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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压舱”外贸优势凸显
助力宁波一季度经济大踏步前进

宁波一季度经济为何能实现大踏步前进？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记者邀请相关专家
进行了解读。

宁波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
析，从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
看，一季度第二产业带动作用明
显，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59.8%。

分行业看，工业“压舱石”作
用明显，一季度全部工业增加值
增长27.2%，拉动GDP增长10.6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达54.7%。

新动能进一步增强，产业集
群效应突出，“246”产业集群增加

值同比增长35%，超过规上工业
增速1.9个百分点，拉动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28.9个百分点；新兴
产业高速增长，规上工业11个新
兴产业增速全部超过25%，其中6
个增速排名全省前五；创新成果
加速转化，一季度，规上工业新产
品产值同比增长47.8%，新产品产
值率达33.7%，较上年同期提高
2.1个百分点，列入国家“三新”统
计的工业机器人、智能手机、稀土
磁性材料、太阳能电池等新产品

产量增速均超过50%。
市发改委一级调研员、经济

学者方建新表示，工业经济增长
比较快，并基本上恢复到疫情前
的水平，一方面是由于出口较快
所带来的工业生产快速增长，另
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欣喜的发现，
宁波的工业产业结构正在调整优
化，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这不
仅带动了工业经济的快速复苏，
也使宁波制造业向着高质量发展
的目标前进。

第二产业带动作用明显

外贸优势进一步凸显，双循
环成效初显。数据显示，一季度，
我市完成进出口总额2591.5亿
元，排名全国第六；并且以41.2%
的同比增幅，在全国外贸排名前
十的城市中遥遥领先，超过了“北
上广深”以及苏州、东莞、厦门、青
岛等开放型经济大市。其中，出
口额1625.7亿元，仍保持全国第
五，同比增长41.6%，两年平均增
长11.8%；进口额965.8亿元，排

名全国第六，增长40.6%，两年平
均增长14.0%。出口占全国份额
为3.52%，比去年同期提高0.08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一季度，我市规上
工业内销产值同比增长43.4%，
内销占比达81.4%，比2020年进
一步提高0.3个百分点。

方建新认为，出口增长已经
恢复并快于疫情发生前几年的
水平，其中有几方面原因，一方

面，由于其他国家疫情不断扩
散，对我国制造业的依赖越来越
强；另一方面，我市出口产品的
质量以及市场拓展力度也在不
断的加大。

“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对我国出口造成了很多制约，
但宁波的外贸人克服种种困难，
保证了出口的快速增长，从侧面
也表现了我市制造业的实力和竞
争力。”方建新说。

外贸优势进一步凸显

从需求看，固定资产投资回升
有力，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
到22.8%，高出全省1个百分点，主
要领域投资增速均超过10%。

方建新认为，投资稳定增长，
究其原因，首先是我市各级政府

和有关部门大力推动重大项目的
建设力度；同时，我市也在招商引
资方面下了大力气，并且宁波优
秀的营商环境也助力更多的企业
家到宁波发展兴业。

可以说，固定资产投资回到正

常水平，充分说明企业家、投资者
对宁波的信心没有动摇，对宁波发
展的预期没有改变。“但我认为，现
在的投资增速还不够快，还要大力
引进、建设一批面向未来的、有爆
发潜能的产业项目。”方建新说。

投资稳定增长

一季度，我市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30.3%，两年平均增长
6.0%；在外贸进出口和物流需求
快速增长带动下，批发零售业、交
通运输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5.2%
和22.5%，受上年同期低基数影响
较大的住宿餐饮业、建筑业增加
值分别增长48.8%和31.2%

今年春节，各地积极响应“留
甬过年”政策，不少工厂春节期间
或节后提前复工复产，出口贸易
企业借势夺回了“消失的二月”。

同时，“百万留甬大军”也为市内
消费创造了巨大的动力。一季
度，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1050.6亿元，同比增长30.3%，
两年平均增长6.0%，分别高于全
省3.8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
其中，餐饮市场表现尤为抢眼，限
上餐费收入增长101.1%，较1-2
月扩大24.9个百分点。

方建新表示，从数据看，一
季度我市财政收入、服务业等指
标也恢复得较好。同时，居民收

入增长保持稳定，这为接下来服
务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支撑。服务业的发展一直是
宁波弱项，与第二产业相比，增
速还是略显缓慢，两年平均只有
5%。疫情对许多服务业门类的
冲击还未完全消除，同时宁波服
务业的业态更新速度也不够
快。因此建议宁波还是要抓住
城市化和消费升级的趋势，进一
步发展符合现代化城市未来方
向的新型服务业。

消费市场有效回暖

宁波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季度全市经济快速增长是
在超低基数、订单饱满、就地过年
等多种因素共同推动下实现的，
从两年平均增速看，经济基本恢
复常态。

从运行情况看，体现了我市
经济活力足、韧性好、外贸优势突
出等特点；从发展趋势看，企业预
期向好，3 月份我市 PMI 超过

53%，连续10个月保持扩张；工
业企业景气调查显示，51.3%的
企业家对二季度行业运行状况持
乐观态度，比去年四季度高11.4
个百分点，表明市场对我市经济
持续恢复向好抱有信心。

但也要看到，一季度外贸依
存度达到52.3%，比2020年提高
0.7个百分点。在外贸出口带动
下，我市主要生产领域产销两

旺。随着海外疫苗推广和全球经
济刺激力度加大，国外生产能力
逐步恢复，外贸市场走势存在不
确定性。此外，企业也面临原材
料、物流等成本压力上升较快的
问题。随着超低基数效应减弱，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将逐步回稳。
综合来看，上半年全市经济有望
在回归常态的基础上延续稳中向
好的运行态势。 记者 徐露清

预计上半年总体稳中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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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全市实现财政总收入1111.3

亿元，同比增长25.9%，两年平均增

长7.5%；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581.6亿元，

增长27.7%，两年平均增长10.1%。

全市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支出452.3

亿元，增长3.2%

其中——

增长18.1%

交通运输
支出

增长53.9%

住房保障
支出

增长48.7%

卫生健康
支出

增长21.1%

粮油物资
储备支出

一季度，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1050.6亿元，同比增长30.3%，

两年平均增长6.0%。

从限额以上单位看，汽车、服装鞋帽针

纺织品、金银珠宝、文化及办公用品等

重点商品拉动作用强劲———

汽车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

两年平均增长30.0%

一季度，全市限额以上贸易单位通过

公共网络实现实物商品零售额81.8

亿元，增长 57.1%，两年平均增长

35.5%。

一季度，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680元，同比名义增长16.3%，实

际增长14.7%，两年平均增长4.5%。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3526

元，实际增长14.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59元，

实际增长15.7%。

全市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9955

元，同比增长 17.1%，两年平均增长

3.8%。

两年平均增长6.3%

增长66.1%

两年平均增长14.2%

增长71.4%

金银珠宝

两年平均增长13.8%

增长118.3%

文化及办公用品等
增长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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