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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基建投资需要重点投入产业升级领域和补短板领域，不但有助于稳增长、
稳就业，并且能够促进新产业、新领域发展，释放中长期经济增长潜力。

文  |  刘学智

“新基建”如何稳增长？

远见       Ins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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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了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的范围。初步研究认为，“新基建”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

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 5G、

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

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

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

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

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

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

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

等。

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

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

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新旧基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新基建”的提出，主要是与传统基础设

施建设中粗放式投资的部分有所区分，更能体

现国家的产业政策，明确未来重点投资方向。

国家发改委明确了“新基建”主要包括信息基

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类，

其中包括大量过去已经在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

内容。“新基建”是立足于科技提升的基础设

施建设，它既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又是未来发

展的新兴产业。比起传统基建，新基建的技术

性、专业性相对较强，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经济

转型升级。“新基建”对接新产能、新供给、

新消费，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数字化转型、智能

化升级、便捷化服务等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新和旧似乎是相互对立的关系，但是“新

基建”和“旧基建”并不对立。新、旧基建有

很多共同属性，它们都具备公共性、通用性、

基础性的特点，涉及的领域大多是补足经济发

展的短板。典型的“旧基建”是以铁路、公路、

机场、水利等“铁公基”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

除此之外，传统基建也包含“新基建”提出的

一些内容。例如，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信息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新能源新材料相关的基

础设施建设等在几年前就已经提出并实施。

2018 年国家就曾明确了 5G、人工智能、工业

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是“新基建”

的重要内容。因此，“新基建”并不是脱离于

“旧基建”，两者是相互包容的关系。“新基建”

包括了大量“旧基建”内容，是在“旧基建”

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衍生出来的新的基建投

资领域和模式。

拉动经济需新旧结合
当前，在基建投资中没有“新基建”这一

类别，“新基建”的比重有多大并不明确，只

能从现有的类别中粗略估算。从已经明确为“新

基建”的投资项目来看，2019 年“新基建”投

资总额在 2 万亿元左右，占整体基建投资的比

重约 10% 左右。即便按照最为广泛的口径计算，

也就是把与信息、融合、创新三类相关联的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全部计算在内，2019 年“新基

建”投资总额在 3 万亿元左右，占基建投资的

比重不超过 15%。由于基建投资占经济整体投

资的比重在 30% 上下，那么“新基建”占总投

资的比重也就在 3%~4.5% 的水平，是比较低的。

“新基建”是未来投资的重点领域，投资

增速有望保持快速增长。由于这些新领域占整

体经济的比重比较低，仅仅依靠“新基建”拉

动整体经济增长持续保持中高速并不现实。即

便“新基建”投资增长达到 20%，对基建投资

的拉动作用为 2%~3%，对整体投资的拉动作用

也只有 0.6%~0.9%。面对疫情带来的冲击，要

拉动经济尽快恢复到正常增长水平，需要新、

“新基建”包括
了大量“旧基建”
内容，是在“旧
基建”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化和衍
生出来的新的基
建投资领域和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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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基建相结合。

“新基建”是增量，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实

现快速增长，是经济中新的增长点；“旧基建”

是存量，传统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平稳增长，是

经济运行的基础。随着“新基建”在经济中比

重的逐渐提升，未来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将

持续增强。

新增项目中“新基建”比重正在逐渐
提升

从今年已经公布的基建投资项目来看，“新

基建”比重正在逐渐提升。年初以来，财政部

已经两批次提前下达新增地方专项债券额度

1.29 万亿元，截至一季度末发行了 1.08 万亿元，

同比增长 63%。其中涉及“新基建”项目超过

15%，高于去年“新基建”在基建投资中的比重。

当前第三批新增地方专项债券正在申报，预计

发行额度将超过 1 万亿元，其中涉及“新基建”

项目的比重可能在 20% 以上。

从地方规划的新增项目来看，截至 4 月份，

已经有 25 个省市区发布了 2020 年重大项目投

资计划清单。总共约 2.2 万个项目，总投资额

度接近 50 万亿元。需要明确，项目总投资和

年度投资规模不能混淆，基建项目建设是中长

期过程，一个项目往往需要多年才能建成。计

划的 50 万亿元总投资并不是在 2020 年全部完

成。按照正常的项目建设周期计算，这些项目

在 2020 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的规模为 7.6 万亿元。

从计划投资的项目类别来看，有“新基建”，

也有大量传统基建，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归结

起来为四个方面。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

新业态、新产业、新服务发展的基建投资，目

的是推动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网络型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信息技术发展、5G 网络建设、数

字经济、物联网等产业发展的基建投资；交通

类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机场、高速公路

建设项目，以及地铁、轨道交通、城市停车场、

城市道路、乡村公路等；补短板类基础设施，

包括市政管网、冷链物流、旧城区改造等市政

工程，生态绿化、水和大气污染治理等环保基

础设施，农村住房、水利、教育、卫生、环保

中央和地方政府杠杆率

PPP入库项目数和投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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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农业农村设施项目等。

未来基建投资要体现四“新”
新一轮基建投资需要重点投入产业升级领

域和补短板领域，不但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

并且能够促进新产业新领域发展，释放中长期

经济增长潜力。从广义角度来看，“新基建”

需要具备四个方面“新”的特征。

一是基建投资领域要新。这是当前提出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内涵，指基建投资的新

领域和重点领域，也可以称为狭义的“新基建”。 

核心是围绕国家发改委提出的信息基础设施、

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方面开展的投

资领域。重点包括 5G 建设、特高压、高铁、

新能源、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

等领域以及上下游产业链，还包括其他促进产

业升级和补短板领域。

二是基建投资主体要新。过去我国基建投

资的主体是政府部门，中央政府做出指引，主

要由地方政府主导开展基建项目投资，投资主

体单一。未来要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基础设

施建设，让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也参与进来，

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推进

市场化改革，放开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

消除对民营资本的各种限制。未来要全面实施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列入清单以外的行业、

领域，允许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特别

是具备一定收益的项目，要鼓励对市场开放，

为不同投资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三是基建投资机制要新。过去我国基建投

资更多地依赖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渠道较为单

一，管理效率比较低。地方融资平台还带来地

方隐性债务风险，让部分省市背负巨额债务。

未来需要建立新的投资机制，一方面加大中央

财政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向市场拓宽多渠道融

资来源。在中央财政支持方面，截至 2020 年 3

月末，我国中央政府杠杆率为 17.2%，处于较

低水平，因而可以适度提升中央政府杠杆率扩

大基建投资规模，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由于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不计入赤字，不会加重地方财

政压力，今年新增专项债规模可能超过 3 万亿

元，未来可以进一步适度扩大专项债发行规模。

在向市场拓宽多渠道融资来源方面，可以进一

步规范完善 PPP 项目融资模式，提升项目吸引

力。截至 2020 年 3 月末，PPP 项目总入库 1.27

万个，总投资额 18.1 万亿元。未来需要提高

PPP 项目质量和效率，推出更多基建类 PPP 项

目。还需要探索其他多元化融资模式，吸引更

多资本参与项目建设，形成更多新的基建投资

机制。

四是基建投资区域要新。从投资空间来看，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2019

年末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 60%，而发达国家

平均在 80% 左右，我国城镇化水平仍有很大发

展空间，未来仍将快速增长。从人口流动来看，

将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这将是未来基

建投资的重要区域。预计城镇化水平提升将重

点推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长江中游、

成渝、关中平原、中原城市群等七个主要城市

群，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将面临短缺，将是未来

基建投资重要的增长区域。此外，随着乡村振

兴战略的推进，广大农村区域也有基建投资空

间，通过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缩小城乡差距。

通过落实这四个“新”，未来我国基建投

资空间仍然很大，也将激发经济中长期增长新

的潜力。“新基建”不但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

而且能够更好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新基建”不但
促进我国高质量
发展，而且能够
更好地解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

（作者系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