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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采用以“人”为核心的城
市活力评价方法，将常住人口吸引
力（基本活力）、外来商务人口吸引
力、外来休闲人口吸引力（功能活
力）作为评价城市综合活力的核心
指标。

其中，衡量常住人口吸引力的
指标，参考2020年-2022年间常住
人口的年均增量。而评估外来商
务人口吸引力、外来休闲人口吸引
力的数据，分别抽样于工作日（2022
年11月8日至10日）、节假日（2022
年 10 月 2 日至 6 日）中目的地为本
市的日均外来到访人次。

在常住人口吸引力（即基本活
力）方面，宁波位居全国41座主要
城市第 2 名，成为仅次于武汉的

“显眼包”，超过厦门、成都、长沙、
杭州等热门城市。相比之下，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
这一指标，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印证近年“逃离北上广深”的社会
现象。

与超大城市相比，宁波作为
“新一线城市”，生活居住的性价比
更高，且不失制造业、外贸等领域
的就业机会，故常住人口增幅数量
可观——2019年-2023年，宁波的
常住人口数量从 854.2 万人增至
969.7万人，5年内增量达115.5万
人，距离“千万人口”只差“临门一

脚”。
另据《2023 年宁波人才蓝皮

书》，2021年以来，宁波每年新引进
就业的大学生均保持 20 万人以
上。高学历人才的加盟，不仅助推
产业升级，还有利于拉动消费，让
城市活力十足。

宁波的功能活力（即外来商
务、休闲人口吸引力）也有不错的
表现，位居全国41座主要城市第
13位，较前一年上升2位，接近宁
波GDP在全国的顺位。除了宁波
外，上海、南京、福州、厦门等华东
城市的功能活力同样上升明显，而
不少西南、华北地区城市的功能活
力则下降较快。

据此推测，华东地区密集的人
员往来流动，也让作为长三角南翼
经济中心的宁波“沾”到一定的地
利之便。从百度地图迁徙大数据
看，宁波和杭州、上海、绍兴、台州、
舟山、苏州等江浙沪周边城市，在
工作日和节假日期间，均保持良好
的双向互动，为经济活力“添彩”。

此外，报告根据41座城市的活
力程度，将其分为稳定型、活力型、
改善型、提升型四类。宁波作为综
合活力、基本活力、功能活力“三高
选手”，和杭州、苏州、南京、合肥等
长三角城市一起跻身“活力型城
市”行列。

繁荣城市活力
宁波凭啥成为
“显眼包”？

2023年以来，随着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久违的“烟火
气”回归，流动的城市迸发生机。

日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2023中国城市
繁荣活力评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对全国41座主要城
市的“活力韧性”进行系统性分析。

根据报告，宁波的城市综合活力在全国41座主要城
市中排名第9位，超过深圳、长沙、西安等兄弟城市，仅次
于武汉、北京、上海、杭州、重庆、成都、广州、苏州。

如何让城市保持活力？
报告指出，吸引青年人是关

键。并且，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
口普查、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
查，报告根据不同年龄段人口的
净迁入量，观察不同年龄段青年
的城市选择。

根据报告，宁波是全国 41
座主要城市中最吸引85后（即
2020 年 30 岁-34 岁人群）的 10
座城市之一 。

报告认为，青年的发展过
程可分为求学、立业、安居等
三个阶段，分别对应 00 后 90
后、95 后 80 后与 85 后的年龄
层。对立业阶段的 90 后和 95
后而言，“北上广深”等超特大
城市的吸引力更强；而安居阶
段的 80 后和 85 后，不再偏爱
北京和上海，更愿意选择“新
一线城市”。

宁波具备吸引85后的相对
优势，和它“宜居宜业”的特性密
不可分。

“紧张的服务设施供给，和
更高的生活成本，降低了超大城

市对安居阶段青年的吸引力。
根据偏好因子识别结果，80后
85后的人口净迁入量，和公共服
务因子的相关性，较90后95后
显著增强。宁波建设青年人才
驿站，免费提供7天-14天的基
本生活保障，提供了满足人才不
同阶段住房需求的典型案例。”
报告指出。

同 时 ，报 告 梳 理 了 宁 波
2010年-2020年期间各年龄段
青年的净迁入量——20岁-24
岁、25岁-29岁、30岁-34岁、
34岁-39岁的人群规模，分别为
25.35 万人、30.24 万人、22.7 万
人、14.05 万人，在全国41座重
点城市中分别位居第22位、第
12位、第8位、第12位。

可见，宁波虽然由于高校数
量不足，对“学生党”的吸引力有
限，但在吸引25岁-39岁青年安
居乐业方面尚有不错的表现。宁
波“单项冠军之城”的产业基础、

“港通天下”的开放型经济优势、
“最具幸福感城市”的生活体验，
成为汇聚人才的“加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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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南部商务区夜景。

消费是城市活力的经济学投
影。报告指出，2023年，城市活
力的产生正发生变化。

根据美团全国41城生活服
务类相关品类（餐饮、旅游、文化
演出、休闲娱乐等）交易数据，
2023年前三季度，平台订单数和
订单金额分别较2019年同期增
加58%、74%。消费者更注重休
闲、健康、文化等精神需求，对公
共空间和公共设施的需求不断提
升，且规模越大的城市，活力较疫
情前的恢复能力越强。

然而，宁波的城市活力恢复
指数，即疫情前后活跃商户数变
化、商户平均订单变化、商户平均
消费者变化等，在全国41城中仅
位居第24名。也就是说，2023
年的宁波消费活力，虽然较疫情
前有所复苏，但回暖程度远不及
南京、长沙、西安等特大城市。

一方面，这和城市人口基数
有关，城市规模越大，商户类型越

多元，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宁
波常住人口规模虽逼近千万，但
人口分散在县域，城区人口规模
在300万人至500万人之间 ，尚
未达到特大城市甚至超大城市的
标准；另一方面也和宁波尚未尝
到“网红”旅游城市的“泼天富贵”
有关。

宁波该如何向全国“出圈”？
报告建议，地方特色资源的

挖掘和多元微业态的供给，有助
于为城市吸引大量的外来人
流。比如，上海建设“演艺之都”，
2023年上半年累计举办营业性
演出2.2万余场，实现票房收入
8.32亿元；南京打造“博物馆之
城”，挖掘六朝古都的文化底蕴；
长沙在黄兴路步行街营造“烟火
气”；成都用“诗和远方”点亮夜经
济，现有各类酒吧2500余家，数
量排全国之首……这些案例，都
有值得借鉴之处。

记者 严瑾 文/摄

吸引85后，宁波名列前茅

促进城市活力，宁波还能做什么？3

1 5年新增百万人，宁波成为“显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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