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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
15704.3亿元！
2022年宁波市经济运行数据出炉

1月19日，市统计局根据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
算结果，发布了我市2022年经济运行数据——2022年
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704.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
算，同比增长3.5%。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382.0亿元，增长
4.1%；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7413.5亿元，增长3.2%；第
三产业实现增加值7908.8亿元，增长3.8%。三次产业
之比为2.4∶47.2∶50.4。

三次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2.9%、
42.1%和55.0%。

增速跑赢全国全省
GDP占全省比重首超20%

宁波经济韧性何在？
2022年，面对疫情等超预期因素冲击，我市第一时间全面顶格落实国家和

省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全年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全省！
“增速高于全国全省的原因可以归纳为，新动能持续增强，新发展格局加快

构建，市场活力提振复苏，共富先行稳步推进。”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解读。

我市GDP占全省比重首次超过20%1
2022年全市GDP总量15704.3

亿元，增长3.5%，增速高于全国0.5
个百分点，高于全省0.4个百分点，
充分彰显经济大市勇挑大梁的政治
责任和使命担当。总量占全省比重
首次超20%，达20.2%，比上年提高
0.3个百分点。

市统计局分析认为，宁波经济
能在异常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超
预期因素叠加冲击下取得这样的
成绩，首先是因为我市的三次产业
总体平稳。其中，服务业拉动作用
突出，全年增加值增长 3.8%，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为55.0%，拉动
GDP增长1.9个百分点。营利性服
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增
长 9.6%、6.8%和 3.3%，合计拉动
GDP增长2个百分点。工业稳健发
展，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长3.3%，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7.7%，拉动
GDP增长1.3个百分点。农业稳中
有进，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增长4.2%，
同比提高1.2个百分点，拉动GDP
增长0.1个百分点。

投资“稳定器”作用充分显
现。实施扩投资优结构攻坚行
动 ，全 年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 长
10.4%，分别高出全国、全省5.3和
1.3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强
大动力。在重大项目“1244”统筹
推进机制有力带动下，463个省市
重点建设项目超额完成年度投资
任 务 ，全 年 项 目 投 资 增 速 达
17.6%。制造业投资增长14.8%，
制造业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基
础设施投资增长14.1%，其中生态
环保、城市更新和水利设施投资增
速高达50.8%。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发展后劲不断夯实

双循环枢纽功能提升，两个市场支撑有力

作为开放枢纽的宁波，去年全
年，港航吞吐、进出口贸易都继续创
出新高。

2022年，我市连续两年跻身全
球航运中心城市综合实力十强；全
年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达到12.6
亿吨，连续14年居全球第一；集装
箱吞吐量达到3335万标准箱，继续
位居全球第三。

进出口规模再创新高。全年宁
波口岸进出口达到2.49万亿元，占
全国比重达5.93%，同比提高0.68
个百分点。

此外，工业内销比重提高。全
年规上工业实现国内销售产值
19560.4亿元，增长8.2%，对规上工
业销售产值的贡献率达100.3%，同
比提高18.7个百分点，内销市场占
比达82.6%，提高1.4个百分点。

在社零消费方面，商品销售额
首破五万亿元。全年全市批发零售
业实现商品销售额5.26万亿元，同
比增长11.9%。商品销售额首次突
破五万亿元大关，提前三年实现
《“3433”服务业倍增发展行动方案》
目标。

发展环境精心呵护，市场活力提振复苏

去年全年，我市的市场主体不
断壮大。市委、市政府以及各级部
门全力以赴开展助企纾困稳链行
动，实施优化营商环境5.0版，在“万
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中位列全
国第五。全年新设各类市场主体
21.2 万户，累计突破 130 万户，达
130.4万户，增长8.0%。

同时，宁波的民营企业继续在
市场中抢抓机遇，表现活跃。全年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民营企业增加
值增长5.4%，高出规上工业1.6个
百分点，拉动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3.1个百分点，增长贡献率81.4%，同
比提高18.6个百分点；民营外贸企
业进出口额为9237.5亿元，占全市
比重达72.9%，增长10.1%，高出全
市整体增速3.8个百分点；民间项目
投资增长16.3%，高出全部投资增
速5.9个百分点。

共富先行稳步推进，民生保障更加扎实

在践行共同富裕方面，我市的
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全年我
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
1.69，比上年缩小0.03，连续18年呈
缩小态势。区（县、市）之间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倍差为
1.42,比上年缩小0.01。收入最低
地区是全市平均水平的79.7%,比
上年提高0.9个百分点。

民生保障扎实有力。财政民生
支出增长较快，全年卫生健康、社会

保障和就业等重点民生支出分别增
长38.4%和22.3%，远高于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增速。

另一方面，公共服务优质共
享。全年新改扩建幼儿园、中小学
36所，新增基础教育学位4.6万个，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公办学校就
读比例超97%。新增保障性租赁住
房7.3万套（间），首个共有产权住房
项目开工建设。

记者 乐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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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能转换的角度看，我市在

去年创新投入不断增加。全年全市
财政科技支出增长15.1%，高出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 2.6 个百分
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7.6%，
高出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增速7.2个
百分点；规上工业研发费用增长
16.7%，高出营业收入增速9.3个百
分点。

同时，新产业势头较好。全年
高技术、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新材料、人工智能产业等新兴
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6.3%、
6.3%、5.8%、4.4%和4.3%，均快于
规模以上工业整体增速。新增国家
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0家，累计
83家，稳居全国城市首位；新增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01

家，累计 283家，居全国城市第 4
位。1-11月，时尚创意服务业、科
技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
分别增长18.3%、15.4%和15.2%，
分别高出规模以上服务业整体增速
9.5、6.6和6.4个百分点。

此外，消费升级态势明显。全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3%，
高出全国、全省5.5和1个百分点。
其中，限额以上贸易单位通过公共
网络实现实物商品零售额492.9亿
元，增长28.8%，高出限上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速 19.8 个百分点。
新能源汽车、体育娱乐用品、智能家
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等升级类产品零
售额分别增长 80.3%、43.5%和
17.6%。全市实现跨境电商进出口
额2005.6亿元，增长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