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INGBO DAILY3
2024年2月1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王 芳 ——高质量发展十人谈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春之声

破
局

关
键
词
：
科
技
创
新

传
承

关
键
词
：
传
统
产
业
提
质

记者：宁波是全国首个制造强国战略
试点示范城市，制造业基础扎实，产业门
类齐全，拥有11个“产业之都”称号，绿色
石化、高端装备、新材料、纺织服装、文体
用品等产业实力雄厚。但与上海、深圳、武
汉等城市比较，宁波传统产业占比仍然
较大。针对自身的短板，宁波正大力培育
“361”万千亿级产业集群。请问您对宁波
总体的产业布局有何看法？下一步，宁波
应该在哪些产业上重点发力？如何克服
“成长的烦恼”？

张兆安：阿拉宁波人自然会更加关注
家乡的发展。宁波制造业发达，是当地最
为亮眼的一张“金名片”。这张“金名片”，
得益于宁波良好的地理位置。

在深水良港的催动下，宁波民营经
济浪潮涌动，开放优势明显。背靠长三
角腹地，也让宁波制造走在了全国同类
城市的最前沿。当前，宁波重点布局的
绿色石化、新能源汽车、磁性材料、智
能家电、时尚纺织服装等产业在全国拥
有较高的知名度。

起步早，有先发优势，往往也会更早
地面对“成长的烦恼”。

传统产业占比较高，这不光是宁波的
发展瓶颈，也是长三角乃至全国各个制造
业大市的发展瓶颈。

如何破局？上海的答案是加快构建
“2+2”+“3+6”+“4+5”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通过继续加大经济总量，大力发展新
质生产力。

其中，“2+2”是两融合、两转型。首先
是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
其次是所有产业尤其是上海的传统产业
要实现数字化转型和绿色低碳转型。

“3+6”，即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等三大先导产业，培育上海有特
点、有基础、有优势的六大重点产业，包括
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未来汽车、高端装
备、先进材料和时尚消费品。

“4+5”，即培育数字经济、绿色低碳、
元宇宙、智能终端四大新赛道产业，抢先

布局未来健康、未来智能、未来能源、未来
材料和未来空间五大未来产业方向。

不难发现，上海“2+2”“3+6”“4+5”的
现代化产业体系中，传统优势产业及未来
产业两者紧密关联、不可分割，并实现了
串珠成链。比如集成电路、电子信息及智
能终端、未来智能；生物医药、生命健康及
未来健康等。

宁波同样如此。要齐抓共管，一手抓
传统产业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并
将其串联成线、集聚成链。

当然，这些产业规划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需要政府部门及时根据当地产业发
展情况，以及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进行调
整。

在常调常新的同时，通过绿色化、智
能化、高端化等方式，以传统优势产业带
动宁波制造体系的提质升级。

比如，宁波绿色石化、汽车、新材料等
产业有基础、有实力，应当在原有的产业
基础上，引领三大产业向未来能源、未来
汽车、未来材料转变。

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宁波可以学
习借鉴上海、深圳等城市“工业上楼”的模
式，向天空要空间，大幅度提升土地资源
利用率。

不 光 是 物 理 集 聚 ， 更 要 充 分 发 挥
“工业上楼”的产业集聚效应、人才虹吸
效应及科技创新的产业公地效应，在

“工业上楼”的同时让企业之间产生化学
反应。

我知道浙江等地也在进行大胆尝试
与探索，“亩产”“亩均”这类农业术语已逐
步被应用于工业领域。

这两年，宁波以“亩均论英雄”改
革为发展新逻辑，按下了向高质量发展
进军的快进键，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在
加速“腾笼换鸟”的同时，宁波应继续
放大传统优势产业的作用，不是简单地
腾与挪，而是借着“亩均论英雄”改革
的春风，带动传统优势产业的提质增效
升级。

A

B

融
合

关
键
词
：
亮
出
城
市
新
名
片

C
记者：宁波制造业虽然基

础扎实，但产业结构还不够优
化，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相对滞后。您认为，宁
波应当如何迎头赶上？

张兆安：宁波是计划单列
市，有它先天的优势。但经过
这 么 多 年 的 发 展 ，领 军 型 企
业、龙头型企业仍然比较缺，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生产
性服务业的缺位。

如何补上这块短板，1000
万的城市人口是关键之一。

只有人口基数突破千万，
才能发挥城市的集聚和辐射
功能，才有做大做强生产性服
务业的可能性，通过增强与宁
波制造业的契合度，为宁波制
造阔步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
性。

在做大做强生产性服务
业的同时，引进、培育龙头企
业也是宁波经济发展的重中
之重。既然宁波已提出要实现
世界 500 强“零的突破”，就要
瞅准目标、下定决心。

当宁波真正引进、培育了
一家龙头企业，并成功实现世
界 500 强“零的突破”时，宁波
整体的城市格局也将得以提
升，吸引更多的龙头企业及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在宁波落户。

在不少人眼中，宁波人低
调、务实，但在城市名片的打
造上，需要进一步开动脑筋、
花费心思。

当前，宁波正全力建设全
球智造创新之都，争创国家新
型工业化示范区。依托扎实的
产 业 基 础 ，宁 波 制 造 前 途 广
阔。但也需要注意的是，宁波
正面临南北挤压、东西分流、
区域分割等新挑战，要实现新
的目标，宁波不仅要对标国内
其 他 城 市 ，同 时 要 以 国 际 视
野抢抓新风口、抢占新赛道，
要有世界级的想象力。

其中，产业名片的打造将
是宁波制造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突破口。

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发
展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文化赋能经济的作用显得越
发重要。产业名片在凸显区域
文化、产业和城市特质，推动
文化资源有形化、价值化的同
时，也有助于特色产业的集聚

及区域产业形象的树立。
宁波不光要继续擦亮制

造、开放、港口等原有的城市
名 片 ，还 需 要 紧 密 联 动 长 三
角，亮出更多有宁波特色的区
域名片。

在这一点上，上海仍走在
全国前列。目前，上海不仅拥有
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
技创新五大中心定位，松江、青
浦、张江也分别亮出了长三角
科创走廊、长三角数字干线、长
三角药谷等区域名片。

在这些区域里，企业既能
找到平台伙伴，又能找到上下
游同行，还能找到终端用户，产
业生态才能加速形成，才有产
业集群式发展壮大的可能性。

不光是上海，部分城市已
先行先试。如武汉·中国光谷、
杭州·中国视谷、合肥·中国声
谷和江油·李白故里·特材新
城等。这些区域名片的打造，
不仅树立了区域优势特色鲜
明的产业形象，也为区域经济
的腾飞作出了重要贡献。

以武汉·中国光谷为例，
作为武汉制造业品牌和实力
的象征，这张产业名片不仅为
武汉相关制造业品牌提供了
保障，也让其成为光学电子领
域创新和产业高地的代名词。
光谷的成功打造，让武汉得以
不断集聚相关产业的资本、人
才及企业，形成虹吸效应。

宁波制造业基础扎实，产
业门类齐全。虽然大而全，但
缺少一张独特响亮的产业名
片。群星璀璨，唯独缺少最亮
眼的那一颗。

尽管此前宁波拥有 11 个
“产业之都”的称号，但即便是
宁波人，也很难说上几个，缺
少认可度与品牌效应。

宁波需要毕其功于一役，
调动各方资源，走出一条彰显
区域文化和产业特色的路子，
聚焦发展定位，打造独特的产
业名片。

与此同时，宁波应调动更
多的资源，紧密联动长三角，
成立更多的产业联盟，通过更
多的活动让更多的专家、学者
及企业家走进宁波，了解宁波
的新变化、新方向，让更多的
人见识到宁波制造的硬核实
力。

每个个体、每座城市都有
其自身的形象与特点，宁波制
造亦是如此。在不少人眼中，
宁波制造业企业就像是武侠
小说中的“扫地僧”，低调内
敛又武功高强。

正是拥有一批扎得深、稳
得住、能创新的“扫地僧”，才
让宁波制造在全国拥有属于
自己的定位与特性。

然而，再强的高手也存在
自身的短板。如何更好地把

“短板”变成“跳板”，把“潜力”
变成“实力”，是下一步宁波争
创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擦
亮宁波制造这张“金名片”的
关键。

传统产业升级与战略性
新 兴 产 业 发 展 壮 大 要 两 手
抓 ，使 其 串 联 成 线 、集 聚 成
链；要通过科技创新承载区、
科创重点区域、科创中心的
链式布局，营造科技创新的
氛围；要紧密联动长三角，亮
出更多具有宁波特色的区域
名片……

尽管专访的时间并不长，
但这些不同视角下的建议值
得深思与借鉴。

未来已来，如今的科技创
新日新月异，抢抓新一轮科技
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融合的
机遇期，加速构建新质生产
力，宁波制造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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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殷聪

全球智造创新之都，
需要世界级的想象力
——访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张兆安

制造业是宁波的
当家产业，再怎么强
调都不为过。

当前，宁波经营
主体近 140万户，创
业密度高，民营经济
发达，规上工业企业
超万家，规上工业增
加值连续多年居全省
第一，这些是宁波制
造的底色。

然而，制造业高
端化不足、高新技术
占比少、产业层级总
体偏低的短板仍在，
缺少龙头企业、人才
底子先天薄弱、产品
品牌力不足、企业知
名度不高等瓶颈，也
制约着宁波制造业的
发展。

打造全球智造创
新之都，宁波如何迸
发更强大的力量？如
何才能破解制造业发
展的瓶颈？如何提升
宁波制造的品牌影响
力？

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上海社会
科学院原副院长张兆
安。

记者：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
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
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
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您认为，
宁波应该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

张兆安：最近一段时间新质生产力成
为热词。作为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正迎来
从中央到地方的密集部署。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就扎实推进高
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
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
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
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为 了 进 一 步 推 动 新 质 生 产 力 的 发
展，各地各部门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以
打破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瓶颈。多地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2024 年将锚定培育新兴
产业、未来产业，聚焦以科技创新引领
经济发展，促进形成新质生产力，培育
强劲新动能。

上海同样如此。从国产大飞机 C919
一飞冲天，到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
号”顺利入海，如今的上海，已经成为全球
少有的既能造火箭、飞机，又能造邮轮、汽
车的高端装备城、“全球动力城”。

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迈进的上海，正倾力打造从“0”到“100”的
科创链条，以创新策源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

宁波要做大做强制造业，不仅需要以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打造从“0”到

“100”的科创链条，以创新策源加快形成
新质生产力，而且要通过科技创新承载
区、科创重点区域、科创中心的链式布局，

营造科技创新的氛围。
与此同时，宁波要加大科技基础设施

的投入、科创公共平台的建设及高校院所
的培育。

近年来，科技创新之所以成为上海的
新王牌，是因为科技创新承载区在其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建设
发展，上海科创中心的六大功能承载区

（张江核心区和紫竹、杨浦、漕河泾、嘉定、
临港）得到全面提升。

与此同时，上海出现了一批新的科创
重点区域，比如松江 G60 科创走廊、青浦
市西软件信息园、奉贤东方美谷等。

在科技基础设施方面，上海也有不少
典范与案例可供宁波学习与参考。比如上
海光源，自 2009 年建成开放以来，上海光
源不仅孕育了许多重量级的科学研究成
果，而且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不断赋能上
海产业的提质升级。

当前，宁波正以世界一流标准建设
甬江科创区，支持甬江实验室争创国家
实验室，支持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
兵科院宁波分院加快形成战略科技力
量，宁波东方理工大学 （暂名） 也正加
紧推进中，未来的潜力很大。但宁波需
要的是持之以恒地营造科技创新的良好
环境，为科技创新提供金融、人才等方
面的支持。

在营造科技创新环境方面，苏州工业
园区的经验同样值得宁波借鉴。在该园区
内，科技型的中小企业被统一纳入培育
库，辅以金融、人才、科技等方面的支持，
成功助力其茁壮成长。

截至去年底，该园区境内外上市公司
总数已达 65 家，占苏州市的四分之一，排
名全市第一。

位于宁波东部新城的
浙江创新中心。

（浙江创新中心供图）

镇海炼化镇海炼化。。（（杨赵坤杨赵坤 摄摄））

宁波正大力发展新能宁波正大力发展新能
源汽车产业源汽车产业。。（（殷聪殷聪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