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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宁波在“经济高速”上留下
诸多里程碑。

宁波统计局公布的年度经济数据显
示，2021年，宁波GDP名义增量达2186
亿元，创下10年来新高，迎来进击奔跑
的“高光时刻”。这个增量排名也高居全
国第8位。

宁波经济“最强加速度”也投射到了
“吸金”能力上。虽然宁波汇聚的“资金
总量”与一线城市差距较为明显，但在

“资金总量”增长速度上却拔得头筹，以
13.5%的增速领先于上海（12.8%）、厦门
（12.6%）、杭州（12.5%），展现出巨大的发
展潜力。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末，全
国本外币存款余额238.61万亿元，同比
增长9.3%。如果以9.3%的“资金总量”
增速为标尺，在“资金总量”50强城市里，
超过一半的城市落后。

梳理数据可以看到，四大城市群里，
对于资金来说，长三角的魅力极高，在增
速前10的城市中，占了7席。其次是珠
三角，而成渝、京津冀的城市稍差一些。

各城市中，“吸金”能力最差的是昆
明、沈阳，“资金总量”均出现负增长。

那么，为什么宁波对资金的吸引力
增强呢？

首先，2021年在宁波资本市场发展
史上具有标杆性意义，全年新增A股上
市公司14家，总数达到107家，市值超
1.4万亿元。大量细分行业的“扫地僧”
走到聚光灯下，展现了宁波制造的硬核
实力，其中包括国家级单项冠军宁波方

正、家联科技，以及专精特新“小巨人”宁
波色母等。

目前，宁波拥有63家国家级制造业
单项冠军，规模居全国首位；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182家，仅次于上海、北
京。这些“上天入海”的宁波制造，有不
少都手握行业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是宁
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其次，这两年，宁波展现出比较强势
的产业抗压能力。去年，宁波第二产业
增加值达6997.2亿元，增速达9.8%。宁
波第二产业规模超越佛山、无锡，排名全
国第7位，占全市GDP的47.9%。

而在资本聚焦实体经济的趋势下，
叠加港口优势的宁波，“音量”也在不断
放大。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以及长江
经济带、海洋强国、“多规融合”、“共同富
裕示范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宁波
都市圈被赋予重要的战略定位。2021
年，浙江“十四五”规划更是明确提出，要

“唱好杭州、宁波‘双城记’”。可见，在政
策层面上，宁波也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历
史阶段。

“钱在哪里，机会就在哪里”，这是投
资领域的共识；“机会在哪，人就在哪”，
这一点在各城市发展历程中也表现得淋
漓尽致。

目前，宁波已提出，到2025年，GDP
达2万亿元，常住人口突破1000万人。

各路“钞能力”汇聚正在为宁波的雄
心壮志添砖加瓦。而在这个过程中，将碰
撞出怎样的火花，令人期待。 记者 史旻

宁波“铁三角”稳固

2021 年，宁波各区县（市）
GDP的“状元”，毫无悬念地再度
花落鄞州区。它以2500.3亿元的
地区生产总值排名全市第一，与

“浙江经济第一强区”余杭区相比
仅有1.9亿元之差，成为离全省冠
军最近的一次。

鄞州区不仅经济规模占优，还
坚持高质量发展，实现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去
年，鄞州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1%，其中64%来自高新技术产
业。软件与现代服务、新材料、集
成电路等正成为鄞州聚力打造的
核心产业。

同时，鄞州区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比高达73%，也是全市服务业
规模最大的集聚地。去年，鄞州推
出高端港航服务业攻坚行动，破解

“大港小航”难题，累计引进120多
家相关企业，还迎来阪急百货开
业、开市客落户等利好。

北 仑 区 、慈 溪 市 分 别 以
2382.5 亿元、2379.2 亿元的GDP
获得“榜眼”和“探花”。两者竞争
激烈，差距仅3.3亿元。从经济结
构看，北仑、慈溪都以制造业见长，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分别为
51%、61%，均是宁波工贸“硬核实
力”的代表。

背靠东方大港的北仑去年进
出口额达4145.2亿元，总量位居
全省第一，并借助浙江自贸区宁波
片区的东风，让数百亿元的投资项
目开花结果。

而依托与上海隔海相望的前
湾新区，慈溪迎来极氪汽车等重磅
项目，为新兴产业注入动能。

余姚市、海曙区、镇海区的
GDP处于1000亿元至2000亿元
之间，位列全市“第二梯队”。余姚
有中意宁波生态园，海曙区有宁波
临空经济示范区，镇海区有宁波石
化经济开发区……这些高能级平
台为当地招商引资、产业升级、错
位发展带来诸多增量。

至于“第三梯队”的奉化区、宁
海县、江北区、象山县，尚未加入

“GDP1000亿元俱乐部”。江北区
以10.1%的实际增速，成为全市奔
跑最快的选手，有望在电商经济、
文创产业、休闲旅游等领域发力。
奉化经济实际增速5.6%，排在全
市最末尾。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想
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必
须找准区域定位，发挥产业优势。
宁波“南三县”可要加把劲了。

各城市年度“经济成绩单”陆续
公布，除GDP等重要经济数据外，一
些细分指标也成为观察城市发展潜
力的切口。其中，金融机构本外币存
款余额（以下简称“资金总量”）对于
研究城市的竞争力、发展潜力、不动
产投资价值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那么，刚刚过去的2021年，哪些
城市在“资金争夺战”中获胜？或者
说，中国的钱，正加速流向哪些城市
或流出哪些城市？在资金眼里，宁波
在全国城市中又处于怎样地位？

城市城市““钞能力钞能力””哪家强哪家强？？
宁波跑出最强加速度宁波跑出最强加速度

城市分化加剧

资金是经济发展的要素，它既是一
个城市未来发展的基础、动力，也是城市
竞争的结果。

梳理全国主要城市年度“经济成绩
单”中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指
标（个别城市尚未公布最新数据，使用的
是2021年9月末或11月末的数据；个别
城市只公布了人民币存款余额），其中透
露不少“信息量”。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末，北
京汇聚的“资金总量”最高，是唯一超过
20万亿元的城市，达20.8万亿元，相当
于上海和天津的总和；上海汇聚资金
17.58万亿元，位居内地城市第二，其“资
金总量”接近于3个杭州；深圳汇聚资金
11.25万亿元，位居内地城市第三，相当
于广州和天津的总和。

中国共有4座城市的“资金总量”超
过10万亿人民币。除北上深外，截至
2021年12月末，香港的总存款为15.186
万亿港元，折合12.39万亿人民币，同比
增速为4.6%。

不过，按照目前深港两地的资金增
长速度，深圳有望在2年之后超越香港，

成为中国的资金第三城。
从资金的“聚集密度”来看，香港、深

圳、上海、北京四大城市分别为112亿
元/平方公里、56亿元/平方公里、28亿
元/平方公里、12.7亿元/平方公里。这
个排序也与当地房价水平一致。

浙江省会杭州汇聚资金超6.1万亿
元，位居内地城市第五，比身后的成都多
了1.3万亿元，优势非常明显。而宁波吸
引的“资金总量”达27229亿元，位列内
地城市第14位。

从资金总量上可以看出，城市的分
化非常严重。

佛山位居“资金总量”前20强，但汇
聚资金只有北京的十分之一，或深圳的
五分之一左右。至于乌鲁木齐，则只有
北京“资金总量”的二十分之一。

在一线城市里，分化同样比较严
重。上海“吸金”能力已经非常强大
了，但与北京相比仍差了一个天津；香
港号称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但与北
京相比差了2个天津，或1个广州。至
于深圳，汇聚的资金不过比北京的一
半稍多一些。

宁波“吸金”能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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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直逼余杭
浙江区域经济20强“天团”诞生

2021 年浙江省各县（市）区
GDP 座次排定，宁波、杭州交出

“双城记”优异答卷，展现出浙江
“双引擎”的硬核力量。

宁波“一哥”鄞州区GDP直逼
“浙江第一强区”余杭区，北仑区、
慈溪市也均跻身全省前 5；宁波

“铁三角”还与杭州的余杭区、上城
区 、滨 江 区 、萧 山 区 携 手 跨 入
GDP2000 亿元俱乐部，组成浙江
区域经济最强“天团”。

放眼浙江头部县（市）区，杭
甬“双城记”的格局跃然纸上。

目前，浙江省共有 7 个县
（市）区年度GDP超过 2000亿
元，杭州、宁波“平分秋色”，各占
4席、3席。而且，杭州后发力量
优势也更胜一筹。

经过 2021 年行政区划调
整，拱墅区、西湖区的GDP均突
破1900亿元大关，有望2022年
加入“GDP2000亿元”梯队。但
宁波的“后备军”稍显逊色，余
姚、海曙GDP距离2000亿元大
关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在浙江省GDP排名前20的
县（市）区中，杭州7地上榜，宁波
6地上榜。绍兴、温州各有2地
上榜，金华、台州、嘉兴分别仅有
义乌市、温岭市、海宁市上榜。
而丽水、湖州、衢州、舟山则没有

“选手”登场。
这说明，杭州、宁波正在成

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双引
擎”，对省内其他城市发挥辐射
带动作用。

从经济结构看，杭甬两地的
龙头区县（市）各显身手，分别在
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发光
发热，形成优势互补。

去年，“杭州老大哥”余杭区
的服务业增加值、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增加值分别为2125.5亿元、

1605.7亿元，均居全省第一。在
“阿里系”等互联网公司引领下，
余杭占据了绝对优势。而“宁波
第一区”鄞州区，则拥有全省最
多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产品）。

杭州滨江区坐拥海康威视、
大华技术等数字经济龙头，数字
安防、智能视觉、信息软件服务
业成为“顶梁柱”；宁波北仑区、
慈溪市则以汽车及零部件产业
为“第一天团”，既有拓普集团、
旭升股份等核心零部件供应商，
也有吉利集团、上汽大众工厂等
整车企业。

杭州有一点值得宁波借鉴，
即消费这辆“马车”的拉动作
用。拱墅区是全省唯一的千亿
级“社零航母”，实现武林商圈与
大运河文化遗存的联动，是杭州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的硬核担
当。对标杭州，宁波老城区的商
业魅力尚有很大提升空间。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行动计
划，到2025年，杭甬双城将全面
形成“核心引领、错位协同、联动创
新、竞合共赢”的发展局面，基本形
成杭甬双城经济圈的格局，更好
地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

未来，杭州和宁波这两颗
“双子星”，将在各自舞台上熠熠
生辉。 记者 严瑾

1

2 “杭甬双城记”渐入佳境

3年亏超16亿元
亿晶光电高层“大换血”

连日来，亿晶光电高层巨变且动作频
频。

2月8日晚，亿晶光电公告称，选举杨
庆忠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而在
此之前，该公司刚更换了总经理，聘任唐骏
为公司总经理。

除管理层“大换血”外，亿晶光电近日
还发布了定增预案。1月17日晚，亿晶光
电公告称，拟募资不超过13.02亿元，用于
常州年产5GW高效太阳能组件建设项目
等。上述募投项目年均可实现营收57.01
亿元，年均利润总额为1.04亿元，投资回
收期为5.9年。

在“双碳”大背景下，亿晶光电表示，本
次定增完成后，将进一步扩大公司太阳能
组件产能，做强优势，提升公司产品市场竞
争力，同时降低公司的负债率等。

2011年上市的亿晶光电，是国内首家
登陆沪市的纯太阳能电池组件制造商，主
营晶棒/硅锭生长、硅片切割、电池制备、组
件封装、光伏发电等。

虽然亿晶光电在新能源赛道上“上道”
比较早，但发展却不尽如人意。亿晶光电
预计2021年亏损6亿元至7亿元。而此
前2年，亿晶光电业绩也均以亏损收场，
2019年、2020年分别亏损3.03亿元、6.52
亿元。

除持续亏损外，亿晶光电的负债压力
也不低，资产负债比由2017年的45.49%
攀升至2020年的64.43%。

此次，杨庆忠和唐骏的新组合能否拯
救亿晶光电于“水火”？投资者只能拭目以
待了。 记者 王婧

满屏都在寻找“冰墩墩”
多家银行推出
冬奥主题信用卡

最近，“冰墩墩”以其呆萌的外表俘获
了大众的心，可谓是“一墩难求”。工商银
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
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北京银
行、广发银行、富邦华一银行等10多家银
行也纷纷推出冬奥会主题信用卡。

记者注意到，多家银行冬奥会主题信
用卡的卡面设计融入了“冰墩墩”等冬奥元
素，为了吸引客户，各家银行卡更是涵盖丰
富的权益，包括滑雪场优惠折扣、室内滑冰
优惠、健身优惠等。

记者从多家银行获悉，近期办信用卡
的人，很多都选择冬奥主题吉祥物信用卡，
因为办卡有机会赢得2022年冬奥会吉祥
物玩偶、手办、抱枕等礼品。

但记者注意到，要想获取礼品，除办卡
外，各家银行对持卡消费也设有一定门
槛。不过，对于一些铁杆“墩粉”来说，似乎
并不在意消费门槛，申请办卡的热情很高。

分析人士称，近年来，信用卡营销已进
入白热化阶段，广大市民应从实际使用需
要出发谨慎办理信用卡。 记者 周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