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寧波人均地區生
產總值超過16,000

美元，已經到了城市轉型、經濟
轉型的一個重要關口。要突破空
間環境、資源要素、用工成本的
瓶頸制約，破解「成長中的煩
惱」，唯一的出路是要加快轉變
經濟發展方式，走集約型、內涵
式、可持續的發展新路子，這其
中最核心的就是要提升自主創新
能力。在具體措施上，寧波主要
實施「兩大計劃」、打造「兩個
平台」、強化「兩大保障」。

重點培育創新企業

劉奇表示，實施「兩大計劃」，就是實施「科技領航」和「高
成長企業培育」兩大計劃。重點是打造一批引領產業轉型發展的
創新型領軍企業，培育一批又精又專的科技型中小微企業，爭取
到2016年培育1萬家創新型初創企業、1,350家高新技術企業、10
家年產值超5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創新型領軍企業。
打造「兩大平台」，重點是謀劃推進「一城一園」建設。「一

城」是寧波新材料科技城。寧波規劃在甬江兩岸的國家高新區、
北高教園區這一區域，建設新材料科技城。「一園」是浙江「千
人計劃產業園」。該園下設孵化、中試和產業化三大基地。對高
層次人才創辦的企業，給予最高500萬元的創業扶持資金、最高
500萬元的創業種子資金和最高500萬元的銀行貸款全額貼息補
助。
強化「兩大保障」，就是強化創新轉型的政策保障和人才保

障。今年起寧波市縣兩級財政每年安排20億元用於培育戰略性新
興產業。近年來寧波連續舉辦了8屆中國．寧波人才科技周，制
定實施了海外引才「3315計劃」、「海外工程師」等一系列政
策，在招才引智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重視外企出力扶持

記者在與寧波當地企業的接觸中發現，寧波穩定的企業政策環
境和對人才的重視確實是引資納才的重要吸引力。已扎根寧波10
年的港資企業敏寶衛浴負責人謝龍生說，寧波對外資企業的扶持
力度大，領導人切實關心，有問題能找到對口部門高效解決。雖
然現在沿海城市的人力等諸多成本上升，他們還是願意呆在寧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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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兩計劃」建「兩平台」增「兩保障」

浙江省委常委、寧波市委書記劉奇日前會見了本報

率團的15家海外華文媒體採訪團，暢談了寧波未來建

設發展新思路。劉奇說，經濟的轉型升級，創新驅動

是爬坡過坎的「核動力」，要以深化改革釋放出更多紅

利，突破傳統發展路徑。他表示，生態建設是最重要

的民生，要多還舊賬、不欠新賬，以生態之美彰顯寧

波之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潘恆 寧波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潘

恆 寧波報道）劉奇表示，過去30多
年，寧波憑借人口紅利、資源紅利、
土地紅利、全球化紅利，實現了經濟
社會的快速發展。但時至今日，過去
賴以依靠的一些發展動力正在逐步消
減，曾經引以為豪的對外開放優勢、
民營經濟優勢、計劃單列優勢正在逐
步弱化。要突破傳統模式的路徑依
賴，寧波必須以深化改革釋放出更多
的紅利。

進口貿易升級 優化外貿結構
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寧波的外貿出

口一直較低迷，提出要加快轉變外貿
發展方式，主要措施之一就是實施
「進口貿易升級行動」， 力優化外貿
結構。一方面加快打造進口貿易大平
台，積極推進寧波保稅區國家進口貿
易促進創新示範區、浙台（象山石浦）
經貿合作區、寧波進口商品展示交易
中心建設，梅山保稅港區汽車整車進
口口岸已經投入運營。另一方面加快
進口貿易便利化試點，半年多來，試
點企業進口平均機檢查驗比例達到
43%，高出關區平均水平1倍多，報
關周期縮短了0.5到1個工作日。
在民營經濟方面，寧波一直在探索

如何把雄厚的民間資本資源引導好。
在杭州灣跨海大橋項目中引進民間資
金參股建設，先後制定了引導民資進
入養老服務、文化產業的政策意見
等。

甬下月來港招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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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建設不欠新賬

發揮「寧波幫」資源優勢

■寧波提升進口

貿易求轉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潘恆 寧波報道）劉
奇還提到，「寧波幫」是中國近代史上獨樹一幟的著
名商幫，目前寧波有100多萬海外僑胞旅居世界各地，
其中香港和台灣是「寧波幫」最集中的地區。劉奇深
情地對在座的香港媒體朋友表示，廣大「寧波幫」人
士以愛國愛鄉的巨大熱情造福桑梓，淋漓盡致地體現
了勇立潮頭、勇創大業的可貴品質，淋漓盡致地展現
了同根同心、愛國愛鄉的崇高品格，是寧波這座城市
彌足珍貴的財富。

提供家鄉創業最優質服務

他說，寧波要帶 感情和責任，加強與「寧波幫」人
士的聯絡聯誼。一方面充分發揮「甬港經濟合作論壇」、
「寧波周」、海外展會的作用，為海外「寧波幫」人士提
供一個了解寧波、交流合作的大平台。另一方面大力優
化創業創新環境，為廣大「寧波幫」人士在家鄉創業創
新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據悉，第12屆「甬港經濟合作論壇」將於10月在香港

舉行，屆時將通過舉辦專業化、小型化系列專題活動，
加大兩地企業參與度，加強寧波與香港知名大學、國際
跨國公司駐港機構和本港大企業合作，搭建香港「新一
代寧波幫」、「幫寧波人士」與寧波「新生代企業家」對
話交流、合作發展新平台。
資料顯示，至2013年6月，來寧波投資創業的港資企業

已達5,837家，合同外資320.37億美元，包括和記黃埔、
怡和洋行等著名跨國公司在內的5,500餘家香港企業已落
戶寧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茅建興、潘恆 寧波報道）談到
生態環境時，劉奇表示，生態環境「受益而不覺，失之
則難存」。一直以來寧波在節能減排、污染治理、城鄉環
境美化、基層生態創建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探索實踐。
他說，2012年寧波GDP能耗比「十一五」末下降6%，

城市綠化覆蓋率達到38.1%。寧波提出要像抓經濟建設一
樣抓生態建設，努力做到多還舊賬、不欠新賬，努力以
生態之美、環境之美彰顯寧波之美。還要調整優化產業
結構，即使犧牲一些GDP增速和財政收入，也要痛下決
心淘汰落後產能，為創新轉型發展騰出空間。重點是推
進「四換三名」工程，「四換」即騰籠換鳥、機器換
人、空間換地、電商換市，「三名」即培育一批名品、
名企、名家，下決心淘汰高耗能、高排放的落後產能，

努力使產業結構變「輕」、經濟形態變「綠」、發展質量
變「優」。

減排治河保良好飲用水質

記者實地走訪了寧波杭州灣濕地公園。這是目前東亞
最大的鹹淡水海灘濕地之一，2011年12月成為國家級濕
地公園。在濕地公園中行走，只見草木蔥榮，珍鳥低
飛，儼然一派原始濕地的生機和動態。據悉，濕地中鳥
類已經從保護前的50多種增加到現在的220多種。
劉奇表示，寧波治理環境，下步還將在電廠煙塵排放

上執行目前內地最嚴的排放標準，對城區內河、農村河
網進行綜合整治，力爭到2016年城市集中式飲用水水源
地水質達標率繼續保持100%，力爭每條河都可以游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恆）中國科學院寧
波材料技術與工程研究所所長崔平表示，擬
10月帶隊到香港城市大學交流，商討成立研
究分院共同培養人才。
崔平說，中國科學院寧波材料技術與工程

研究所是中國科學院在浙江省建立的首家國
立研究機構，科研方向聚焦於新材料、新能
源與先進製造領域， 力於關鍵核心技術研
發與系統集成創新。崔平透露，10月她將帶
隊去香港城市大學交流合作，擬成立研究分
院共同進行人才培養，還有可能建立聯合實
驗室。「香港人才聚集但地方狹小，科技產
業化發展有限制，正好可以和我們有一個互

補。」

提升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

寧波市科技局副局長何曉南表示，寧波自
身科技資源相對缺乏，但寧波作為首批國家
創新型試點城市，採取一系列措施抓科技創
新和人才建設。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經費投入

佔GDP比例提升到2.04%，獲得國家科學技術
獎29項，去年專利申請量、授權量雙雙躍居
15個副省級城市第一。寧波科技創新的最大
特點是，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90%出自企
業，80%以上的國家科技計劃項目由企業為
主承擔，新上市公司中三分之二以上為高新
技術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恆）寧波市
委組織部副部長、市委人才辦主任張良
才在寧波人才科技周期間表示，將於下
月在港舉辦「甬港經濟合作論壇」期
間，招聘本港高端人才。此外，寧波還
將與港大、科大、中大、浸大等高校簽
訂高層次人才引進合作協議，並在高校
進行雙向選聘。
他表示，屆時將邀約高技能在職人才

進行封閉洽談會，根據職位需求不同，
年薪在15萬元（人民幣，下同）至200萬
元不等。「香港服務業發達，金融服務
業等行業人才水平較高，而這正是寧波
的短板，非常歡迎希望進行創業、創新
的香港人才，希望多多引進本港人才，
推動寧波經濟的轉型升級。」

200萬年薪挖角在職人才
根據寧波市政府今日發佈的人才緊缺

指數，該市的金融、汽車及零部件、石
化、創意設計、生命健康等領域的高端
專門人才緊缺程度最高，建築與工程、
新材料等領域人才需求亦十分緊張。目
前寧波正在大力推動經濟的創新轉型，

十分重視引進海外人才，相應政策亦十
分優惠。政府規定，對於入選該市
「3315」人才計劃的海外團隊和個人將分
別給予最高2,000萬元和100萬元的研究
及創業資助。張良才表示，海外人才優
惠政策對本港亦完全適用。
此外，寧波政府正在打造「人才特

區」，在稅收、金融、醫療等多方面為
海外人才服務。據張良才介紹，政府將
在該市的新材料科技城和「千人計劃」
產業園兩個區域，給予高端人才優惠政
策。包括減免企業及個人所得稅；通過
人才銀行、科技銀行等推出針對海外高
端人才的金融產品，提供優惠貸款；為
外籍人士辦理人才居留證，解決購房、
醫療及子女就學等問題。

沈祖堯任寧波引才大使
自2006年起，寧波與香港兩地已開始

進行人才交流，到目前為止，寧波政府
已組織450多人到本港高校及科研機構
培訓金融等方面專業技能。寧波市政府
已聘請寧波籍的中大校長沈祖堯為該市
的「引才大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潘恆）

近年來，寧波全市按照打造長三
角南翼區域金融中心的目標，創
新平台載體，壯大機構群體，金
融總量快速增長，金融創新力度
不斷加大。全市現有金融機構

216家，較2007年底121家增長
78.5%。形成了一個以銀行業為
龍頭，證券、保險業為支撐，其
他融資服務機構為補充的廣覆
蓋、多層次的金融組織服務體
系。

寧波市金融辦副主任周凱表

示，在金融創新上，寧波做強地

方法人金融機構。寧波銀行成為

內地首批上市的城市商業銀行之

一，牽頭完成寧波國際銀行重

組，走通了一條外資銀行重組改

制為中資銀行的新路徑。

借港平台促進投資創新

10月舉行的「甬港經濟合作論
壇」，預計將有10餘家金融機構
赴港，利用香港資本市場促進投
資創新。目前，全市已有近200
家企業列入擬上市梯隊，有近一
半企業有赴港上市意願，主要以
製造業為主。寧波海外資產的證
券化首選香港，寧波企業利用香
港資本平台的需求正不斷提升。

強化金融創新促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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