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不断增多，老年
群体的金融消费活动也日益活跃。与
此同时，网上银行、手机银行、非现金支
付等互联网金融的普及，面对专业性强
且种类繁多的银行、保险等金融消费行
为，老年人往往精力有限，风险意识和
维权意识薄弱，一些不法分子会利用老
年人对金融创新了解不够等弱点，采取
非法手段侵害老年人权益。

为此，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提醒广
大老年群体，防范金融诈骗，首先要警
惕“六个凡是”。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
汇款、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
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

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要汇款的、凡是
电话中索要银行信息及短信验证码的、
凡是让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诈
骗。二是做到“六个一律”。接到陌生
电话，只要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掉。谈
到中奖，一律挂掉。谈到“电话转接公
安局、法院”，一律挂掉。所有短信，但
凡让点击链接，一律删除。微信里不认
识的人发来链接，一律不点。提到“安
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三是牢记“三
个切莫”。切莫贪图小恩小惠，警惕虚
假金融产品宣传。切莫相信一夜暴富，
防范非法集资和投资陷阱。切莫疏于
与家人沟通，遇事多与家人商量，有疑

问及时向子女求助，识别金融骗局，远
离非法金融活动。

此外，老年群体还要警惕以房养
老“套路贷”骗局。非法团伙及个人以

“以房养老”为噱头，假借国家相关“以
房养老”政策法规，用各种形式的推介
会、社区宣传等方式，老年朋友要谨慎
对待房产等大额投资项目，投资前要跟
家人商量或专业人士咨询后再决定。
此外，还要防范收藏品理财骗局。在此
类骗局中，不法分子通常以“回购保
本＋合同保障”的诱惑吸引喜欢收藏但
又不懂得辨别收藏品真伪的中老年人。

宁波银保监局提醒老年朋友，平时

要多看新闻，开阔视野，关注法制栏目，
了解各种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
情形，从他人上当受损经历中汲取教
训。老人子女们也要提高警惕，保护好
自己的父母长辈，共同护航老年人的幸
福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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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金融消费活动的风险提示

城市人活跃度方面，宁波排
名全国第17位，其中消费活跃度
排名全国第7位。宁波的这项指
数离不开宁波人在电商网站上的

“剁手”能力，宁波人的网购指数
长期排名全国前三。

但在夜间活跃度和社交活跃
度上宁波一直不尽如人意。尽管
宁波提出“月光经济”许多年，但
一直以来，宁波的夜间灯光指数
和夜生活多样性与杭州、成都等
头部“新一线”城市差距较大。

新一线城市研究所负责人也
建议宁波学习成都等城市，延迟

公共交通末班车时间，开通一些
热点商圈的午夜通勤线路。

未来可塑性方面，宁波的排名
较去年进阶了4位，上升到全国第
17位。排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数据编制方将战略性新兴产业指
标加入了创新氛围指数的编制。

“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是一
些中等规模城市出现隐形冠军企
业的领域，也更能综合反映一座
城市的产业创新力。”报告指出。

数字显示，去年宁波全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规上工业企业实现
增加值近1200亿元，同比增长

7.4%，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2.2
个百分点，增加值占全市规上工
业比重达29.7%。医疗健康、工
业互联网、“5G+”、数字经济、智
能物流等重点领域新兴产业发展
全部完成既定目标。

此外，宁波的第七次人普数
据也证明了，宁波仍是长三角最
具人才吸引力的城市之一。因此
宁波的城市规模和增长指数，排
到了全国第9位。多方面因素，
使宁波的未来可塑性的排名冲至
了“新一线”城市榜单发布以来的
最高排名。 记者 乐骁立

“新一线”城市第13位！
宁波重回历史最好水平

宁波的“最高排名”是怎么来的？

这是新一线城市研究所第6
年发布榜单，也是宁波第5次跻
身15个“新一线”城市行列。

今年宁波在去年短暂离开
“新一线”城市名单后又回到了队
列之中，被替代的是合肥。

榜单评估的是城市在上一年
度的发展情况。2020年，宁波首
次跨入全国“万亿GDP俱乐部”
（2019年宁波GDP位居全国第12
位），却出人意料地下滑2个位
次，排在全国第20位，堪堪被挤
出“新一线”。

而经过疫情的考验，宁波以
强劲的基础和韧性，再次证明了
自己的实力。今年，宁波的排名
比去年跃升了3个位次，跻身“新

一线”第13位，与2018年排位相
同，比2019年还上升一个位次。

对比去年的排名，不仅宁波
的位次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其他
城市的变化也是蛮大的。

在“新一线”头部城市中，除
了成都一如既往地霸榜“新一线”
第一城外，杭州与重庆位置互调，
分别位居新一线第2名与第3名；
西安上升1位，取代武汉位居第
4；而苏州跃升2位，反超武汉跻身
前5；武汉在去年受疫情重创，排
名下滑了2位，但仍在“新一线”城
市名单的头部，位居第6。

去年位列第6的天津则下降
2个位次，排在了第8位，被苏州
和南京（居第 7）反超。郑州、长

沙和东莞保持不变，依次居“新一
线”第9~11位。

值得一提的是，佛山的排名
也比去年跃升了3个位次，居新
一线第12位。而沈阳和青岛分
别下降了1位和3位，今年排在

“新一线”的最后一位和倒数第二
位。

2020年上升势头最猛的合
肥（上升 4 位），今年却意外下滑
了2个位次，遗憾地被挤出“新一
线”。而昆明、无锡依然徘徊在

“新一线”榜单门外。
榜单的另一个亮点是：一线

城市次序的再次调换——继
2018年短暂出现后，一线城市又
一次变为“上北深广”。

今年的榜单仍以商业资源集
聚度、城市枢纽性、城市人活跃
度、生活方式多样性和未来可塑
性五大指标来评估中国城市。

五大指标中，“新一线”城市
榜首的成都有4项排名第一，仅
城市人活跃度一项排名第二，杭
州在这项指标中位居榜首。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看，成都的城市吸引力确实不同
凡响。截至2020年，成都常住人
口达到2094万，10年人口增长
量达到令人吃惊的689万。特别
是疫情之后，成都的酒吧数量，夜

生活活跃度、多样性都较疫情之
前更加活跃。

同时，杭州超过重庆成为“新
一线”城市第二；西安、南京各升
一名、苏州上升两名、佛山上升三
名。武汉虽然在疫情初期受到较
大影响，但排名仅下降两位。

在五个一级指标中，宁波很
可惜无一入围前10位。

其中，商业资源集聚度方面，
宁波排第16位。为5项一级指
标中排名最高的。而在这项指标
的二级指标中，宁波的大品牌青
睐度创下新高，由去年的18位上

升到全国12位。这与阪急百货
等头部商圈在宁波的开业密不可
分。也是因为这项排名的大幅上
升，宁波的商业资源聚集度由去
年的20位上升到16位。

城市枢纽性，一直是宁波在
新一线城市指标中的短板，排名
全国第24位，由于15座新一线
城市中，有8座省会城市，2座直
辖市。因此，宁波在这项排名中
天然吃亏。但凭借世界第一大
港，宁波舟山港的存在，宁波的物
流通达度指数仍旧排全国第15
位。

五大指标评估中国城市

宁波第5次跻身“新一线”

昨天，2021年的“新一线”
城市榜单出炉。

宁波在去年短暂离开“新
一线”城市名单后又回到了队
列之中，在最新排定的 15 个
“新一线”城市中，位列第 13
位，列全国所有城市第17位，
排名也追平了2018年的最好
排名。

今年的15座“新一线”城
市依次为成都、杭州、重庆、西
安、苏州、武汉、南京、天津、郑
州、长沙、东莞、佛山、宁波、青
岛和沈阳。

与去年的榜单对比，合肥
被宁波替代，同时宁波也追上
青岛和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