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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A2_E6_80_BB_E4_c57_613641.htm 按照国务院近日批复

的宁波总体规划，未来15年宁波市域常驻人口为810万，中心

城居住人口250万，城市化水平达70%，经济和社会发展跻身

国内前列，成为一座宜居、宜业，富有活力和魅力的现代港

城。 指标留有余地，探寻可持续发展 “这是一个理性与科学

和谐的发展规划”，宁波市规划局副局长、总规划师沈磊告

诉记者，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我们在起草修编这个规划

的过程中，反复论证研讨，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指

标适度，规划适中，这也得到了中外专家和上级领导部门的

充分肯定。 宁波市现有6区2县3市(县级市)560万人口，外来

暂住人口近200万，总面积9365平方公里，其中中心城市的用

地为185平方公里，常驻人口156万。沈磊说，规划批准宁波

中心城市的用地面积为312平方公里，根据国内外城市的经验

，较合理的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万人口；水资源容量，从宁波

市域范围的承载能力来看，中心城市日均用水量为200万吨，

考虑工业用水等综合因素，现有水资源容量为250万人，但是

通过新建水库、上游引水，可满足250万至400万人；而城市

环境容量，按通行的人均建设用地每人120平方米计，亦可容

纳250万至400万人口这样的规模。沈磊说，我们经反复论证

，将宁波人口控制在250万，为今后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留下

足够的余地。 按照规划，宁波将整个市城分为南北两大部分

，形成以中心城为中心，二区、T轴为主体，面向杭州湾的开

放式空间布局。“二区”即是以余姚南部四明山麓前沿至东



钱湖、穿山半岛为分界线，形成北部都市区、南部生态发展

区；“T轴”为杭州湾南岸滨海线与沿海国道等交通干线构成

的T字形发展带。 沈磊说，北部都市区是目前宁波城市化发

展的重点地区，重点发展港口、制造业、物流及金融、商贸

、信息、科技、风景旅游等第三产业。而南部生态发展区是

城市水源涵养地，重要的生态产业基地。沈磊说，南部生态

区5328平方公里，占宁波全市面积的一半多，其中森林植被

达60%以上，现在我们已宣布南部生态区及象山港一带，不

准围垦新的滩涂，不准开发有污染影响环境的大工程大项目

，同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办法，对这一区域予以适度补

偿。 着眼和谐人居，统筹城乡发展 前不久，宁波市被有关权

威机构认定为中国目前宜居城市的第一名。宁波市规划局副

局长郑声轩说，此次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是要建设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要大力节约利用土地、水等城市资

源，加强生态保护，同时做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交通

、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布局，并将普通商品住房

、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房的建设目标纳入近期建设规划，使

人居环境更加和谐。 郑声轩说，现在一些城市出现“城市像

欧洲、农村像非洲”的两极分化，而宁波此次规划力求避免

这一现象。按照规划，宁波市把城镇职能等级分为5级，即都

市区核心、余姚、慈溪、奉化及鄞南都市区外部组团；宁海

、象山二级中心城市、中心镇和一般建制镇，重点城镇为宁

海县城、象山县城以及13个中心镇。其中中心城包括海曙、

江东、江北、鄞州、镇海、北仑六个行政区在内的范围，

有11座城镇，形成5个城镇组群，面积为2560平方公里。郑声

轩说，这五个等级的城镇，资源共享，功能互补，有分有合



，构成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有序格局。 结合风景林地、蔬

菜、果园、苗圃等基地建设，宁波还规划构筑城市外围生态

圈，成为市区郊外的绿色空间。包括东钱湖风景名胜区、天

童风景名胜区、九龙湖度假区、慈城--保国寺历史文化游览

区、穿山半岛滨海风情游览区及其他山林、湖泊、湿地等。

规划强调，城市外圈生态绿地严禁开发建设。 疏理城市文脉

，凸现城市特色 宁波历史悠久，秦始皇封郡县，宁波境内即

有三个县治，从唐末在三江口建城开始计算，宁波老城迄今

也已有1100多年的历史了。担任宁波市规划局新闻发言人的

沈磊说，现在媒体很关注城市建设与保护如何实现双赢的问

题。他认为城市规划要传承文脉，见证城市的变迁，很重要

的一条就是要将宁波城市的精华保留下来。中国江南建筑以

木结构为主，全部保留下来既无必要，代价也无法承受。现

宁波采取点、线、片、面相结合的办法，重点保护城市的传

统格局和小青瓦、马头墙等传统建筑文化所形成的宁波历史

风貌，对天宁寺塔、古楼、永寿街、南塘河等有代表性有文

物文化价值的老街区予以抢救性保护和有计划修缮，受到世

界银行专家的充分肯定，认为是走出了发展中国家旧城保护

的新路子。 宁波规划还较好地将古建筑、老建筑与旧城改造

有机结合起来。沈磊说，在最近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

，我介绍了宁波近年来兴建的大剧院、美术馆、书城、天一

广场、城展馆等五大公共建筑，其中三个项目就是利用城市

旧建筑物翻新改造而成，少拆迁多创新，新老城市友好相处

和谐相伴，共同见证记录城市成长的轨迹，受到中央领导同

志的充分肯定。 郑声轩长期担任宁波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对宁波规划如何体现城市特点有其见解。他说：“海定则波



宁”，宁波的城市特色，首先在于水，在于其“江、河、湖

、港、桥”融为一体的城市风貌。宁波城市依水而建，城址

的变迁历经了“河口”、“江口”、“海口”三大历程。宁

波地处江南河网地带，城内外东南西有六大河流及许多支流

，城中有风景秀丽的月湖，形成了“三江六塘河，一湖居城

中”的独特格局。同时，宁波还是江南文化的渊薮之地、文

献名邦。宁波民居，小青瓦，清水墙，梁架古朴，门窗精巧

，独具风格。传统工艺、地方戏曲、土特名产等优秀的历史

文化，则给宁波留下了众多古迹遗存。 此外，宁波城市山青

水秀，景色宜人，近年来，宁波投入大量财力、人力，实施

三江口绿地、月湖历史文化景区，三江六岸绿化带等工程，

创造了一批城市绿化精品。郑声轩认为，宁波城市应以“水

城”特色为核心，结合“名城”与“绿城”的保护与建设，

塑造兼具江南水乡柔美明秀，与现代港口城市雄浑壮丽于一

体的城市特色，这应是宁波规划的“点晴之笔”。1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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