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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做大做强做优，党中央、国务院出台多项政策鼓励民营企业提

升国际竞争力。在宁波外贸格局中，民营企业发挥着主力军和稳定器的作用。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

速演进的背景下，科技创新不足、品牌建设滞后、专业人才匮乏等问题成为制约其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主

要障碍。基于此，本文首先从出口规模、结构和外贸新动能等方面系统分析了宁波民营企业的外贸发展

现状；其次，以MS和TC两个指标分析其国际竞争力，进一步聚焦于民营企业这一研究对象探究其国际竞

争力受限的深层次原因；最后，从企业和政府两个立场提出提升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可能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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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China has vigorously supported the private economy to be-
come bigger, stronger and better.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the State Council have issue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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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policies to encourage private enterprises to enhance thei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Ningbo’s foreign trade pattern, private enterprises play the role of the main force and stabilizer.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eak brand building, and lack of pro-
fessional talents have become the main obstacles restricting the improvement of it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irstl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foreign trade develop-
ment statu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Ningbo from the aspects of export scale, structure and new 
momentum of foreign trade. Secondly,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s 
analyzed by the index of MS and TC, and the deep-seated reasons for the limit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re explored. Finally, from the standpoints of enterprise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possibility of improv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s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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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的国际贸易格局中，民营企业是外贸保稳提质的主引擎，它们在促增长、稳就业、优结构、

惠民生等方面持续发挥了重要作用[1]。自中国加入 WTO 20 多年来，宁波市充分利用其重要港口资源、

发挥其开放先行优势，坚持以开放促进改革、发展和创新，于 2021 年跻身“外贸万亿之城”，2022 年进

出口总额位列全国第六，2023 年晋级中国外贸综合竞争力第四城。宁波外贸风生水起，离不开庞大的民

营企业群体的强力支持，它们贡献了全市 70%以上的进出口额、75%以上的高新技术出口产品和 80%以

上的进出口企业数量 1，成为外贸稳增长、优结构、提质量的主力军。当下，宁波民营企业积极研发新产

品、主动拓展新市场、蓬勃发展新业态，其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国际竞争力得到稳

步提升。 

2. 宁波民营企业外贸发展现状 

2.1. 民营企业发挥着外贸主力军的作用 

宁波外贸主力军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数量多。截至 2024 年第一季度，宁波有进出口实绩

的企业达 2.7 万家，其中，民营企业近以 2.2 万家的规模占到全市 81.5%的比重 2。二是规模大。自 2004
年宁波民营企业出口额以 38%3 的全市占比首度超过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已经连续 19 年来稳居宁波第

一大外贸经营主体地位。三是增速快。虽然在外部因素冲击下民营企业出口增速出现波动，但相比于近

几年来出口增速向负的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宁波民营企业基本保持着 10%以上的增速，已成为宁

波市发展最快的外贸主体(见图 1)。2023 年宁波市出口 8287.8 亿元，其中民营企业出口 6741.7 亿元，增

长 4.2%，占同期全市出口总值的 81.3%，为出口总额实现同比增长做出 86.5%的贡献，是当仁不让的主

力军。 

Open Access

 

 

1数据来源：通过计算 2018~2023 年宁波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得出。 
2数据来源：宁波市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数据来源：宁波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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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宁波市统计年鉴。 

Figure 1. The export scale and growth rate of enterprises of different natures in Ningbo from 
2019 to 2023 
图 1. 2019~2023 年宁波市不同性质企业出口规模和增速情况 

2.2. 民营企业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从出口结构来看，宁波民营企业呈现出“三个优化”趋势。 
一是市场结构多元，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齐头发力。宁波民营企业的销售网络遍布全球 2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与欧盟、美国和东盟保持前三大贸易伙伴。近年来受美国对华打压制裁以及当地去库存的影

响，宁波外贸遭遇传统外需动能不足的挫折。在这种背景下，民营企业加速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 RCEP 成员国等新兴市场，保持强大的外贸韧性。二是产品结构优化，机电产品为主要出口商品。据

宁波海关统计，2023 年宁波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额超 4700 亿元，占出口总额的 56.8%。“新三样”

产品中，太阳能电池和锂离子蓄电池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5.4%和 27%。三是贸易方式优化，一般贸易占

主导地位。在块状经济的依托下，宁波出口凸显以一般贸易为主的基本特征[2]，民营企业一般贸易出口

规模占比高达九成(见表 1)。它们出口的产品从原料采购到成品发货都在本土进行，有效推动当地产业链

的完善，带动海曙纺织服装、江北汽车零部件、鄞州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特色产业的形成。 
在海关总署公布的“2022 中国城市外贸结构竞争力 50 强榜单”中，宁波市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离

不开量大质优、发展多元化的民企的推动作用[3]。 
 

Table 1. Ningbo’s private foreign trade export mode structure from 2018 to 2023 
表 1. 2018~2023 年宁波民营外贸出口方式结构 

年份 
出口方式构成(%)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其他 

2018 87.46 11.28 1.27 

2019 88.34 10.11 1.55 

2020 89.25 9.21 1.54 

2021 90.00 8.29 1.71 

2022 92.03 6.64 1.33 

2023 92.09 6.01 1.91 

数据来源：宁波市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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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跨境电商成为民营外贸新增长点 

目前，跨境电商已成为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对外贸的发展有着极强的带动作用。宁波在跨境

电商领域一直处于全国“第一梯队”，跨境电商作为外贸“新赛道”，在带动民营外贸增长方面显示日

益强劲的新动能。从规模上看，宁波现拥有跨境电商企业超 2 万家，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速高于整体外贸

水平。从发展模式上看，宁波将“一站两仓”作为“买全球、卖全球”的重要支撑。截至 2024 年 6 月，

宁波市共有 Aosom.com、全球贸易通等独立站 70 多个；74 家企业在全球建设经营海外仓 223 个 4，出口

海外仓业务量位居全国前列。从主体上看，宁波跨境电商的高速发展离不开敏锐性高、创新突破能力强

的跨境电商民营企业。例如，宁波豪雅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在欧洲、北美等地打造了 22 个海外仓，经营

20 多个品类的产品，其中自主品牌出口率超过 95%；再如宁波的乐歌股份作为一家民营高新技术企业，

形成了智慧家居产品和公共海外仓两大产业主线，近几年通过跨境电商实现了出口逆势增长。 

3. 宁波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比较分析 

3.1. 出口市场占有率(MS 指数) 

通过 MS 指数可以了解一国(或地区)某产品的国际地位。其计算公式为：MS = 某国(地区)出口总额/
世界出口总额。MS 指数越高，国际竞争力越强。通过图 2 可以对宁波民营企业的出口市场占有率及其变

化趋势进行对比分析。 
首先是横向分析。虽然宁波民企的 MS 指数历年来都高于苏州民企，但相比于深圳民企来说相距甚

远，仅达到其一半左右的水平。深圳民企的出口市场占有率表现强劲，甚至超过了宁波整体水平。其次

是纵向分析。宁波民营企业近六年的出口市场占有率基本保持在 4‰左右的稳定水平，并与宁波市整体

的出口市场占有率变化趋势基本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2020 年在疫情大流行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双重冲击之下，全球出口下降，包括宁波的

国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也分别出现 6.4%和 1.5%的下降，而民营企业发挥其经营灵活高效的特

点，主动开拓和适应海外市场，实现 10.9%出口的增长，出口市场份额在逆势中创下 19.4%的增长率。这

再一次反映出民营企业在宁波外贸中发挥着强大的主力军和稳定器的作用。 
 

 
数据来源：整理宁波市、苏州市和深圳市统计年鉴数据得出,下同。 

Figure 2. MS index of the whole Ningbo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of Ningbo, Shenzhen and Suzhou 
from 2018 to 2023 (1/10,000) 
图 2. 2018~2023 年宁波市、宁波民企、深圳民企和苏州民企 MS 指数(1/10,000) 

 

 

4数据来源：宁波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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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贸易竞争优势指数(TC 指数) 

TC 指数是另一个重要的国际竞争力分析指标，运用该指标可分析出一定时期内某地区的出口是否处

于竞争优势地位及其程度。TC 指数取值范围为[−1, 1]，越接近于 1，表示该地区或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越强，越接近于−1，表示竞争力越弱。其计算公式如下： 

it it
it

it it

X MTC
X M

−
=

+
 

上式中， itTC 表示 t 期 i 国(或地区)的出口竞争力， itX 、 itM 分别为 t 期 i 国(或地区)的出口额、进

口额。 
从图 3 可以看出，宁波民企的 TC 指数稳定在 0.4 左右的水平，出口实力强劲。特别注意到，宁波民

企贸易竞争指数不仅远高于苏州民企和宁波市的整体水平，甚至远高于深圳这个外贸第一城，很大一部

分原因是深圳发挥其经济特区和区位优势，着力于优化贸易结构、促进进出口平衡，且深圳电子产业发

达，具有大量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中间零部件进口需求。虽然受疫情打击、原材料价格上涨、海外需求放

缓等因素的拖累，TC 指数在 2020 和 2021 年有小幅下滑，但在 2022 年很快又恢复平稳。宁波民营企业

出口总体上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Figure 3. TC index of the whole Ningbo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of Ningbo, Shenzhen and Suzhou from 2018 
to 2023 
图 3. 2018~2023 年宁波市、宁波民企、深圳民企和苏州民企 TC 指数 

 
根据《中国海关》历年公布的外贸 20 强城市榜单可知，近几年来苏州的外贸综合竞争力一直领先宁

波 1~2 个名次。而通过对标苏州民营外贸可发现，宁波民企出口市场占有率和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历年来

都高于苏州民企，这是因为外商投资企业贡献了苏州 60%以上的进出口额，占主导地位，而民营企业仅

贡献了近 30%的力量，地位较弱。苏州外贸依赖外资明显，民企经营灵活度高、市场适应性强、创新积

极性大的优势在苏州外贸中没有被很好发挥出来[4] [5]。 

4. 宁波民营企业外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4.1. 受贸易壁垒制约严重 

近年来，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以保护本土产业为由，大幅提高自华进口商品的关税，并实施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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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性贸易措施为主的各种隐蔽、复杂的非关税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据宁波商务局统计，近三年境

外发起、涉及宁波企业的贸易摩擦案件年均 130 多件(其中反倾销案件占比 70%以上)，涉案企业 8166 家

次，涉案出口金额 14.47 亿美元 5。不少企业负责人表示这些贸易壁垒已经超越汇率、原材料供应不足、

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成为民营企业对外出口的最大的外部障碍。 

4.2. 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 

虽然宁波外贸正在高速发展中，但民营企业的出口商品仍集中于“低价值、低档次、低附加值”的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通过分析宁波海关数据可知，近几年来，宁波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只占

其全部产品出口额不到 10%，与全国 25%左右和深圳 40%以上的水平相比相距甚远，而其劳动密集型产

品出口占比高达 28%左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 2)。虽然机电产品出口额占宁波民营企业全部出口额

的 50%以上，但其所出口的机电产品链比较短或处于供应链“微笑曲线”的低端，附加值比较低[2]。这

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只能通过价格等简单手段开展竞争，在国际贸易供应链中的增值环节和利润实现环

节往往被国际跨国公司所掌握。 
 

Table 2. Comparison of exports of high-tech products and labor-intensive products among Ningbo’s private enterprises, Shen-
zhen’s enterprises and nationwide enterprises 
表 2. 宁波民企、深圳民企、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对比 

 
2022 年 2023 年 

宁波民企 深圳民企 全国 宁波民企 深圳民企 全国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比 8.4% 47.0% 26.5% 8.9% 42.8% 24.9%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 28.6% 10.7% 17.9% 24.2% 11.9% 17.3% 

数据来源：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4.3. 自有品牌建设滞后 

在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品牌已经成为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一项最重要资产，品牌竞争

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外在表现。而在宁波，除了乐歌、豪雅等龙头企业建立起了自主经营品牌，大多

数民营企业仍停留在贴牌代工的生产方式。以“小家电之都”慈溪为例，其小家电制造生态与佛山相齐

名，但最大区别在于，宁波的制造商们始终停留在 OEM，自有品牌占比不足 20%，成为典型的“OEM 之

城”。虽然不少民营企业已经逐步向自有品牌转型，但受资源和资金限制，转型缓慢、效果不显著。如

博菱电器为摆脱受制于大客户的困境，近几年推出自主品牌战略，但自主品牌营收占比不足 1%6；月立

集团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吹风制造工厂之一，于 2016 年制定自主品牌发展战略，但仅面向国内市场。 

4.4. 金融市场支持不足 

宁波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上长期处于融资难和融资贵的尴尬境地，其所处金融生态地位与其经济贡

献不相匹配[6]。尤其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受资本市场收缩，融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民营企业

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制约因素。据调查，宁波上规模民企中，了解国家信易贷相关业务占 36.32%，但

获得实际贷款的企业不到 8%，企业融资难度持续增加[7]。 

 

 

5数据来源：宁波市商务局。 
6数据来源：宁波博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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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跨境电商人才稀缺 

宁波虽与深圳、上海、杭州等一道入选优秀跨境电商综试区，在跨境电商人才的储备上，无论是数

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和适应行业、企业的快速发展。据调查，宁波跨境电商经营团队主要

由传统外贸人员转化而来，缺乏既精通外贸又掌握物流、电商、小语种运营的复合型跨境电商人才。 

5. 宁波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受限的原因分析 

5.1. 缺乏国际经营经验，应对贸易壁垒能力弱 

一是产品质量不高。宁波众多民营企业为了追求短期利润大量涌入低价同质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

产，在市场监管不力的情况下极易产生侵权纠纷，并遭受国际环保指控和产品安全指控。二是国际话语

权弱。民营企业缺乏国际经营经验，在国际上势单力薄，它们既缺乏应对贸易摩擦的经验，也没有反击

不合理制裁的能力。三是应诉成本高。受到地理位置、贸易法规人才匮乏、语言文化障碍等因素的限制，

企业应诉需耗费大量的时间和高昂的金额成本，于是更多民营企业放弃应诉，只能“吃哑巴亏”，不战

而降。因此，日益增多的反倾销调查、环保税、知识产权壁垒等新型贸易壁垒让它们饱尝订单丧失、遭

遇退货，甚至接受处罚等苦果，极大加剧企业的成本压力、削弱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5.2. 科创服务体系不健全，创新动能不足 

在国际竞争中，创新力是外贸企业经营发展的动力源泉，但宁波民营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缺乏优势。

从内部因素来看，技术创新是一项投资大、周期长的活动，而宁波大部分民营企业的经营规模偏小，资

产规模、人才储备和知识积累先天不足，很多企业无力投入巨额的技术研发成本，也不愿承担巨大的创

新风险。从外部因素来看，宁波整体的创新机构不完善、创新服务体系不健全，导致它们创新动力不足、

创新能力低。在宁波工商联对上规模民企的一项调查中，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不愿与科研机构合作，

其中，认为科研机构对企业的研发支持不足、高校技术与市场脱节这两个原因占比达到 62.9%7。 

5.3. 代加工业务风险大，获利空间有限 

虽然宁波市的进出口贸易额屡创新高，但其民营企业的利润空间十分微薄，很大部分原因就是这些

企业普遍不重视品牌战略。许多企业沉迷于代加工订单带来的短期利益而不愿投入资金培育自主品牌，

这种经营方式极易受到国际需求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地缘政治、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影响而让代工企业处

于较大风险之中。尤其是在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逐渐完善，而宁波劳动力等要

素成本抬升的新形势下，民营企业代加工业务的比较优势将进一步被削弱。例如中国最大服装代工巨头——

宁波市的申洲国际，以为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国际知名运动服装品牌代工为主要利润来源，这几年受中美

贸易摩擦、欧美去库存等因素的影响遭遇销售额和净利润下滑的不利局面(见图 4)。 

5.4. 资金来源受阻，订单获取能力受限 

一方面，民营企业轻资产运营、财务状况不透明、信用状况不佳，它们既无力通过股票上市从资本

市场融资，也因缺乏抵押担保物而难获得银行贷款[8]，融资渠道不畅。另一方面，虽然宁波政府近年来

出台“微担通”业务模式，打造了市外经贸企业网上融资平台、“甬贸贷”等多个外贸融资业务平台，

但受限于征信瓶颈、信息不对称以及部门协调不畅等因素，其效果有限[6]。因此，宁波民营企业普遍缺

乏足够的资金支持其技术研发、市场调研和海外营销等基础性活动，也无力承担高级人才招聘、信息管

理和风险防范等支持性活动带来的高额费用，导致其“有单不敢接、有单无力接”。 

 

 

7数据来源：《2021 年宁波市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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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申洲国际年度报告。 

Figure 4. The annual results of Shenzhou International from 2020 to 2023 
图 4. 2020 年~2023 年申洲国际年度业绩 

5.5. 跨境电商人才匮乏，海外推广效果不佳 

跨境电商链条很长，要求企业具备懂进出口贸易实务、具备国际营销技能、擅长跨文化交流以及精

通平台操作的复合型人才。然而，一方面，我国跨境电商整体起步较晚，大多高校还未形成系统的跨境

电商人才培养体系，没有达到理论与实务结合、学科融合交叉、高校培养与市场需求匹配的培养效果，

继而难以为企业输送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普遍存在规模小、知名度低、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

这让它们无力承担用高薪去聘请跨境电商专业人才的费用。对标外贸第一城，深圳市跨境电商依靠人才

优势，采用的是电商型思维，即通过电商运营积累私域流量，打造品牌效应[9]；而宁波市则是外贸型思

维，即以外贸工厂、外贸流通企业为主体，重产品轻运营，大多企业选择平台的“全托管模式”，获利

较低。因此，宁波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开展海外推广的效果并不理想，跨境电商提升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

的作用还有待开发。 

6. 提升宁波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宁波民营企业应当充分发挥自身市场化程度高、要素配置能力强、决策灵活高效等

天然优势，抓住 RCEP 成员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新兴市场的机遇，坚持科技创新、加大品牌建

设，跨越贸易壁垒、资金不足、人才匮乏等内外部限制，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同时，政府也应做好提

升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相应的鼓励、支持和保障工作。具体实现途径如图 5 所示。 

6.1. 企业立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1) 握紧贸易主动权，多举措跨越贸易壁垒 
首先，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新形势下，民营企业自身要充分了解各国产品质量认证、技术和环保

标准，并加大产业转型力度，确保出口产品达到国际认证标准，发挥贸易主动权。其次，企业要引培一

批懂国际贸易法规的人才和律师，为应对贸易制裁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切不可选择不应诉这条“不败

而战”的道路。最后，民营企业还要加快“走出去”步伐，与上下游关联企业合作，在“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投资建设产业园区，实施多元化国际营销战略，降低传统市场或单一市场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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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he path of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Ningbo private enterprises 
图 5. 宁波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路径 

 
2) 坚持科技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 
首先是“想创新”，要贯彻落实“以质量求发展，以创新谋生存”的思维理念，将创新意识融入企

业文化建设当中，使全体员工充分认识到技术创新是企业的生命所在。其次是“敢创新”，要全方位思

考增加创新投入，多关注宁波出台的支持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的金融政策和保险补贴，主动申请创新基金。

最后是“能创新”，民营企业要发挥好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与政府和科创服务机构紧密联系，集聚高

校、科研机构和科创平台的创新资源，生产出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高附加值产品，实现从劳动密集型出

口到技术密集型出口的转换。 

3) 增强品牌意识，制定品牌战略规划 
要推动“贴牌”向“创牌”的成功转变，民营企业还需学习现代商业知识，摒弃靠低档次、低价格

恶性竞争求生存的思维模式，清醒认识到贴牌代工生产模式对其获利能力的限制，充分意识到品牌战略

的实施是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在自主品牌建设过程中，民营企业要做好

长远的战略规划，不要囿于品牌建设初期的成本投入，要充分利用跨境电商、海外社交媒体等平台对品

牌推广的积极作用。同时做好品牌定位、市场维护、售后服务等各项工作，主动收集客户反馈，及时调

整品牌经营战略，在国际市场上积累良好的口碑，从而切实提高出口产品的定价权和企业的话语权，提

升国际竞争力。 

4) 关注金融政策，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 
宁波政府高度重视民营企业融资问题，近几年出台了多项支持民营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政策，比

如设立“甬贸贷”风险补助资金、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设立小微企业外贸产业专项转贷资金等。民营

企业要主动了解现有金融政策的申请条件，充分利用当地的政策便利，突破资金阻碍。此外，民营企业

还应积极探索并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比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机构建立合作，或依托宁

波市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用好用足 RECP 背景下跨境投融资外汇便利化政策，以增强技术研

发、品牌建设和获取订单的能力和信心。当然，民营企业自身要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和信息披露机制，增

强信用评级以提高贷款融资能力[10]。 
5) 打造专业团队，发挥跨境电商效能 
民营企业要发挥跨境电商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作用，还需围绕跨境电商产业链各个环节加强人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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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打造跨境电商专业团队。一方面，民营企业要通过“特色班”“定制班”等方式深度参与到宁波

跨境电子商务学院、跨境电子商务研究院等校企合作平台中，并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及时向政府和学

校传递跨境电商人才需求信息。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引入跨境电商培训师资团队，对现有外贸

职员进行授课、培训，促进传统外贸人才向懂国际贸易规则、善电商平台运营的高素质跨境电商人才转

型，为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筑牢坚实的人才保障。 

6.2. 政府立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6.2.1. 做好民营企业“强外贸”鼓励工作 
一是打造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联合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任何一项关键技术的突破都是企业、科研机构、高校和政府等主体

深度协作的结果，在这个协同过程中要强化企业的主体地位，增强科技骨干企业的创新引领作用，充分

释放民营企业创新活力[11]。具体来说，要加强科技型企业研发投入，做好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提升辅导工

作，提高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支持民营企业参与重大科技攻关，深化产学研合作，增强科

技成果转化效能；扩大创新服务机构规模，提高创新机构的能级，为企业提供切实的技术创新服务。 
二是推进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的

重要驱动力量[12] [13]。2023 年宁波入选全国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政府要抓住数字化转

型的先机，加大试点建设，组织专家和工程服务商深入企业，以“区域 + 行业”为突破口，选定细分行业，

分区域差异化先行试点，逐步解决民营企业资金受限、转型能力不足、转型路径不清晰的困境，进而提

高其国际竞争力。 

6.2.2. 做好民营企业“优外贸”支持工作 
一是实施内外贸一体化战略。一方面要聚焦扩内销，在全市 2.2 万家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企业“基

本盘”中，积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贸易双循环企业，多渠道支持优质外贸产品“出口转内销”。

另一方面要发力建平台，依托宁波 19 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 17 个省级内外贸一体化改革试点基

地，推广“慈溪优品馆”这一内外贸一体化平台范式，宣传月立集团、三禾厨具等内外贸一体化转型的

成功案例，激发民营企业“两条腿走路”的热情和信心。 

二是加快培育外贸新增长点。吸引一批支付、通关服务、仓储和物流企业入驻宁波“跨境购”服务

平台，规范民营外贸企业的收付汇、解决出口电商退税困难等问题。充分融合宁波制造业和跨境电商综

试区优势，推广“跨境电商+产业带”模式，培育纺织服装、家具家电、汽车零部件等跨境电商特色产业

带，增强跨境电商提升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效能。 

6.2.3. 做好民营企业“稳外贸”保障工作 
一是完善金融服务体系。针对民营企业“有单不敢接、有单不能接”的困境，宁波政府要贯彻落实

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3 条”，创新多元化金融支持方式，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效能。一方面要

完善外经贸企业网上融资平台功能，减少企业与金融机构间的信息不对称，持续发挥“甬贸贷”“小微

企业外贸 e 贷”“港航服务保”等创新型金融平台对民营外贸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要鼓励金融机构设

立小微企业外贸发展专项资金[14]，满足企业开展对外贸易个性化、多元化的金融需求。 
二是实施外贸人才战略。面对宁波民营企业遭遇的“人才荒”难题，政府要加快实施外贸人才战略，

总结深圳、杭州等城市高级人才引培经验，加大外贸人才招引和培育力度。依托“甬江人才工程”，通

过项目补贴、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就业便利政策，吸引国内外高素质外贸人才和团队来甬发展；落

实跨境电商人才培训基地的建设，搭建外贸人才培育的校企合作桥梁，支持宁波市高校和企业联合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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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复合型人才，并对民营企业做好用工指导和服务工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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