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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舒奕）近日，
由宁波文具行业协会承担的“制定
和推广《油性记号笔》团体标准”项
目通过宁波市市场监管局组织的
专家组验收，正式向更多文具制造
企业推广实施。据悉，该团体标准
项目目前在省内乃至国内没有先
例，制定和推广后将在很大程度上
提升油性记号笔的国内外市场竞
争力。

记者了解到，与同类产品的行
业标准和国家强制性标准相比，该
团体标准提高了初写性能、书写性
能、抗漏、干燥性、附着性、间歇书
写、墨水中可迁移元素限量等要
求，并增加端盖安全、墨水中溶剂
有害物质限量、邻苯二甲酸酯等指
标技术要求，有利于引导促进文具
制造企业对标达标、规范生产，以
满足当前消费市场对相关产品的

更高质量要求。
统计数据显示，仅2020年参

加制定和推广《油性记号笔》团体
标准的13家企业，自试行该团体
标准半年来，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近
9800万元，油性记号笔产品工业
总产值同比增长12%，销售收入
同比增长15%。

宁波市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政府引导、
协会牵头、龙头带动、共同参与、资
源共享的方式制定和推广团体标
准，是推进行业技术传播和高质量
发展的有效手段。目前，全市已有
塑料机械、智能制造、文具、纺织、
涂料与涂装行业协会等46个社会
团体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
注册，并牵头制定了《高速精密塑
料注射成型机》《半精纺山羊绒针
织纱线》《钢结构用水性醇酸树脂
涂料》等团体标准45个，实施团体
标准企业近500家。

“先进标准引领质量提升。近
几年的团体标准更关注环保要求，
提升性能指标，有的还填补了国内
相关标准的空白。”该负责人表示，
团体标准的制定推广将助力企业
加快成果转化，提升质量水平，营
造市场公平有序竞争氛围，从而进
一步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和产业链
竞争力。

8月30日，宁波市发改委公布新
一期民生商品价格监测信息。据监
测，与上期（8月17日-8月23日）相
比，本期（8月24日-8月30日）列入民
生商品价格监测范围的超市49种商
品价格总水平上涨0.44%，菜市场98
种商品价格总水平下跌0.17%。

本期超市商品价格总水平由跌
转涨。本期超市49种监测商品价
格较上期17涨19平13跌，平均涨
幅0.44%。从种类来看，大米、食用
油、方便面、调味品和牛奶价格稳中
小幅波动，猪肉价格下跌，鸡蛋、蔬
菜和鱼类价格上涨，水果价格互有
涨跌。

从具体品种来看，小黄鱼、青菜
和鸡蛋价格涨幅居前，零售均价分
别上涨10.46%、9.42%和5.76%；土

豆、东北散装大米和西红柿价格跌
幅 居 前 ，零 售 均 价 分 别 下 跌
10.64%、6.31%和6.05%。

本期菜市场商品价格总水平跌
幅收窄。本期菜市场98种监测商
品价格较上期24涨35平39跌，平
均跌幅0.17%，较上期收窄0.18个
百分点。从种类来看，食用油、豆制
品、调味品和蛋类价格基本平稳，猪
肉、水产价格小幅下跌，羊肉价格上
涨，蔬菜价格涨跌互现。

从具体品种来看，鲜羊肉(新鲜
带骨)、大白菜和芋艿价格涨幅居
前，零售均价分别上涨 12.50%、
4.35%和3.08%；香菜、黄瓜和河蟹
（公）价格跌幅居前，零售均价分别
下跌5.43%、4.97%和3.72%。

记者 谢斌 通讯员 李莉

去年我市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667家
至2025年，力争达到8000家

我市文具行业
又一团体标准项目通过验收
系国内先例！

本期民生商品价格总体平稳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数量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科技创新能力、产业转型力度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全国各
地越来越重视高新技术企业的布局，并积极通过各种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企业量质齐升，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快速发展。仅
2020年一年，宁波新增高新技术企业就达到了1667家，这也表明宁波在推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正在取得成效。

截至2020年末，宁波拥有高新技术企业3102家，居全国重点城市中的第18位。

近日，第一财经对全国40个重点
城市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进行了梳
理。结果显示，截至2020年末，高
新技术企业数量排名前十的城市分
别为北京、深圳、上海、广州、苏州、杭
州、天津、南京、东莞和武汉。

在40个城市中，宁波的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位列第18。如果分梯队，最
多只能算在第二梯队。相比于北上广

深，宁波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大幅落
后。截至2020年末，北京有高新技
术企业28750家，约为宁波的9倍，
广州为宁波的4倍，差距可见一斑。
即使与苏州、杭州甚至青岛、长沙等城
市比，宁波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也是
在“尾巴”上。

分析认为，宁波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未能跻身领先梯队，主要原因与宁波产

业结构有关。目前我市高企中，制造业
占比68%，科技服务业占比17%，信息
服务业占比8%，是典型的以制造业高
企为主的城市。而在先进城市中，北
京、深圳、上海、杭州等均以服务业为
主，制造业高企占比仅为30%左右。

除了产业结构外，高教资源也是
影响宁波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增长的
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我市高新技术企业总量仍
较少，但2020年我市的高新技术企
业出现了跳跃式的快速增长，表明我
市在推进创新主体的培育方面，正在
大步赶上。

数据显示，2020年宁波新认定高
新技术企业1667家，占我市全部高技
术企业总数的53.7%。目前我市高新
技术企业为3102家。

目前我市已启动新一轮科技企
业双倍增行动，力求通过一系列举
措，不断加快高科技企业群体实现量
质并举。

加快推进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建

设。目前宁波正在进一步发挥企业在
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强化企业研发机
构建设，促进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宁波创新型企业加速涌现。
2016年-2020年，宁波平均每年培育
2000家创新型初创企业、500家高新
技术企业。宁波高新技术企业数、科
技型中小企业数，从2015年的1212
家、6982 家分别增加至 2020 年的
3102家、1.43万家。

今年7月，工信部发布了第三批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宁波共
有182家，占全国总量的3.82%，位居
全国非直辖市城市之首。

在创新载体方面，2020年，宁波
还新增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家，累
计32家；新增省高成长科技型中小企
业248家，累计1381家；新增省级众
创空间3家，累计66家；新增国家级
孵化器1家，累计12家。

在人才培育方面，2020年宁波全
市新增博士1372人，总量达9265人；
新增高技能人才6.7万人，累计达55.1
万人；新增博士后科研工作（流动）站
35家，累计224家；新建技能大师工作
室10家，累计100家。全年全市完成
技能人才培训32.7万人。全年接收高
校毕业生16.6万人，同比增长20.5%。

2025年高新技术企业
力争达到8000家

不久前发布的《宁波市
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提
出，到2025年，宁波高新技
术企业数量要实现倍增，力
争达到8000家。同时，《规
划》还提出实施高新技术企
业“百千万亿”行动，推动高
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展。到
2025年，力争25家企业进入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百
强，百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达
到10家，亿元高新技术企业
达到1500家，高新技术企业
群体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

《规划》还提出，到2025
年，宁波科技型中小企业要
达到3万家，国家科技型中小
企业要达到6000家；到2025
年，力争浙江省创新型领军
企业突破10家，100家企业
进入培育库。单项冠军高新
技术企业突破50家，上市高
新技术企业突破100家。

记者 吴正彬

增长迅速，我市大力推进创新主体培育

两大掣肘，宁波高企数量列全国城市第18名

商品

菜籽油
花生油
鲜猪肉
猪肉
牛肉

鲜牛肉
草鱼
鲳鱼
带鱼

小黄鱼
黄鱼

马鲛鱼
海虾

海曙中心
菜市场

56.00

65.50

15.30

15.40

43.00

55.00

12.20

30.20

26.60

16.00

21.40

24.60

65.60

南苑菜
市场

85.00

-

22.00

16.00

56.00

56.00

12.00

22.00

25.00

20.00

-

-

70.00

华严菜
市场

80.00

65.00

17.00

19.00

50.00

55.00

8.50

28.00

40.00

35.00

20.00

30.00

45.00

白鹤菜
市场

-

147.00

18.00

20.00

50.00

60.00

12.00

30.00

30.00

30.00

25.00

30.00

25.00

孔浦菜
市场

70.00

110.00

18.00

19.00

50.00

55.00

12.00

25.00

25.00

25.00

23.00

20.00

30.00

甬港菜
市场

108.00

87.00

19.00

18.00

48.00

49.00

11.00

35.00

25.00

25.00

-

20.00

38.00

江北白沙
菜市场

80.00

-

25.00

16.00

45.00

55.00

12.00

25.00

-

30.00

-

-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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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组正在进行团体标准项目验收专家组正在进行团体标准项目验收。。
通讯员通讯员 王琪娟王琪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