比分别上涨 3.6%和 3.4%。
还有鲜菜，二季度以来，随着多地散发疫情对蔬菜采

收、运输造成不同程度干扰，带动鲜菜价格持续上涨。
再来看工业消费品价格，在一季度上涨 3.7%的基础

上，涨幅进一步扩大。上半年，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
涨 4.3%，拉动 CPI 总水平上涨约 1.4 个百分点，是 CPI 上
涨的主要推动力量。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受到
俄乌冲突影响，能源价格持续攀升，影响国内成品油价
格不断上涨。另一方面，受主要原材料成本上涨影响，
今年以来交通工具价格普涨。上半年，燃油小汽车和新
能源小汽车价格分别上涨 2.4%和 2.3%，自行车价格上涨
2.9%，电动自行车价格上涨 1.4%。

第三看服务价格，虽然涨幅较一季度回落 0.4 个百分
点，但上半年总体仍然保持上涨趋势。由于人工成本不
断增加，生活性服务价格持续上涨，比如家政服务、家
庭 维 修 服 务 和 母 婴 护 理 服 务 价 格 同 比 分 别 上 涨 6.6%、
3.9%和 1.4%。受疫情多点散发影响，网络文娱消费及近
郊游需求增加，不少文旅消费价格也保持上涨。另外，
受去年下半年教育服务价格明显上涨的翘尾因素影响，
教育服务价格上涨。

虽然 CPI 涨幅扩大令人心烦，但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却是一个好消息。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8254 元，同比名义增长 5.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2.9%。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3239 元，
同比名义增长 4.6%，实际增长 2.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25292 元，同比名义增长 5.7%，实际增长 3.6%。
从收入来源看，人均工资性收入 21628 元，同比名义增长
2.8%；经营净收入 7005 元，同比增长 3.0%；财产净收入
4224 元，同比增长 4.6%；转移净收入 5397 元，同比增长
18.2%。

“稳”“进”之中看下半年走势

“尽管宁波经济半年报表现不错，但与正常年份或者
一季度水平相比还存在差距，总体上处于恢复期。”在昨
天举行的 2022 年上半年宁波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上，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说。

首先，从 GDP 核算 10 个行业门类来看，以 2019 年正
常年份为基准，农林牧渔、建筑、交通、金融等 4 个行业
恢复到正常年份水平，工业等其余 6 个行业尚未完全恢
复。以规模以上工业为例，虽然二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速逐月回升，但二季度同比增长 1.7%，与一季度
8.5%的增速仍存在较大差距。

其次，企业生产经营仍面临诸多困难。企业尤其是
大量中小企业受原材料价格、用工成本、要素价格等上
涨影响，面临增收慢、盈利难困境。上半年，我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与营业成本增速倒挂，营业成本
同比增长 15.9%，高于营业收入 3.8 个百分点。二季度规
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 79.1%，低于正常水平 3～4 个百分
点。

第三，市场主体预期仍处于收缩区间。制造业 PMI
指数已连续 3 个月低于荣枯线，特别是新出口订单指数连
续 7 个月低于 50%。

第四，房地产持续低迷并逐步传导至关联行业。上
半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仅增长 3.0%，拖累全市投
资。以水泥、混凝土为主的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增加值下
降 17.4%，拉低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0.4 个百分点。

此外，疫情对文旅、住宿等接触性行业的影响仍在
持续。

不过，专家普遍认为，尽管目前全市经济仍未恢复
到一季度水平，但“稳”的基础在夯实，“进”的因素在
累积，“三驾马车”协同发力值得期待。投资方面，在基
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 10.3%，增速与全省持平，扭转了落后态势。消费方
面，随着疫情逐步好转和多轮消费券的刺激拉动，6 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2%，比 4 月份提高 27.7 个百分
点。外贸方面，在稳外贸专项行动的推动下，4 月、5
月、6 月进出口单月增速分别为 0.5%、7.4%和 13.2%，逐
月提升明显。

宁波经济发展动能也在持续累积。上半年，全市新
增入库企业 527 家，同比增长 52.3%，保持去年以来全省
第一的良好态势，有力支撑了经济增长。全市完成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049.6 亿元，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增长
4.5%，增速高于全省 0.3 个百分点。

“随着扩投资促消费稳外贸专项行动和稳链保供、稳
岗就业等经济稳进提质攻坚行动的持续推进，特别是我
市‘47+16’一揽子稳增长政策措施的从快落实，经济回
升向好的势头有望进一步巩固，预计经济运行三季度好
于二季度，下半年好于上半年。”许婷娅表示。

宁波经济：迎难而上韧性强，回稳向好再前行

记者 孙佳丽 通讯员 蔡朝晖

当新冠肺炎疫情不断冲击线下消
费市场，网络零售市场一跃成为商家

“必争之地”，在宁波也不例外。今年
上半年，宁波累计实现网络零售额
1220.1 亿元，在全省排名第三，同比
增长 10.4%，比全省平均高出 4.3 个
百分点。

“疫情对网络零售市场而言，有
机、有危。但疫情进入第三年，各地
多点散发的疫情，让网络零售市场深
受物流阻塞、人才缺失等问题困扰。
宁波能在重重困境中取得两位数增
长，足见功底。”宁波商务经济研究
所副所长江玉兵表示，宁波稳消费的
功底主要体现在甬企抓机会的能力。

博洋研究院宏观分析师蔡竣帆透
露，一般在疫情过去后 2 个月左右，
网络零售往往会迎来爆发期。今年二
季度，多地线下消费因为疫情影响向
线上大量转移，消费者对个性化的旺
盛需求，也让本就背靠强大制造“后
援团”的宁波电商品牌逆势而上，尝
到了甜头。

在多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白

小 T 创新营销方式和广告投放路径，
6 月中下旬开始，销售额迎来爆发式
增长，7 月上半月的销售额同比增长
了 3 倍。疫情的发生让惠尔顿出口业
务量缩减，企业转战直播电商，今年
6 月份日交易额达 10 万元。

企 业 的 “ 进 ” 体 现 在 数 据 的
“升”。今年 6 月，宁波实现网络零售
额 308 亿元，环比增长 33.6%。

今年以来，很多宁波企业开始转
变营销思路，借助自身流量优势开辟
直播战场，抢抓电商转型机遇。宁波
市政府则拿出“真金白银”，扶持符
合条件的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直播电
商 基 地 、 网 络 直 播 经 纪 机 构

（MCN）、直播电商品牌企业等加快
发展，抢抓风口。今年上半年，全网
直播电商渗透率达到 25%，较去年底
提高了超 5 个百分点。

“下阶段，我们将在培育消费新
业态和开展企业纾困帮扶领域重点发
力，尤其高质量发展直播电商经济，
推动‘直播+’多场景融合应用，支
持餐饮企业开展线上服务、品牌建设
和模式创新。”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
说。

稳消费——
疫情之下
宁波网络零售企稳回升记者 殷聪

午后，刚刚赶回前湾新区的宁波
泰睿思微电子有限公司 CEO 李奕聪
踌 躇 满 志 ，“ 刚 刚 又 拿 下 了 一 笔 订
单，今年我们的产值有望迈上新的台
阶”。

从 2020 年 12 月 完 成 注 册 ， 到
2021 年 10 月完成首个产品入库，依
托先进封芯片封测 （框架、基板） 以
及先进晶圆封测三大业务，泰睿思微
电子不断做大做强，预计满产后年产
值可达 25 亿元，成为国内单体全制
程最大的封测工厂。

实现快速发展的不光是泰睿思微
电子。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市
工业企业实现规上工业增加值 2684.2
亿元，同比增长 5%，高于全国 1.6 个
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总
产值增加值提升至 11974.5 亿元，直
逼 1.2 万 亿 元 大 关 ， 同 比 增 长
12.8%。特别是在 4 月规上工业增加
值单月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宁波
顶住了压力，5 月、6 月逐步恢复至
2%和 5.2%，彰显宁波工业的强大韧
性。

工业 V 字回升的背后，是 宁 波
重 点 产 业 集 群 的 加 速 发 力 。 其 中 ，

绿色石化产业集群规上增加值同比
增长 11.3%、新材料同比增长 8.7%、
汽车产业同比增长 8.6%。特别是汽
车产业，今年 6 月规上工业产值同
比 增 长 24.5% ， 实 现 整 车 产 量 7.68
万辆，同比增长 40.2%。其中，新能
源 汽 车 产 量 1.27 万 辆 ， 同 比 增 长
700%。

“ 汽 车 产 业 的 爆 发 ， 特 别 是新
能源汽车的爆发，带动的不仅是自
身的提升，受其影响，新材料、半
导体等上游产业也实现了较快的增
长 。” 市 经 信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 比
如 稀 土 磁 性 材 料 以 及 集 成 电 路 产
业。上半年，宁波稀土磁性材料产
业 链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速 达
37.1% ， 居 十 大 产 业 链 之 首 ； 宁 波
特色工艺集成电路产业链规上工业
增 加 值 增 速 达 17.7% ， 仅 次 于 磁 性
材料。

工业 V 字回升的背后，新投产项
目也是一大关键。数据显示，2021
年竣工的 926 个项目以及 2022 年竣工
的 60 个项目，共涉及规上工业企业
902 家 。 该 群 体 上 半 年 实 现 产 值
5141.3 亿元，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42.9%，同比增长 21.6%，拉动产值
增 长 8.6 个 百 分 点 ， 产 值 贡 献 率 达
67.5%。

强工业——

投资有了，信心足了

记者 单玉紫枫

挖掘一座城市投资增长的潜力，
需要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

今年 5 月，宁波拿出了一套市重
大项目“1244”统筹推进机制：强化
全链条创新、全系统联动、全要素保
障，发挥投资对强制造、增动能、优
品质、促共富的关键性作用⋯⋯

今天的投入就是明天的产出。扩
大有效投资，既是稳增长、调结构、
补短板的最佳结合点，也是适度扩大
总需求、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培
育发展新动能的最好着力点。

至此，“1244”的题中之义呼之
欲出，构建“一条链”重大项目全过
程管理，形成“双回路”工作推进体
系，成立“四大办”统筹协调服务，
建立“四级”协调会商运行机制，即

“ 一 切 围 着 项 目 想 、 一 切 围 着 项 目
干、一切围着项目转”。

上半年，政府性投资项目发力明
显，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9%，高于全
省平均 8.7 个百分点，公共服务投资
增 长 27.4% ； 重 大 项 目 建 设 支 撑 有
力，上半年，420 个市重点建设工程
项目完成年度计划 63.94%；132 个省
市 集 中 开 工 重 大 项 目 ， 开 工 率
96.5%。

不止一位项目负责人事后感慨，
如 果 没 有 一 系 列 制 度 为 他 们 “ 赋
权”，并使之得以调动更大的项目统
筹推进力量，这些事“想都别想”。

对 更 多 的 建 设 者 来 说 ，“1244”
的另一大意义，在于让他们吃了两颗
定心丸——一个是“协同”，另一个
是“支撑”。

“‘1244’中，每个环节都渗透
了协同与支撑。”市发改委负责人指
出，比如，“1244”中的“2”即打破
部门壁垒、层级界限和条块分割，建
立“项目决策+管理双回路”机制，
一路由“分管市领导+分管副秘书
长+部门”的业务条块履行法定职
责、做好常规性工作，另一路由承担
项目综合协调推进的“常务副市长+
分管副秘书长+四大办”的综合协调
机构，开展专项攻坚，形成双回路闭
合机制。而“1244”中“4”更体现
了统分结合，协同推进，第一个 4 即
成立四大办，分别为大项目统筹办、
大财政金融办、大政务督查办、大建
设调度办，贯穿项目全周期。

如今，“1244”牛刀小试，宁波
上半年投资跑出了“加速度”。与此
同时，以更大力度抓好落实，促使当
下成果转化为长远成效，同样考验着

“1244”的生命力。

扩投资——

“1244”机制助推重大项目“加速跑”

记者 张凯凯 通讯员 王虎羽

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今年上半年，宁波主要科技指标
实现稳定增长，发展动能持续积累。
据统计，1～6 月，全市实现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 1570 亿元，居全省第
一，增速高于规上工业增加值 0.2 个
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经济
增加值分别增长 5.4%、8.1%。

“把握‘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主基调，上半年科创‘宁波号’行
稳致远。”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说。
扎实推进科技政策落地，开展重大
创新平台布局，加速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深化科技型企业培育⋯⋯一
系列稳进提质措施高效落实，为全
市高质量发展积蓄了科技创新的奋
进势能。

“由工研院孵化的浙江蓝卓工业
互联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月刚
刚 发 布 新 一 代 工 业 操 作 系 统 su-
pOS4.0，成为省级技术创新中心赋
能产业发展的一大印证。今年上半
年，蓝卓在全国范围内新增建设推
广智能工厂项目近 300 个，广泛服

务于制造行业、智慧园区等，目前
已 完 成 智 能 工 厂 建 设 超 2000 家 。”
宁波市工业互联网研究院相关负责
人林奕专说。

在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赋能之下，
宁波频添高质量发展“生力军”：浙
江蓝卓、国利网安、芯然科技、坤铜
高新⋯⋯他们都是所处行业的新鲜力
量，扎根于“大院大所”场地、政
策、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富集的丰
饶沃土。

“在孵化中，我们还会谨慎把握
分寸感，减少资本干扰，给予企业团
队充分主导权，尽全力帮助搭建稳定
人员团队、确立稳固经营理念。一定
要 保 护 好 、 支 持 好 每 一 个 创 业 项
目！”林奕专说。

眼下，产业技术研究院带来的
创新发展动力，正在推动宁波传统
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全面蝶变
升级。“未来，我们将以高水平打造
甬江科创区、谋划重点区块科创平
台 、 加 快 甬 江 实 验 室 建 设 等 为 抓
手，全面提升创新策源能力，助推
高质量发展。”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重创新——
产业技术研究院牵引
宁波科创“新”潮澎湃

昨天，宁波经济“半年报”出炉。在国内外多重不利因素的冲击下，全市经济从4月份下跌中较快地企稳回升，最终实现回稳向好，上半年

GDP同比增长2.9%，高于全国、全省0.4个百分点，展现了宁波经济较强的韧性。

这个2.9%是如何来的？社会各界如何看待上半年宁波经济走势？记者分路采访了政府部门、专家和企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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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作
业场景。 （汪舒婷 摄）

制图 毛雪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