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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陈甬军教授是土生土长

的宁波人，亲眼见证了 40 年
前宁波的初次腾飞，之后也
一直对宁波的城市发展投以
热烈而又深情的目光。或许，
正是缘于这份“爱得深沉”，
在采访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他
那份对于家乡发展的迫切和
期待。

在近一个小时的电话采
访中，他在位于广州的办公
室里，援引中央最新的政策
和会议精神，在历史和现实
之间，在横向比较和纵向比
较之中，用不同城市的成功
案例，从各个层面为宁波的

“双循环”寻找新的可能性。
从经济主体到政府机关，从

科技创新到文化建设，从国
外到国内……没有大而空的
说教，更多的是有据可考的
操作性建议，“要让各行各业
都抓住机遇、抓紧创新改革，
走出宁波独有的一条路”。

在陈教授看来，宁波完
全有资本也有能力，在“双循
环”的新发展格局中成为领
跑者和先行者；完全有实力
也有底蕴，用 10 年至 15 年时
间再造一个“新宁波”。我想，
这应该既是一名当代“宁波
帮”人士对家乡经济韧性的
认同和信任，也是一名长期
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对经济
形势冷静分析后所作出的理
性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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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合

核 心 观 点

畅通国内国际双

循环，在高水平开放

中实现合作共赢——

对于此刻的宁波来

说，这是个箭在弦上

的重要课题。

在新的国际背景

下，“双循环”意味

着什么？守正创新，

宁波应该如何守住

“开放”这一最大优

势？聚焦“勇当先行

者、谱写新篇章”，

宁波又该如何为全国

全省大局多作贡献?

……

为此，我们特邀

国内知名“双循环”

领域专家、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大湾区双

循环发展研究院院长

陈甬军，结合宁波实

际，为推动经济实现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建言献策。

■浙江作为外贸大省，在双循环新格局中成为连接内外的一个重要支点，宁波舟山港应该成为这个

模型中间的枢纽节点。

■宁波有很多制造业“单项冠军”，依靠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从“制造”向“智造”转型。

■宁波需要借助共建“一带一路”更好地“走出去”，也需要向国内市场要机会、要资源。

■宁波要加强和长三角区域特别是上海的联系，唱好杭甬“双城记”，加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

■宁波商业模式要找到工业和商业的平衡点，拥抱并利用好世界市场，找到创建“新商都”的路径。

■“经济大市真正挑起大梁”，宁波应该走出自己独特的道路，成为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城市，

为其他地方提供可以学习参考的样板。

■经济强市也要打造人文建设方面的新高地，需要加强经济学、管理学、文学、新闻学等领域的专家

人才队伍建设。

记者：作为国内“双循环”领
域的专家，您早在2020年就为浙江
的“双循环”发展“把脉问诊”。几
年过去了，针对国内外出现的新情
况新形势，您的判断是否有所调整？

陈甬军：2020 年 提 出 时 ， 外 部
情 况 比 较 复 杂 ， 出 现 了 世 界 疫 情
和 国 际 政 治 矛 盾 激 化 等 情 况 。 也
是 在 那 个 时 候 ， 国 家 层 面 明 确 提
出 ， 要 深 化 供 给 侧 结 构 性 改 革 ，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

为 了 更 加 直 观 地 阐 释 这 一 概
念 ， 我 做 了 个 “8” 字 形 理 论 模 型
—— 把 “8” 倒 90° 过 来 ，“ 大 圆 ”
就是国内大循环，“小圆”是国际大
循 环 。 我 提 出 ， 浙 江 作 为 外 贸 大
省，必须“近忧”和“远虑”一起
抓，及早筹划和行动，在国内大循

环、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交融的新
格局中成为连接内外的一个重要支
点。

几年过去了，这个理论模式更
加清晰。特别是宁波舟山港，应该
成为这个模型中间的枢纽节点，既
实现国内国际的交融交汇，也要扩
大对全国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影
响——在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
国内“8”字头“大圆”就能够实现
自我的循环。

客观地说，当前国际形势依旧
很不稳定，国内动能不足、循环不
够理想的问题依旧存在。我们更加
需要紧紧遵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
精神，进一步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
生动力和可靠性，加快全国统一大
市场建设，着力破除各种形式的地
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记者：在这样的背景下，宁波
作为制造大市和外向型城市，新的
一年应该如何“排兵布阵”？最重要
的关键词是什么？

陈甬军：我个人觉得，就像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以科技创新引
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作为今年
各项经济工作之首，“创新”两个字
肯定要摆在第一位。

宁 波 的 外 向 型 经 济 占 比 很 高 ，
更要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寄希望于
外部，而是必须以自己稳定的发展
来对冲外部的不确定性。比如，宁
波 的 制 造 业 基 础 不 错 ， 有 很 多 的

“单项冠军”。我们就要依靠技术进
步带来的增长，让“制造”向“智
造”转型。特别是要在现有的生产
线 、 操 作 工 艺 中 ， 融 入 数 字 技 术 、
人工智能等，普遍提高制造业的效

率水平——这也是当前最现实、最
重要的路径。

在 经 济 学 中 有 个 重 要 的 概 念 ，
叫做“全要素生产率”，即不仅考虑
资本和劳动等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要
素的投入，还包括技术进步、组织
创 新 、 专 业 化 、 生 产 创 新 等 因 素 ，
因此有时也被称为“技术进步率”。

我认为，宁波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十 一 次 集 体 学 习 时 的 重 要 讲 话 精
神，抓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改
革完善新型生产关系，在提高全要
素生产率上加大力度，通过企业主
体的技术创新来拉动新质生产力的
发 展 ， 通 过 改 革 开 放 调 整 体 制 机
制，加速发展新动能的形成，进而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
之地、再创新的辉煌。

记者：近年来，有不少以区
域经济一体化为重点的国家战略
布局。对于宁波来说，如何在
“双循环”背景下拓宽自己的“朋
友圈”，延展作为支点城市的服务
半径？

陈甬军：纵 观 宁 波 的 经 济
史 ， 最 大 的 特 点 就 是 “ 向 外 发
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吸引
很多港资外资，迅速成为“世界
工厂”的一部分。眼下，“双循
环”框架下的“对外发展”，宁波
既需要借助共建“一带一路”更
好地“走出去”，也需要向国内市
场要机会、要资源。

一方面，宁波要加强和长三
角区域特别是上海的联系。在国
家层面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背景

下，充分发挥上海在国际市场和
科技创新等领域的优势，唱好杭
甬“双城记”，更好地展现长三角
经济带的满满活力。

另一方面，宁波也要加强和
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我一直在
关注甬广高铁的进展。作为中国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
之 “ 沿 海 通 道 ”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铁路计划途经福州、广州等
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每一个点
位都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有关部
门应该要站在战略的高度，研究
如何通过交通的提速，让长三角
经济带与粤港澳大湾区的联系更
加紧密，在更加密切的对接、碰
撞、交融中激发出新的火花和潜
能。

聚焦“双循环”发展，
宁波如何扬长补短？
——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大湾区双循环发展研究院院长陈甬军

C
记者：除了练好“内功”，是否

还有其他的“秘诀”，帮助宁波更好
地拓市场、增销路，在快速迭代的
时代里掌握先机？

陈甬军：当然。宁波本身就是
有底子的“商都”，很多宁波人就是
最 早 “ 走 出 去 ”、 放 眼 看 世 界 的 商
人。

可 惜 ， 如 今 宁 波 的 商 业 模 式
中，传统贸易比重较大。而放眼全
国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下沉市场
的绝对“王者”拼多多，还是在数
字经济浪潮中崛起的新一代全球化
典范希音，都是凭借新业态迅速崛
起、乘风而上的。

最 近 我 在 做 关 于 诞 生 于 广 州

番 禺 的 希 音 的 课 题 研 究 。 其 凭 借
小 单 快 反 模 式 ， 借 助 互 联 网 技
术 ， 打 造 灵 活 供 应 链 ， 迅 速 登 上
了 全 球 独 角 兽 排 行 榜 ， 拿 下 了 原
属 于 浙 江 的 一 大 半 市 场 份 额 ——
这 是 需 要 同 样 曾 深 耕 服 装 行 业 并
借 此 闯 出 过 一 片 天 地 的 宁 波 企 业
好好思考的。

数字经济潮流，浩浩荡荡。对
于宁波来说，必须抓紧时间，开动
脑 筋 ， 找 到 工 业 和 商 业 的 平 衡 点 ，
实现销售和生产的高度融合，而不
是“各干各的”。我们必须要搞懂互
联网时代的供需逻辑，拥抱并利用
好世界市场，找到宁波创建“新商
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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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记者：今年年初市两会迭代
细化了争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
代化示范引领的市域样板的路径
举措。在您看来，政府层面应该
如何多走一步，确保宁波在“双
循环”框架下示范先行？

陈甬军：我想先分享自己的
一段经历。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我从厦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在国
家计委从事宁波经济开发、开放
规划与协调工作。那时谷牧同志
是分管对外开放的副总理，推进
了包括宁波在内的 14 个沿海城市
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中国对外开
放的第一波浪潮。

我记得小港开发区的开工典
礼，就是组织了一批人，横幅一
拉，直接在泥地上宣布的。大家

的思想高度统一——既然中央给
了宁波政策，就不能迟迟不动当
缩头乌龟，必须先声夺人，勇于
探索，敢为天下先！

这种改革创新的精神，应该
得到传承和发扬。比如，在国家
不同部门释放层层利好政策的背
景下，各行各业应该抓住时机进
行体制机制的治理创新，通过具
体 到 营 商 环 境 、 审 批 流 程 的 优
化，进一步助力全要素生产率的
提升。

我认为，像宁波这样经济体
量的城市，应该走出自己的独特
道路，成为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
发展城市，为其他地方提供可以
学习参考的样板，让“经济大市
真正挑起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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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说到传承，就不得不
提“宁波帮”。今年是邓小平同志
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
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伟大号召40
周年。作为学术圈的“宁波帮”
人士，您还有哪些建议？

陈甬军：在“宁波帮”的商
帮文化里，包括家国情怀、眼观
世 界 、 有 情 有 义 等 关 键 词 。 其
实，这也是宁波“经世致用”文
化传统的体现和表达。

很 多 外 地 人 觉 得 宁 波 经 济
强，但其实宁波同样是一个有文
化底蕴的城市。我们必须要打造

人文建设方面的新高地，既要提
高宁波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
也要通过建设精神层面的文化强
市，让宁波成为更加均衡、全面
发展的城市。

几年前，我就提出来，宁波
需要引进建设一座好的文科类大
学，需要加强自己的经济学、管
理学、文学、新闻学等领域的专
家人才队伍建设。我希望，通过
10 年左右时间的沉淀，宁波也能
酝酿出像 《繁花》 这样的城市文
化塑造表达的精品，成为更有自
信的“主角”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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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舟山港宁波舟山港。。 （（许天长许天长 摄摄））

宁波中能连通机械有限公司运送 450
吨石化压力容器至欧洲。

（许天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