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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推进宁波加快发展的思考

课题组

　 　 摘 　 要 ：２０１２ 年发展思路 ：以“加快构筑现代都市”为主抓

手 ，以“保增长 、保民生 、调结构”为主目标 ，以改革创新为主驱动

力 ，深入实施“六个加快”战略部署 ，努力实现宁波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 。在“现代都市构建”上 ，着力实现“现代都市”建设与产业

集聚区的融合协同发展 ；在“保增长”上 ，千方百计引入增量资金 ，

重点放在各类基金的引进与培育上 ；在“调结构”上 ，大力培育和

提升开放新优势 ；在“保民生”上 ，着力增强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 ；

在人才保障上 ，大胆创新推进“人才特区”建设 。

关键词 ：推进 　宁波 　经济社会发展

２０１１年 ，全市上下在市委 、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积极应对国内外复杂

多变的发展环境 ，取得了经济社会的新发展 。 ２０１２ 年将是“十二五”规划全

面推进之年 ，新一届党委 、政府的开局之年 ；同时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 、国

内环境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 。 面对挑战和机遇 ，宁波要充分利用发展环

境“倒逼效应” ，以“加快构筑现代都市”为主抓手 ，以“保增长”（保持两位数

增长） 、“保民生”（保障民生） 、“调结构”（调整经济结构）的“两保一调”为主

目标 ，以改革创新为主驱动力 ，深入实施“六个加快”战略部署 ，努力实现宁

波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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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２０１２年国内外发展态势预测和判断

（一）国际国内经济走势

世界经济增长放缓 ，金融市场动荡 ，增长动力不足 。 欧洲主权债务危

机在短时间内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 美国处于弱复苏的状态 ，２０１１ 年美国非

农业部门失业率一直维持在 ９％ 左右 ，房地产市场依旧低迷 ；日本受欧债危

机恶化和灾后重建进度迟缓影响 ，复苏速度减缓 。 预计 ，欧美日经济的弱

增长将长期化 ，国际需求将持续疲软 ，人民币汇率风险和中外贸易摩擦将

由此进一步加剧 。

国内转型升级压力增大 ，经济增长下行和物价上涨并存 。 外需放缓 ，

内需不足 ，节能减排硬约束 ，导致企业盈利困难 ，经济转型升级压力进一步

增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 ，我国 ２０１２ 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８畅９％ ，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上涨 ４畅６％ 。 我国 GDP 和 CPI 组合 ，将从

“１０％ ＋ ２％ ”时代步入“８％ ＋ ４％ ”时代 。

（二）国际国内宏观调控政策走向

欧美日货币政策超宽松 ，保持极低利率水平 。 当前 ，欧洲基准利率已

降至 １％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零至 ０畅２５％ ，日本维持零利率 。在财政

政策难有作为的前提下 ，他们希望通过超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 。

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 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指出 ，明年的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处理速度 、结构 、物价三者关系 ，宏观

政策将增强调控的针对性 、灵活性 、前瞻性 。 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在继续

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加大民生领域投入 。与 ２０１１年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

中性较紧操作不同 ，２０１２ 年在通胀下行的背景下 ，货币政策将执行中性偏

松操作 。 事实上 ，１２月 ５ 日央行三年来首度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就预示着

货币政策已开始向偏松微调 。

（三）2012年宁波发展情况预测

我们判断 ，明年外部环境显著恶化的可能性不大 ，国内经济仍将保持

８％ 到 ９％ 的增长态势 ，结构性减税将加大力度 ，企业信贷和税负情况将得

到一定的改善 。因此 ，在坚持“两保一调”主目标下 ，宁波经济总体上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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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相对较快增长 ，即 GDP 将保持两位数增长 ，经济结构调整加速 ，市民

生活品质不断提升 。

二 、２０１２年宁波发展的总体思路

（一）以“两保一调”为年度主目标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基于发展阶段需要和国内外发展环境影

响 ，宁波应把“保增长 、保民生 、调结构”作为明年的主目标 。

“保增长”是重中之重 ，必须保持 GDP两位数的增长 。 要提升宁波的经

济地位和优势 ，顺利实现“保民生” 、“调结构” ，GDP 的增速必须快于全国 、

全省水平 。宁波正如在高速车道上行驶的一个庞大“经济体” ，一旦减速后

就会被超车 ，再加速也会非常困难 。

“调结构”恰逢其时 ，大力引导和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 在经济快速发

展 、企业盈利容易时 ，企业往往缺乏转型升级的动力 ；在经济低迷 、企业亏

损时 ，企业有心却无力去转型升级 。 ２０１２年经济增长适度 、国外需求减少 ，

企业经营有压力 ，应引导 、推动企业 ，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转型与发展 。

“保民生”要坚持不懈 ，不断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 ，增强城市的公共服

务能力 。 宁波应在加强兜底保障的同时 ，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益 ，使大量

低收入者进入到中等收入者行列 ；着力在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中有新进

展 ，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上有新突破 。

（二）以“加快构筑现代都市”为主抓手

“现代都市”是宁波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 。 要坚持以“加快构筑现代都

市”作为实现宁波新发展的主抓手 ，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 ，以新

型城市化 、工业化 、信息化为手段 ，深入推进改革和创新 ，以“融合发展”方

式 ，实现城市与产业统筹 、城乡区域统筹 、经济与社会文化统筹 、传统产业

提升与新兴产业培育统筹 。

（三）以改革创新为主驱动力

当前 ，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深水区 ，各种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和激化 ，究

其根源在于体制机制上存在问题 。 宁波只有持之以恒地不断深入推进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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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和创新 ，突破体制机制障碍 ，才能实现 ２０１２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

三 、２０１２年宁波发展亟须突破的几个问题和相关建议

　 　 （一）在“现代都市构建”上 ，应着力实现“现代都市”建设与产业集聚区

的融合协同发展

　 　必须加快构筑“一核两翼多节点”的现代都市 。 一方面从长远看 ，要加

快将奉化融入到宁波中心城市之中 。 从中长期的角度看 ，应将奉化市区纳

入宁波都市核心区 ，拓展核心区的地域范围 。 奉化有能力 、有基础 ，成为中

心城区联系温台地区 、浙中地区的重要门户 ，成为中心城区南部的产业基

地 、科技服务中心和宜居新城区（人口规模 ５０万人） 。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

节点城市（卫星城市及有潜力的中心镇 ）的建设 。 节点城市要按照现代化

中小城市的理念与标准去规划土地利用强度和密度 、产业布局 、基础设施 、

居民社区 、交通体系等 ；在具有健全的城市功能的同时 ，要培养发展自己的

特殊功能 ，彰显中小城市个性 。

必须协调统一区域行政主体和建设开发主体 。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的

经验值得借鉴 。北仑滨海新城与梅山保税港区开发管理主体原是分设 ，但

是通过整合 ，实现了管理主体的合一 ；保税港区拥有了城市功能腹地的支

撑 。当前 ，宁波还有不少区域（余姚经济开发区与小曹娥镇 、慈东滨海区与

龙山镇等） ，产业集聚区与城镇规划 、建设分离 ，开发管理主体多元 ，城镇腹

地支持能力薄弱 。这种状况必须加快改变 。

（二）在“保增长”上 ，应千方百计引入增量资金 ，利用好存量资金

增量资金的主要来源应放在基金的引进和培育上 。 预计明年全国新

增贷款总额在 ８万亿元左右 ，银行信贷增量有限 。资本市场预期也不乐观 ，

企业上市越加困难 。 在欧美弱增长长期化的背景下 ，外商直接投资 （FDI）
也难有突破 。但基金 ，如产业投资基金 （IIF ） 、风险投资基金 （VC ） 、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PE）等的发展却风景独好 ，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宁波应当将各

类基金作为增量资金的主来源 。

基金的引进和培育 ，需要有良好的发展环境 。要尽快研究制定适合基金产

业进入的制度安排和扶持政策 ；要重点扶持发展本市的基金产业 ，盘活疏通宁

波巨量民间资本 ；要研究整理一批投资基金最可能感兴趣的企业名单 ，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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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形式重点推介 ，以高成长性的企业和高技术产品 ，吸引各类基金投资 。

基金的引进和培育 ，需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 。 在对苏州创投业的研

究中发现 ：苏州创业投资集团通过向不同发展阶段的子基金进行投资 ，吸引

担保 、小额贷款和融资租赁公司入驻其打造的沙湖股权投资中心 ，充分发挥

出了国有母基金的引导作用 。宁波民间资本较为充裕 ，财政实力较强 ，有能

力 、有条件去引导好创投业的集聚与发展 ，打造好基金的融资平台 。

通过统筹管理 ，更好地发挥政府专项资金的引导扶持作用 。 加强对新

增和部分存量专项资金的统一管理和统筹分配 ，抓住一批带动作用大 、经

济社会效益突出的重点建设项目 ，加大投入扶持力度 ，切实增强专项资金

的导向作用 。

（三）在“调结构”上 ，应大力培育和提升开放新优势

花大力气抓进口 。要加快专业化进口贸易平台建设 ，增强“现代都市”

的经济辐射能级 。要以宁波保税区 、宁波国际贸易展览中心和大宗商品交

易平台为战略载体 ，加快宁波国际贸易示范区建设 ，增强宁波口岸优势和

城市功能辐射能力 。

出口转向低碳 、高附加值的产品 。 在调研中发现 ：目前宁波受到较大

冲击的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低端 、产品技术含量低 、附加值低 ，产品易受到

反倾销调查 。因此 ，要鼓励企业研发和自主创新 ，引导企业生产和出口低

碳 、高附加值产品 ，有效规避“碳关税”等贸易壁垒 ，获取出口最大效益 。

加强对外投资引导与服务工作 。 在对德国服务企业“走出去”的研究

中发现 ：在主要出口国 ，建立政府 、企业 、第三方共同参与的服务平台 ，对于

提升对外投资的效益 、效率 ，具有重要作用 。 因此 ，要大力加快在主要出口

国的服务平台建设 ，帮助企业拓展营销网络 ，在此基础上 ，鼓励企业把投资

领域逐步由资源转向产业领域 ，带商品“走出去” 。

（四）在“保民生”上 ，应着力增强城市的公共服务能力

推进市民和家庭信息库的建设 。 市民和家庭信息库建设 ，事关公共服

务 ，事关社会稳定 ，事关征信体系建设 。 当前 ，市民和家庭信息来源多 、出

处多 ，公安局 、房管局 、民政局等均或多或少掌握一部分信息 ，但却互不交

汇共享 ，也缺乏统一口径 。因此 ，要把推进市民和家庭信息库的建设 ，作为

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内容 ，具体操作可尝试采用由“政府牵头 ，服务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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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或非政府组织（NGO）第三方操作”的形式 。

加快社会管理创新 。 坚持把去行政化 、加强居民自治 ，构建扁平化 、网

络化 、全覆盖的服务管理体系作为主攻方向 。 试点构建“多投入 、多办事 、

少养人”的社会管理服务机制 ，形成“居委会议事 、社工站干事”的新局面 。

大力发展能够承担社会服务功能的基层社会组织 。 发展各类专业化的社

会服务组织 ，培养专职社工队伍 。 加强社会服务供给的软件建设 。 要改变

在公共服务工程项目中存在的“重建设 、轻管理 、缺维护”问题 。 在规划时 ，

必须安排好长期的运行资金 ，设计好长期有效的运行制度 。 鼓励学习社会

管理上的有益经验 。 海曙的居家养老模式 、北仑的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等 ，

都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但由于没有注意推广 ，造成宁波典型经验的“碎片

化” 。因此 ，在重视创新的同时 ，也要鼓励学习借鉴 。

增强文化服务能力 。 一方面要加强“文化民生”建设 。 要统筹规划 、建

设健全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要推出多选择 、多层次 、雅俗共享的文化作

品 ；要继续实施文化惠民项目 ，加快推进公共文化设施的免费开放 。 另一

方面要促进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 做大文化产业核心层 。 抓住文化体制改

革的战略机遇 ，引进战略投资者和先进的文化产业运营模式 ，加快培育先

进的文化企业主体 。 做强文化产业相关层 。 重点发展娱乐 、旅游 、图书报

刊 、电子音像制品 、动漫游戏 、演出 、影视剧等文化市场 。 做优文化产业外

围层 。注重把文化的元素嫁接到文具等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上

去 ，提升产品附加值 。

（五）在人才保障上 ，应大胆创新推进“人才特区”建设

人才 ，尤其是高层次 、国际化人才的短缺 ，是阻碍“六个加快”战略部署

深入实施的重要原因之一 。 从长期看 ，需要顶层设计 ，营造出吸引人才集

聚的良好环境 ；从短期看 ，需要制定出富有竞争力的人才政策 。 一般来说 ，

高层次 、国际化人才属于高收入阶层 ，在现行所得税政策下 ，税负负担较

重 ，可考虑从个人所得税入手 ，对鼓励引进的人才 ，按其所纳个税额给予相

应比例的财政补贴 ，帮助企事业单位增加引人的“筹码” 。

作者单位 ：宁波市社会科学院（市社科联）

该成果 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 １８日刊于枟宁波社科内参枠第 ３１期（总第 ６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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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低碳城市建设的比较分析及建议

林崇建 　钱京根

　 　 摘 　要 ：低碳城市建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要求 ，是破解

资源约束的战略抉择 ，是应对国际社会碳壁垒的重要举措 ，是寻

找宁波发展新增长点的现实途径 。

通过建立低碳城市指标评估体系 ，与低碳试点城市比较显

示 ：宁波与深圳 、杭州 、厦门等城市的差距较大 ，低碳城市建设水

平亟待提高 。

宁波应当高度重视低碳城市建设 ，专门制订“十二五”及更长

时期的规划 ，在城市形态和功能 、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 、生活方式

以及体制机制诸方面积极践行“低碳和碳减排” 。

关键词 ：低碳 　城市 　建设

低碳城市是指在城市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实行低碳原则 ，既保持经济

快速增长 ，又使得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处于较低的水平 ，整个城市是

一个资源节约 、环境和谐的良性循环体系 。 低碳城市代表了较高的文明发

展水平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集中体现 ，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 近几

年 ，宁波在产业结构调整 、循环经济发展 、节能减排和生态城市建设等诸多

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除大气环境外 ，生态环境恶化的现象得到了有效

的控制 。 但与先进的低碳试点城市相比 ，差距很大 ，必须引起重视 ，加紧把

低碳城市建设纳入今后宁波发展的重要议事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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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宁波低碳城市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低碳城市建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要求

近 ５０年来 ，工业化加速发展使得碳排放急剧增加 ，全球气温变暖 ，生态

环境不断恶化 。据权威机构预测 ，未来中国气候变暖的速度将加快 ，很可

能在 ５０ ～ ８０年内全国平均气温升高 ２ ～ ３ 摄氏度 ；到 ２０３０ 年 ，中国沿海海

平面将可能上升 １０ ～ １６厘米 ，导致海岸区洪水泛滥的几率增大 。宁波区域

气候也变化明显 ，全市平均气温比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升高了 ０畅２ ～ ０畅４ 摄氏

度 ，市区年平均高温天数近 ２０年来呈快速增多趋势 ，极端天气 、气候事件与

灾害的频率和强度明显增大 。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生态恶化 ，最主要的办

法就是减少二氧化碳 ，以及甲烷 、一氧化二氮等的排放 。 控制碳排放 ，建设

低碳城市 ，是我市应对气候变化 、保护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 ，符合我市的根

本和长远利益 。

（二）低碳城市建设是破解资源约束的战略抉择

宁波一次能源严重依赖外部输入 ，土地人均占有量低 ，水资源存在区

域性短缺 。这种先天不足客观上要求我们建设低碳城市 。改革开放以来 ，

宁波等中国沿海地区成为承接发达国家重化工等高碳产业和技术转移的

重点区域 。宁波倘若继续发展高碳产业 ，未来需要承担温室气体定量减排

或限排义务和强制约束要求时 ，就可能被高碳产业所“锁定” 。在 ２００９年哥

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对国际社会作出庄严承诺后 ，国内在碳减排和生态

环境保护领域的政策力度加大 ，碳排放约束性指标被继续纳入“十二五”规

划 ，并且增加了排放总量指标的约束 ，对区域碳排放约束力度越来越大 。

同时 ，碳减排的边际成本与减排难度客观上是随减排量的增加而增大 。因

此 ，宁波要努力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系统摆脱对资源能源的过度依赖 。

（三）低碳城市建设是应对国际社会碳壁垒的重要举措

碳壁垒是对高排放的商品和服务开征碳关税 ，是一种新的绿色贸易壁

垒 。 ２０１２年 １月 １日起 ，欧盟对所有飞经欧洲的飞机收取高昂的碳排放费

用 。据估计 ，仅 ２０１２年 ，我国航空公司需要支付的这笔“买路钱”就将高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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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畅４３亿元人民币 。 ２００９年 ６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枟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枠 ，

从 ２０２０年起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国家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 法国也

有开征碳关税的打算 。 如果欧美等发达国家利用碳关税将应对气候变化

与国际贸易挂钩 ，就会改变国际贸易竞争格局 ，对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构

成挑战 。我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 ，是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重要目标 。宁

波是一个出口大市 ，２０１０年出口依存度达 ６４％ ，从出口额占宁波自营出口

总额 ３７畅１％ 的前 ２０ 项商品看 ，服装及衣着附件 、塑料制品 、灯具照明装置

及类似品 、家具及其零件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就占到了 １４ 项 ，这些出口产品

将面临碳关税的严峻考验 。无论是对碳关税的未雨绸缪 ，还是出于提升出

口产品的竞争力 ，都需要宁波着力推动产业向低碳方向升级转型 。

（四）低碳城市建设是寻找宁波发展新增长点的现实途径

区域环境 ，是影响生产力结构 、布局和规模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低碳发

展不仅不会放慢经济增长 ，相反会因为环境改善而促进经济在更高层次上新

的发展 。当前生态环境 、宜居程度等因素越来越成为人们投资 、工作与生活

的重要考量标准 。深圳 、杭州 、厦门等先进低碳试点城市的发展态势表明 ，采

用低碳的城市发展模式能发挥环境的“亲和效应” ，使项目 、资金 、技术 、人才

等要素不断江流汇聚 ，让人们安居乐业 、客商安心经营 ，进而形成强大的民心

凝聚力和创造力 。同时低碳的消费产品 、促进低碳生产的产品和装备 ，都具

有极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空间 ，是宁波新的可持续增长点 。

二 、宁波与深圳 、杭州 、厦门等城市比较分析

（一）整体比较差距较大

当前 ，城市之间低碳建设水平的评估与比较尚无统一的体系 。 基于现

有的研究和从数据的可获得性出发 ，我们设计了低碳城市指标评估体系

（指标体系由 ５个一级指标和 ２２个二级指标组成 ，总指数为 １００） 。由于选

择比较城市的部分数据统计不全或口径不一等原因 ，可比较的二级指标有

１６个 ，总指数为 ７７畅 ９ ，已基本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出目前各城市的发展状态 。

整体比较宁波差距明显 ：宁波的综合指数只有 ４７畅９ ，实现程度为 ６１畅５％ ；深

圳的综合指数为 ６９畅２ ，实现程度为 ８８畅９％ ；杭州的综合指数为 ６４畅 ７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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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为 ８３畅１％ ；厦门的综合指数为 ６４畅６ ，实现程度为 ８２畅９％ （见表 １） 。

表 1 　四城市低碳城市发展水平部分指标比较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及权重

标准值

宁波 深圳 杭州 厦门

现
值

实现
程度

指
数

实现
程度

指
数

实现
程度

指
数

实现
程度

指
数

低碳
经济

①碳生产力 ７ 亮抖畅４
０ _T畅８万元
／吨 CO２

０ 痧邋畅５７ ７１ 5*畅３ ５   畅２８ １００ è７ cX畅４ ７１ 憫唵畅３ ５ zo畅２８ ９０ 眄６ 拻噰畅６６

②万元 GDP能
耗 ４ MB畅７

０ 摀垐畅５％ ０ 痧邋畅８２ ６０ 5*畅９ ２   畅８６ １００ è４ cX畅７ ６６ 憫唵畅７ ３ zo畅１３ ８３ 靠创畅３ ３ 拻噰畅９２

③ 三产增加值
占 GDP比重３ 吵è畅１

６０％ ４０   畅２ ６７ c２   畅０８ ８７ cX畅３ ２ LA畅７１ ８１ 憫唵畅２ ２ zo畅５２ ８１ 靠创畅５ ２ 拻噰畅５３

④ 规上高能耗
行业产值占工
业 总 产 值 比
重 ３ MB畅８

２０％ ３１   畅２ — — — — — — — —

⑤ 环保投入占
GDP比重 ４ zo畅２

３％ ２ 5— — — — — — — —

⑥ R&D投入占
GDP比重 ３ [P畅８

３ 摀垐畅５％ １  �畅６ ４５ 5*畅７ １   畅７４ １００ è３ cX畅８ ７８ 憫唵畅３ ２ zo畅９８ ５７ 靠创畅１ ２ 拻噰畅１７

低碳
社会

⑦城市化率４ *煙畅７ ７５％ ６３ L８４ c３   畅９５ １３３ zo畅３ ６ LA畅２７ ９２ 憫唵畅４ ４ zo畅３４ １００  ４ ┅灋畅７

⑧ 轨道交通里
程数 ５ *１７８公里 ０ 5０ L０ c１００ è５ 憫０ è０ 靠０ 种０ 鬃
⑨恩格尔系数
４ 儋挝畅３

３０％ ３５   畅５ — — — — — — — —

⑩ 每万人拥有
公共汽车 ５ d２０辆 １３   畅２ — — — — — — — —

低碳
资源

皕瑏瑡 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
费比重 ９  �畅５

８ 摀垐畅５％ ０  �畅５ ５   畅９ ０   畅５６ ５２ cX畅９ ５ LA畅０３ ９４ 憫唵畅１ ８ zo畅９４ ９４ 靠创畅１ ８ 拻噰畅９４

皕瑏瑢碳汇密度８ *煙畅０ ６４％ ５０   畅２ ７８ 5*畅４ ６   畅２８ ６２ cX畅３ ４ LA畅９８ １００ 种８ 靠６６ 靠创畅９ ５ 拻噰畅３５

皕瑏瑣 人均能源消
费量 ７ *煙畅２

３ _T畅８吨标
煤

５  �畅５ ６９ 5*畅１ ４   畅９７ ８４ cX畅４ ６ LA畅０８ ９５ 靠６ zo畅８４ １００  ７ ┅灋畅２

皕瑏瑤 人均碳排放
量 ６ MB畅３

８ _T畅５吨二
氧化碳

１３ L６５ 5*畅４ ４   畅１２ ８２ cX畅５ ５ LA畅１９ ８９ 憫唵畅５ ５ zo畅６４ １００  ６ ┅灋畅３

低碳
政策

皕瑏瑥 环保节能标
准执行率 ５ d１００％ ９９ L９９ c４   畅９５ １００ è５ 憫１００ 种５ 靠１００  ５ 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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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及权重

标准值

宁波 深圳 杭州 厦门

现
值

实现
程度

指
数

实现
程度

指
数

实现
程度

指
数

实现
程度

指
数

低碳
环境

皕瑏瑦 工业废气中
二氧化硫排放
达标率 ２  �畅１

１００％ ８６   畅６ ８６ 5*畅６ １   畅８２ ９９ cX畅３ ２ LA畅０９ ９９ 憫唵畅５ ２ zo畅０９ １００  ２ ┅灋畅１

皕瑏瑧 工业废气烟
尘 排 放 达 标
率 １ MB畅９

１００％ ９８   畅８ — — — — — — — —

皕瑏瑨 工业废水排
放达标率 ２ dY畅１

１００％ ９５   畅５ ９５ 5*畅５ ２   畅０１ ９７ cX畅９ ２ LA畅０６ ９８ 靠２ zo畅０６ １００  ２ ┅灋畅１

皕瑏瑩 工业固体废
弃物综合利用
率 ２ MB畅９

１００％ ９４   畅９ — — — — — — — —

皕瑐瑠 城镇人均公
共 绿 地 面
积 ３ MB畅４

１６ 平方
米／人

１０ L６２ 5*畅５ ２   畅１３ １００ è３ cX畅４ ７６ 憫唵畅３ ２ zo畅５９ ６８ 靠创畅８ ２ 拻噰畅３４

皕瑐瑡 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 ２  �畅６

４５％ ３７ L８２ 5*畅２ ２   畅１４ １００ è２ cX畅６ ８８ 憫唵畅９ ２ zo畅３１ ８９ 靠创畅８ ２ 拻噰畅３３

皕瑐瑢 城镇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
率 ３ MB畅０

１００％ １００ c１００ z３ c９５ 憫２ LA畅８５ １００ 种３ 靠１００  ３ 鬃

指标总指数 １００（可统
计指数 ７７   畅９）

— — ６１ 5*畅５ ４７ LA畅９ ８８ cX畅９ ６９ zo畅２ ８３ 憫唵畅１ ６４ è潩畅７ ８２ 靠创畅９ ６４ 览档畅６

注 ：（１）厦门 ⑥指 ２００９年 ，皕瑏瑦 、皕瑏瑨指重点企业 ；

（２）深圳 、杭州 、厦门 ① 、② 、皕瑏瑡 、皕瑏瑣 、皕瑏瑤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庄贵阳枟低碳经济与低碳城

市建设枠 ；

（３）万元 GDP能耗 、人均能源消费量 、人均碳排放量等反向指标指数经技术处理也转换成

指数越大越好 。

（二）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滞后

宁波与先进城市的主要差距在于万元 GDP 能耗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和 R&D 投入占 GDP比重三个指标（见表 １ 和图 １） 。 宁波产业

结构中重化工业特征明显 ，偏重的产业结构对发展低碳经济形成了较大的

压力（２０１０年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中重工业占比为 ６８畅６％ ） ；第三产业整体

发展水平不高 ，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 ，工业发展对服务业产生有效联动作

用不强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