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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餐饮消费支撑力减弱 促消费活动将持续发力

许婷娅表示，一季度GDP同比增长
5.3%，主要有以下几点支撑：

从供给看，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突出。一季度，全市第二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拉动GDP增长
3.1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9.1%。其中，工业增加值拉动GDP增长
3个百分点，贡献率为57%，同比提高2.3
个百分点。

服务业有所分化，但主要行业表现不
错。一季度，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拉动GDP增长2.1个百分点，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为39.8%。其中，营利性服
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等3个行业增长
均高于GDP增速，分别增长10%、7.8%和
10.7%，分别拉动GDP增长1.2、0.6和 0.4
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非营利性服务业增
势平稳，分别增长5.2%和4.6%，分别拉动
GDP增长0.6和0.4个百分点。

受疫情影响，一季度住宿餐饮业仅增
长 0.2%；房地产业较为低迷，同比下降
14.2%，拉低GDP增速1.1个百分点。若剔
除房地产业，则服务业可增长7.2%。

农业比较稳定。一季度农林牧渔业增
加值增长3.4%，增速同比提高0.3个百分
点，拉动GDP增长0.1个百分点。

“从需求看，内外需求有效拓展。一季
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内销产值
4539.3 亿元，同比增长15.8%，内销占比
81.8%，同比提高0.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
投资和进出口均实现10%以上的较快增
速。”许婷娅表示，虽然受疫情影响，接触性
聚集性消费受到一定抑制，但在新能源汽
车等升级类商品和网络消费的带动下，消
费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对一季度经济增
长起到较好支撑作用。

许婷娅表示，今年以来国内疫情多点
散发，对经济运行压力仍然不小，二季度宁
波经济平稳运行将面临更多挑战，主要表
现为：

一是企业经营压力加大，中小企业尤
为困难。受原材料价格高位运行、工业品
进出价格“剪刀差”等因素影响，企业利润
下降明显，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利润同比下降26%，企业亏损面达35%，
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冲击更为明显。

二是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冲击加大。
在芯片短缺未得到有效缓解的情况下，本
轮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特别是上海疫情对
我市产业链供应链影响加剧。以汽车制造
业为例，江苏、吉林等地疫情影响我市部分
汽车生产企业零部件供应，特斯拉、上汽通
用等整车企业停产，影响我市部分汽车零
部件生产企业出货。

三是疫情导致消费市场恢复受阻。疫
情对聚集性接触性服务行业带来较大冲
击，居民出行、旅游、娱乐等消费需求受到
抑制。一季度，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1112.9亿元，同比增长5.9%，与正常
年份（2018 年 - 2019 年 ，两 年 平 均 增 长
7.9%）相比，存在一定差距。

面对存在的问题和压力，宁波既要正
视困难，更要坚定信心。不久前，针对市场
主体生产经营困难增多的现状，在积极推
动上级各项扶持政策直达快享的基础上，
制定出台了稳链纾困助企47条措施，并明
确二季度政策兑现进度要达到80%，全力
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稳住发展预期，巩固经
济稳进提质基本盘，奋力推进经济稳走向
好发展。 记者 谢斌

今年一季度，宁波实现进出口额3044.4亿元，同比增长17%。那么，宁波的这一数据在全国
是什么水平？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反复的国内疫情，宁波二季度外贸该如何持续“飘红”？

背后有哪些因素在支撑？

展望后市，有挑战也有机遇

一季度，宁波稳居中国“外贸第六城”
接下来将面临哪些挑战和变革？

从全国城市来看，宁波坐稳了
中国“外贸第六城”的位置，与排名
第五的东莞差距缩小至152.7亿元，
并拉开了与第七名广州的差距。

年初，疫情给广东经济带来一
定冲击。今年一季度深圳、东莞的
进出口额均出现负增长。北京也由
此反超成为全国外贸的“榜眼”。在
同期全国外贸十强城市中，宁波的

同比增幅和北京并列第一，表现出
较强的韧性。

“2022年一季度进出口额的数
据增长，是‘消化’上一年订单的体
现。2021年，全球疫情下的订单回
流，宁波的出口形势出现回暖。”从事
外贸近40年的中基宁波集团副总裁
应秀珍告诉记者，“从我们平台的情
况看，今年二季度的订单和出货情

况，与去年同期相仿，一些科技含量
较高的品类，仍不断收获订单。”

“上周，我们的订单量和去年同
期基本持平。接下来，随着东南亚
等地的越来越多国家全面开放，中
国外贸企业收获的订单量将回归理
性、恢复常态。”全球保险箱行业的
龙头企业——盛威国际副总裁王磊
分析道。

尽管宁波外贸迎来“开门红”，
却面临渠道受限、模式受限、物流受
限等严峻考验。尤其是国内疫情对
供应链的扰动，打乱了生产和运输
的节奏。

“我们有一家客户，原本打算4
月29日在宁波舟山港出口20个货
柜，船期都订好了，但因为工厂在省
外，物流遇到‘堵点’，现在千方百计
也只能拿到4个货柜。企业担心无
法按期交货，影响海外客户下单的
信心。”应秀珍说。

另有声音指出，东南亚的复工
复产，或将导致中国外贸订单“外
流”。但在王磊看来，东南亚能够承

接的订单，多为劳动密集型的纺织
服装、电子产品组装等，其产业链与
工业门类的齐全程度，和中国不可
同日而语。

“我们的产品正从‘制造’向‘智
造’转型升级。刚刚结束的线上广
交会上，我们带来WIFI远程开门的
智能家居箱等产品，为海内外客户
抢占竞争高点注入活力。我们推出
的新产品系列，每一笔订单帮客户
节省几十到上百万元的成本，有竞
争力。”王磊说。

面对全球疫情的不确定性，宁
波的一批本土跨国公司正通过全球
布点，将挑战变为机遇。宁波均普

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
4.0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欧洲、美洲、亚洲均有布局，服务
于宝马、大众等整车制造商，以及宁
德时代等知名行业龙头。

“我们将继续开拓客户范围，从
传统欧美系老牌汽车厂，扩展更多
的国内外新能源造车新势力，持续
布局新能源细分电驱、动力电池、汽
车电子、热管理系统等领域。同时，
我们加强发挥全球化布局，保持快
节奏交付和低成本制造，持续为客
户提供全球性的标准化交付和本地
化服务。”均普智能总经理解时来表
示。

瞄准更远的未来，宁波外贸率
先开启了一轮“数字化改革”。对应
秀珍来说，“元宇宙”、数字孪生、大
数据等概念兴起，以及5G的广泛应
用，正在为“老外贸”带来新商机。

“今年的线上广交会，是我们在
‘云端’获得客户询价最多的一届。
客户在我们的VR展厅，能看到少
量3D建模的小家电，让人身临其
境，有客户按捺不住，干脆现场下
单。未来，我们将运用沉淀的数据
资产勾勒出用户画像，助力更多中
小企业搭上科技发展的顺风车。”应

秀珍表示。
“我们的轻工礼品需要场景化

的布置。今年，我们把精力投入到
独立站的搭建和推广，相当于‘给自
己开了个线上广交会’。”宁波中工
美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锂表
示，今年公司打算抓住海外专门店
和中小客户活跃度增长的商机，预
期保持15%左右的稳定增长。

作为中国制笔行业的“领头
雁”，宁波贝发集团也在打破行业的

“天花板”，搭建文创产业的互联网
平台，利用公司多年积累的上游设

计制造商、下游渠道分销商、配套服
务商，建立大数据营销中台，帮助成
千上万中小企业形成研、产、销的良
性循环。

“只有加大对未来的投入，才会
收获美好的明天。在2022年过去
的一个季度里，公司经营存在一定
压力。但只要我们咬定目标不放
松，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相信困难
能够被克服。”4月22日，宁波长阳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亚东的
公开致辞，正是广大外贸企业砥砺
前行的心声。 记者 严瑾

为应对消费回落，我市促消费
政策持续加码。

4月22日，我市出台《宁波市稳
链纾困助企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九
方面47条措施。其中提到，将继续派
送“2022春暖涌动·你买单我助力”宁
波消费券。第二期宁波消费券活动
将于4月29日启动，持续1个月。

宁波消费券活动从2月28日开

始持续至9月底，共分4期，每期1
个月（每周一轮，共4轮）。据统计，
市、区（县、市）两级投入2.4亿元，中
国银联宁波分公司配资约7000万
元，商家让利约2亿元。据初步测
算，市财政资金直接带动消费比1:
10以上，合计约30亿元。

“本轮疫情在多地暴发，持续时
间长，受波及的城市较多。受此影

响，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低于预
期，特别是餐饮和旅游，消费场景受
到较大限制。此外，局部地区疫情对
供应链的影响也导致了相关行业终
端消费的下滑。近期，促消费政策加
码，有望在短期内提振消费，二季度
及下半年消费有望平稳回升。”宁波
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处长尹秋平表
示。 记者 史娓超 通讯员 王菲

一季度，我市限上社会消费品
零售同比增长7.5%，比1月-2月仅
提高1.2个百分点。实现批发业销
售额同比增长18.7%，零售业销售
额同比增长5.5%，餐饮业营业额同
比增长5.7%。

从限上批发零售业的零售额
看，汽车零售增速虽比1月-2月提
高4个百分点，但增速依旧维持在
低位，仅增长5%，汽车的消费支撑
作用减弱；服装消费呈现明显放缓

的趋势，服装鞋帽类零售比1月-2
月下降10个百分点；受疫情影响，
粮油、食品等生活必需品销售增长
明显，粮油、食品类零售比1月-2月
提高37.2个百分点。

消费市场持续低迷，社会消费
品零售、餐饮增速不及预期。

一季度，我市餐饮业营业额同
比增长5.7%，其中限上餐饮业营业
额同比增长9.1%，比1月-2月下降
0.6个百分点。由于全国疫情多点

反复散发，宁波也连续出现本土病
例，消费及餐饮市场受到极大冲
击。尽管我市开展了“春暖甬动·你
买单我助力”电子消费券活动，但在
疫情冲击下，效果受到影响，有3个
县（市）考虑到疫情因素未能如期开
展活动。

一季度，全市限额以上贸易单
位通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95.4亿
元，占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的21.2%，增长17.1%。

一季度餐饮消费增速不及预期

促消费加码，第二期宁波消费券即将启动

外贸总量接近东莞

面临供应链的挑战

“黑科技”照亮未来

一季度，我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112.9亿元，同比增长5.9%，高出全省0.4个百分点，
其中，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低于预期。

■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