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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活力涌现宁波

上篇  活力涌现宁波

在太平洋的西海岸，生活着这样一个群体。

他们以强烈的创业精神与杰出的经营能力，谱写了中国经济

史上的百年辉煌；他们以独有的儒商气质和拳拳的赤子之心，在中

国发展史上留下了不朽篇章。

这群人，拥有同一个名字——“宁波帮”。

“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当年孙中山先生莅临宁波时曾发

表演说：“以宁波既有此土地，有此资力，苟能亟疾经营，则即不难

为中国第二之上海，为中国自己经营之上海。”

这是何等的眼光和魄力！把宁波的宏伟蓝图描绘得何等绚丽

诱人。

东方风来满眼春。当历史的车轮定格在1984年8月1日，世纪伟

人邓小平扳起两个手指头，称赞宁波的两大优势——“一个是宁波

港，一个是‘宁波帮’”。并发出了“要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

来建设宁波”的口号，响彻云霄。

因为伟人们清楚，“宁波帮”具有信义行天下的诚信品德，敢为

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低调不张扬的务实作风，大海纳百川的开放思

想，树高不忘根的赤子情怀。

新一代“宁波帮”，传承着老一代“宁波帮”精神，审时度势，与

时俱进，抢抓历史机遇与区位优势，承袭祖辈创业基因，书写着新

的辉煌传奇——今日宁波以全国1‰的土地面积、1/200的人口，贡

献着全国约1/60的GDP、1/20的进出口总额……

泱泱东方大港，浩浩八面来风。招揽九天日月，吞吐五洲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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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宁波港货物吞吐量突破5.26亿吨，居世界港口第四位，集装

箱吞吐量突破1870万标准箱，居世界港口第五位。2015年上半年，

宁波港集装箱吞吐量首次超过香港，跃居全球第四位。

人文渊薮之地，港通天下之市。宁波凭借着世界级大港的资源

优势和“宁波帮”精英辈出的人文优势，近30年来，城市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活力宁波”现象引人注目。

但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区域竞争新态势，原有的政策、体制

等先发优势在逐渐弱化，发展中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宁波正处

于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如今，中央在实施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等

区域发展战略的同时，提出了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三大国家战略，宁波恰好地处海上丝绸之路和长江经

济带的“T”字形交汇处。而这区位优势，无疑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宁波的对外开放和海洋经

济发展寄予厚望。他指出，港口是宁波最大的资源，开放是宁波最

大的优势，只有把最大资源和最大优势发挥到极致，才能实现效益

最大化。推进宁波—舟山港口一体化，不断拓展发展腹地，打造辐

射长三角、影响华东片的“港口经济圈”。

站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前沿，依托世界级大港，主动融入“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奔跑吧，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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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站在服务国家战略的前沿

宁波，因海而生，因港而兴。它最大的资源优势是什么？就是

世界级的大港。

自古以来，宁波是我国重要的港口开放城市，海上丝绸之路的

始发港之一。早在唐朝时，随着明州城的崛起，对外交通贸易日趋

繁荣，名列全国四大港口。两宋时期，与广州、泉州并称为三大港口

重镇。

据国内外有关权威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增长

最快的消费市场、世界第一的进出口贸易强国和最大的全球经济

体，预计GDP将约占全球的20%。此外，2009年以来，全球经济持续

低迷，美国实施重返亚太和再工业化战略，环太平洋合作形式发生

重大变化。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以“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为依托，加快形成新的世界贸易大通道，促进

我国经济从单边开放转向多边开放。

当今，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素竞争已不具备绝对优势。面

对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目标，宁波要“整装再

出发”。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刘奇说：“中央提出的‘一

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战略中，宁波恰好地处海上丝绸之路和长

江经济带的‘T’字形交汇处。宁波完全能够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

浙江全省大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而打造港口经济圈，则成为宁波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的契合点。

宁波发展战略研究会的专家们认为，坐拥世界级大港这个宝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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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港口经济圈，对宁波来说事关长远。港口经济圈依托的是港口，

发展的是港口周围的产业经济，在此基础上，区域之间通过经济利

益或经济流向形成一个经济圈。

如果把“港口经济圈”看成一个“同心圆”，其“圈层”大不大？

辐射力强不强？关键看“射线”的长度和密度。通俗地说，就是建设

互联互通的海陆集疏运网络，拥有公铁水空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以

海铁联运、江海联运为纽带，与长江经济带、中西部地区以及中西

亚、中东欧国家陆域相连接，从而提升港口实力。

建设港口经济圈，必须跳出港口发展港口经济，统筹港口、产

业和城市发展。从世界港口发展的经历来看，最初的港口主要是海

运货物的装卸、仓储中心，随后又增加了工业、商业，成为具有使货

物产生增值效应的服务中心，而更高层次的追求则是适应国际经

济、贸易、航运、物流和信息化发展的要求，逐步成为国际物流贸易

中心，以提高港口经济的含金量和附加值。

同时，充分发挥宁波民营资本富裕的优势，鼓励企业“走出

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大投资贸易和资本技术合作，增强

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参与国际经贸大合作和人文大交流，提升宁

波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

宁波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定位

坐标定位之一——“一带一路”的枢纽城市。

宁波是我国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和南北海运大通道构成的“T”字型宏观格

局的交汇点，具有连接东西、辐射南北的区位优势。宁波港口资源

得天独厚，是东亚地区运往北美、欧洲、澳洲、非洲等地国际贸易货

源的重要中转站，也是中国大陆连接东南亚和日韩黄金航道的交

通枢纽。对内可以通过“长江经济带”和“甬新欧”海铁联运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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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辐射中西部地区，促进沿海经济带、长江

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融合互动发展，具备“一带一路”枢纽城

市的良好条件。

坐标定位之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支点城市。

作为我国四大国际深水枢纽港之一的宁波港，已经成为我国

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港口之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

重要组成部分，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港口开通

航线，港口货物吞吐量稳居国内港口第三位、世界第四位。宁波倡

议并联合泉州、漳州、广州、北海、蓬莱、扬州、南京等城市申报“海

上丝绸之路”为世界文化遗产，理应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中发挥支点作用。

坐标定位之三——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先行城市。

宁波是我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全国第八个进出口

总额超千亿美元的城市。宁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频

繁，宁波对“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地区)进出口额和境外投资

额，分别约占全市总额的1/4和1/5。雅戈尔、申洲、海天、贝发、中策、

春和等境外生产基地相继建成，中意(宁波)生态产业园在宁波余姚

落成。人文交流成果丰硕，成功举办过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部长

级会议、APEC高官会议，与宁波缔结友城关系的“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城市达到45个。

坐标定位之四——跨境电子商务的试点城市。

宁波是全国首批五个获批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城市之一，

目前进口业务量排名全国第一，运营的“跨境购”平台已集聚超过

200家的电子商务企业、4000余种境外商品，拥有华东地区具有较

强影响力的大宗商品交易所。宁波是全国主要的集装箱、矿石、原

油、液体化工中转储存基地。海关特殊监管功能门类齐全，有保税

区、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网上网下功能汇聚，

开展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条件优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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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落脚点

在宁波市发改委等部门编制的《宁波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行

动纲要》中，围绕港口合作、通道建设、经贸合作、人文交流、跨境电

商、体制创新等方面谋划落脚点。

具体的设想是，以打造港口经济圈为目标，加快推进国际港口

联盟建设；以建设江海联运服务中心为契机，加快构筑全国港口多

式联运枢纽；以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为重点，加快推进多边经贸合

作；以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为导向，加快推进人文交流合作；以促

进跨境贸易电子商务为核心，加快推进跨境电子商务试验区建设；

以实现“五通”为内容，加快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港口合作方面，主要有丝路国际港口合作服务组织、海上丝路

指数平台建设、国际港口文化节、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等项目。

通道建设方面，主要有甬金铁路、沪甬跨海铁路、宁波-舟山港

矿石中转码头、宁波空港三期扩建(含空港物流园区)等项目。

经贸合作方面，有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刚果(布

)钾肥生产基地、中意(宁波)生态产业园、宁波国际海洋生态科技城

等项目。

人文交流方面，主要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论坛、“中国航海

日”活动等。

目前，海上丝路指数平台建设，宁波-舟山港矿石中转码头、宁

波空港三期扩建(含空港物流园区)建设、刚果(布)钾肥生产基地、中

意(宁波)生态产业园、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宁波国际

海洋生态科技城等项目都在启动实施。下一步，将举办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论坛、2016东亚文化之都等活动。



007

上篇  活力涌现宁波

建设港口经济圈服务国家战略

审时度势，当前宁波周边地区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已经有上海

自贸区、舟山群岛新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和温州金融

改革试验区，宁波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政策洼地”。构建港口经济

圈，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建设的重要支撑。

事实上，宁波是资源小市，临港型制造业需要大量消耗能源，

对环境产生一定污染。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放缓，港口对区

域经济的带动作用还不够强，临港经济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和潜

力……这些都是在建设港口经济圈中碰到的现实问题。

宁波市政协专题调研组专家们认为，发挥港口经济圈的核心

功能，必须以核心港口为依托，统筹整合区域港口资源，深化宁波

—舟山港一体化，提升港口综合竞争力，大力发展服务型经济，推

动港口转型升级，加快建设交通互联通道，构建港口集疏运网络，

搭建开放合作平台，增强港口发展能级，创新口岸通关机制，优化

港口发展环境。

专家们建议，以设立海铁联运综合试验区为抓手，加快海铁联

运发展。分阶段、分层次构建“一带一路”海铁联运城市联盟，促进

江海陆联运发展。充分发挥宁波-舟山港的龙头作用，嘉兴、温州、

台州等南北两翼港口为“喂给港”的联盟体系。同时明确宁波、舟山

在大宗散货港口物流中的分工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争取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合作对接“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国际联运

服务、国际集装箱过境中转等服务，远期逐步开通海铁联运的“宁

波—新疆—欧洲”国际班列。

目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宁波已提前布局。先看“一带”：近

年来，宁波高度重视发展海铁联运、江海联运，国际集装箱重班列

远至新疆、西安、兰州等“一带”节点。再看“一路”：宁波已经与全球

218个国家（地区）建立了投资贸易关系，其中大多数是“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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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国家。

建设海港、陆港、空港“三位一体”的多式联运国际枢纽港，着

眼于交通运输港向贸易物流港的战略转变，推动航运物流业向现

代化、高端化发展。拓展港口物流服务领域，发挥港口大宗商品集

散中转优势，做强宁波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丰富塑料、有色金属、铁

矿石、液体化工、粮油等交易品种。完善航运交易平台，培育壮大船

舶交易、航运订舱、液体化工船租运、船员培训、后勤补给、航运保

险等特色航运服务业，建立“海上丝绸之路”信息服务平台。

专家们建议，以国家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试点为契机，加快整合

现有“电子口岸”资源，引进国内知名互联网公司，打造覆盖港口、

航运、贸易、口岸、运输等信息的具有宁波特色的跨境物流公共平

台，形成“网上丝绸之路”。改善口岸软环境，推广“一次申报、一次

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打造集口岸一站式、航运大超市、信息

集中化于一体的国际航运服务中心。

面对“互联网＋”发展新趋势，宁波正在积极构建一个商品贸

易、物流、信息和金融服务的互联网平台，把握国际产业转移和全

球市场重新布局的有利时机，加大对重大产业的招商力度，引进一

批符合产业发展导向的大项目好项目。

如今，宁波杭州湾产业集聚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宁波大榭

开发区、宁波新材料科技城、宁波国际海洋生态科技城、金融生态

示范区、保险创新示范区、海铁联运综合试验区、进口贸易创新示

范区等港口经济新功能相继推出，一大批辐射力强、带动力强、附

加值高的优势产业集群蓄势而出。

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挖掘宁波的人文资源，加强城市形象

推广，开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品牌，打造精品旅游线路，

扩大中外游客往来。如今宁波搭建的一批国际经贸合作平台——

中东欧国家投资贸易博览会、进口产品保税展示交易平台、进口货

物集散中心，已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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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树立合作共赢的理念，激活港口经济圈协同发展新动

力，推进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深化长江经济带城市之间战略合

作，走协同发展道路。在协商基础上，充分取得合作发展最大公约

数，强化区域间规划衔接，在交通体系建设、产业布局配套、环境保

护、人文交流、信息共享等方面，进一步发挥宁波的比较优势。通过

“三个”输出（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管理输出）等方式，强化与“一带

一路”兄弟省市区发展的合作共赢。与此同时，通过为“一带一路”

资金融通、贸易便利、人才流动等提供载体和平台等方式，强化宁

波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际合作交流桥头堡作用。

如今，宁波以海纳百川、互利共赢的气度，加强与“一带一路”

沿线城市、长江经济带城市的合作，统筹海陆双向开放，创新开放

模式，增强“一带一路”的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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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下“宁波帮”吹响集结号

咫尺天涯游子心。一句乡音，一份乡情，让无数游子对故乡更

加魂牵梦萦。

为继承和弘扬“宁波帮”精神，团结海内外一切“宁波帮”人士

和帮宁波人士的力量，2012年4月14日，首届世界“宁波帮”大会在

甬隆重举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来自海内外的千余位“宁波帮”

游子如同春潮大汇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吹响了集结号，共谋百年

大计，筑梦投资空间。

壮哉，“宁波帮”，百万民众开拓域外报效中华；美兮，“宁波

帮”，千年青史代有俊彦辈出精英。

昔日经世致用熏陶“宁波帮”

宁波，三江汇流，面向东海，自古以来商贸繁盛。从“海上丝绸

之路”、“海上陶瓷之路”开始，宁波早已与世界各地通商，打开了经

贸、文化交流的大门。

至19世纪60年代，宁波的钱庄，南北货号，鱼行遍布于市，世人

称“走遍天下，勿如宁波江厦”。受浙东学派大家黄宗羲“经世致用”

的思想熏陶，长袖善舞的宁波商帮立足本地，闯荡上海滩，北上天

津卫，西抵汉口，南下香港，足迹几乎遍履天下，以“无宁不成市”而

闻名遐迩。

“宁波帮”形成于明朝，崛起于五口通商后的上海，至辛亥革命

后达到鼎盛。1916年孙中山先生曾对“宁波帮”企业家作过高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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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

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末民国初期这段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上，

“宁波帮”精英们以上海为大本营，筚路蓝缕，白手起家，在钱庄、银

行、贸易、航运等行业崭露头角，创造了近代多项“中国第一”——

李容、费纶志、盛植琯向英国购买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宝

顺轮”，首开国内进口现代化商船的先河；

叶澄衷开设第一家属于华人的五金店；

严信厚开办我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通久源轧花厂；

鲍咸昌、鲍咸恩、夏瑞芳创办我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大型出

版企业――商务印书馆；

严信厚、叶澄衷、朱葆三创办华人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通

商银行；

方液仙创办我国第一家日用化工厂；

虞洽卿创办当时我国最大的商办航运集团——三北航业

集团；

刘鸿生创办当时中国最大的火柴厂——大中华火柴公司；

朱葆三、严信厚等创办中国第一批保险公司——华兴保险

公司；

虞洽卿、盛丕华等创办第一家由华人开设的证交所——上海

证券物品交易所；

朱葆三、严信厚等创办国内第一家信托公司——中易信托

公司……

薪火相传，秉承老一代在上海滩创业的“宁波帮”基因，接力棒

交到在香港、台湾等地创业的又一代“宁波帮”，出现了“世界船王”

包玉刚、著名企业家王宽诚、“影视大王”邵逸夫、“棉纺大王”陈廷

骅、“毛纺业大王”曹光彪、“钟表大王”李惠利、“中国围棋之父”应

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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