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期叠加”“：十四五”县域发展环境的

深刻变化

——以宁海县为例

项汉明

“十四五”期间，宁海面临经济结构失衡等一系列难题，以及要素短缺加剧的制约，必须及时破除路

径依赖，寻找更有生命力、创新力的发展方式

从外部环境看，国际政治经济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博弈加剧，经济重心、地缘政治、

全球化进程、全球治理、世界秩序正面临着重大调整。国内环境也面临着重大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

入新时代；从区域看，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从省内看“，大湾区、大通道、大花园、大都

市区”建设快速推进。对宁海而言“，十四五”时期既面临着重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产业结构进入加速调整期

根据钱纳里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转化的过程，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发

展阶段转换的直接动力，既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能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2019年，宁海县人均 GDP已经超过 14000美元，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在第一、

第二产业获得较高水平发展的基础上，第三产业保持持续高速发展，接替第二产业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

要力量。这就要求宁海要提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比重，通过二、三产业高度深度融合，实现服务

业和工业的协同增长，但目前宁海的服务业比重仍在 40%左右徘徊，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迫在眉睫。事实

上，诸多企业已经开始向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延伸，研发设计、供应链创新集成、现代物流、智慧营

销、数字经济的嵌入等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十四五”时期，宁海要顺应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大力发展

支撑本地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实现产业质量和结构的同步升级；顺应消费高端化趋势，发

展高端生活性服务业，实现产业结构和民众生活水平的同步提升；顺应农业精品化发展趋势，推进农旅融

合，发展都市农业新业态，推进城乡品质和产业结构的同步优化。

动力结构进入加速换挡期

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经济增长的动能是动态的，新旧动能需更迭转换，才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城市发展的普遍经验表明，当一个城市迈入中高等收入阶段，在需求侧，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不断上升，投资和进出口贸易贡献作用持续下降；在供给侧，技术密集型、价值链高

端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标准，高于 12055美元的地区即为高收入国家。

2019年宁海已经基本迈入高收入地区，但宁海经济增长动力却面临需求侧和供给侧的结构性失衡矛盾。在

需求侧方面，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在不断下降，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受到体制机制

的约束；在供给侧方面，传统、低端产业衰退，新兴产业成长缓慢，新旧产业增长动力不能有效接续。这

就要求宁海在“十四五”时期要加快体制机制的全面创新，为经济增长新旧动力转换提供引擎支撑；要强

化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调整需求结构，大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将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作为引

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要实施供给创新驱动战略，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



产业，不断提升中高端产业和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品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

人口结构进入加速老龄期

总体来看，宁海人口老龄化呈现两大趋势：一是老年人口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近 5年来老龄人口

以年均 5%左右的速度增长，2019年末 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21.43%，高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

二是高龄化趋势明显，2019年全县人均期望寿命初算 81.21岁，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2.07万，年均增

速超过 3%，而出生率为 8.99‰，自然增长率仅为 2.75‰。“十四五”时期，宁海将可能加速从中度老龄

社会向重度老龄化社会过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形成人力资本极度紧缺、人力成本快速上涨的趋势。这

就要求宁海在“十四五”期间要高度重视老龄社会的到来，创造条件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以建

设老年友好城市和老年宜居社区为出发点，进一步完善养老服务，构建高龄社会典范。同时，加大人才引

进、培育、孵化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吸引高端人才、年轻人才向宁海聚集，弥补人才短板。

要素制约进入加速阵痛期

资金、土地等要素短缺将是制约宁海“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从用地指标来看，日

益趋紧的态势越来越明显。按照自然资源部“增量减少、存量盘活”的要求，本轮国土空间规划下达各地

的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将极大压缩，且补充耕地、标准农田的潜力不足，都将使宁海空间拓展受较大制约。

从建设资金来看，在中央要求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去杠杆、地方政府融资渠道被限制的背景下，宁海政

府财政压力不断加大。2019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61.6亿元，仅民生类支出已达 59.9亿元，加上

今年受疫情影响，财政收支矛盾愈发严峻。从土地要素看“，十四五”时期，宁海必须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向“土地存量”要“发展增量”。在南湾新区上升为市级平台基础上，深入谋

划提出未来发展战略目标和重点举措，争取将南湾新区发展全面纳入到宁波的市级资源统筹范围。

风险矛盾进入加速凸显期

“十四五”期间，宁海面临经济结构失衡、金融风险加剧和公共问题凸显等一系列难题。目前，宁海

出口依存度仍较高，受疫情影响以及投资、消费的矛盾加剧，需求结构将面临失衡风险，而传统产业优势

不明显、新兴产业成长缓慢以及服务业发展的不充分，使产业结构面临失衡风险，加上整体创新能力不强，

也阻碍了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同时，宁海规上企业及政府杠杆率均已较高，而受疫情和经济下行双

重影响，企业经营困难，还贷压力加剧，容易形成行业性、区域性风险，进而影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引

发收入减少、失业增加等民生问题。对宁海而言，“十四五”时期，应着力调整需求结构，扩大内需特别

是消费需求，高质量发展服务业尤其是支撑本地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以更大力度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实现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转变，推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命共

同体。同时，要着力拓宽筹资渠道，提高政府财力和偿债能力，强化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并积极转变

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统筹做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各领域民生工作，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总之，“十四五”期间，宁海的发展既面临挑战，也充满机遇。一方面，人口成本不断上升以及资金、

土地等要素短缺加剧制约已严重阻碍了宁海的发展，必须及时破除路径依赖，寻找更有生命力、创新力的

要素资源来支撑。另一方面，宁海发展也充满机遇。近年来，宁海传统产业加速转型升级，创新要素投入

在不断加大和积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信息经济在稳步发展，三次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同时，宁海交

通区位条件得到了质的提升，已进入宁波半小时交通圈，融入宁波都市圈的整体发展。最为关键的机遇还

是来自南湾新区升级为市级平台，成为宁波南的重要门户、重要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