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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短期促进需求扩张以外，当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更多的是立足于长远发展。

文  | 刘学智

“超前”和“适度”
正确理解基础设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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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度超前开展基

础设施投资”，意味着 2022 年基建投资力度将

加大。为什么现在提出适度加大基建投资力度？

怎么理解“适度”和“超前”的内涵？基建投资

的方向在哪里？

2022年基础设施投资有望适度加快
从宏观政策来看，将加大基建投资补短板、

扩内需的政策支持力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我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

良好开局，但是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

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2022 年将继续做好“六

稳”“六保”工作，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

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着力稳定宏

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面对经

济下行风险，需要适度加大基建投资，促进需求

改善和经济平稳增长。

2021 年 12 月底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

议指出，各级财政部门要准确把握稳字当头、稳

中求进的要求，保障重点项目建设，适度超前开

展基础设施投资，拉动有效投资。将加强财政政

策与货币、就业等政策协调联动，注重跨周期和

逆周期调控有机结合，提升政策整体效能。由此

可见，2022 年将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支持

力度，以此作为逆周期调控的重要着力点，推动

基建投资增速上升。

从资金来源看，基建投资的资金有保障。为

了应对疫情冲击，近两年财政赤字率分别提升到

了 3.6%、3.2%。随着疫情的好转，超常规的财政

政策将重回正轨，预计 2022 年财政预算赤字率

将回调到 3% 左右。随着经济逐渐恢复，经济规

模和税基将扩大，虽然财政赤字率有所下降，但

是财政赤字额度和财政支出额度将不降反升，预

计 2022 年财政赤字有望增长到 3.7 万亿元左右，

财政支出额度有望增长到 25.5 万亿元左右。我

国财政实力雄厚，2022年财政资金规模稳步增长，

将确保基础设施建设拥有充足的可用资金。

与基建投资更为密切相关的是地方政府专项

债。2021 年专项债发行进度较为缓慢，第四季

度需要发行 1.28 万亿元新增额度，预计有超过 1

万亿元将到 2022 年才能下达至项目，成为 2022

年的可用资金。同时，预计 2022 年新增专项债

将超过 3.5 万亿元，发行进度也将适度提前。按

照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2022 年可提前

下达的专项债最高额度为 2.19 万亿元，将促进

基建投资增速回升。

此外，还将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

施建设，特别是有稳定收入的基建项目将向民间

资本开放，激发市场主体的投资活力。

从基建投资本身来看，存在增速加快的条件。

2021 年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主要原

因是内需走弱。内需主要包括两部分，消费和投

资。受疫情点状散发以及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的影

响，消费当前处于低位；疫情好转之后，消费的

恢复将相对较为缓慢。在投资需求方面，增长最

缓慢的就是基建，房地产投资则逐渐放缓。2022

年将加大稳增长力度，基建政策将是重要的着力

点。

近两年受到疫情的影响，部分基础设施建设

进度放缓，导致基建投资是三大类投资中最低的

一项。2021 年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缓慢，1 ～ 11

月基建投资（不含电力）增长 0.5%，如果算上

电力的基建投资增速仅为 -0.17%，出现不升反

降的情况；1 ～ 11 月制造业投资、房地产开发

投资分别增长了 13.7%、6%，都大幅高于基建投

资增速。经历了两年的低增长形成低基数，在政

策的支持下，2022年基建投资增速有望明显加快。

“适度”与“超前”各有深意
虽然 2022 年基建投资增速有望明显加快，

并不意味着将大搞基建，也不会把基建投资作为

短期刺激经济的权宜之举。基建投资是构建新发

展格局的重要一环，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除了短期促进需求扩张以外，当前开展基础

2022 年 将 加 大
基础设施建设的
政策支持力度，
以此作为逆周期
调控的重要着力
点，推动基建投
资增速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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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与债务压力之间的关系。

“超前”意味着要进行前瞻性的基础设施布

局，更多地投向未来重点发展的新兴领域，而不

是过去搞的传统基建。宏观调控政策更加注重跨

周期和逆周期有机结合，超前开展基建投资，既

能起到逆周期托底经济的作用，扩大有效需求，

又能增强未来经济增长潜力，推动高技术产业、

新型服务业发展，促进未来经济高质量增长。

两个基建投资领域值得期待
结合我国“十四五”规划以及当前经济运行

状况，对于 2022 年基建投资的重点领域，主要

有两方面值得期待。

一是“十四五”重点建设项目集中落地。

2022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之年，

国家发改委明确了要推进“十四五”规划 102 项

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将会有大量基建项目规划落

地实施。除了重大交通、物流、水利、环保等基

建项目以外，还涉及养老托育、文旅体育、能源

生产储销保障体系、粮食生产储备设施等基建项

目，远远超出传统“铁公基”的范畴。为了防止

基建项目“一窝蜂”“一阵风”，将扎实做好项

目前期准备工作，加强重大项目储备，有序推进

项目建设实施，形成“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

设一批、竣工一批”的良性循环。

二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基建加快落

地。绿色经济是未来基建投资的重点方向，中长

期投资需求空间很大。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中火力

发电超过 70%，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

加快推进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新型基础

设施投资建设。为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将加快

推进5G、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发展，医疗、养老、公共服

务等基础设施存在巨大缺口，相应的投资力度将

持续加大。

设施投资更多的是立足于长远发展。这从“适度”

和“超前”两个关键词中得以体现。

 “适度”意味着不能过度投资、重复建设，

而是要综合考虑实际需求和地方财力物力开展基

础设施建设。过去，我国不少地方存在为了追求

GDP 增长而过度投资建设的情况，超出了经济

发展的实际需求，导致了资源浪费和投资效率下

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不能继续

盲目追求规模扩张，以免再次引起产能过剩，有

悖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这就要在基建投资立项之

前充分做好调研判断，确定好基础设施建设完成

之后的应用场景、市场需求、投资回报周期等。

过去，不少地方通过城投平台大举融资，导

致部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负担较重。现阶段开

展基建投资的前提是要综合考虑财力物力，不能

大搞基建重蹈覆辙，而是稳扎稳打“适度”投资，

坚决遏制债务风险扩大。在基建投资过程中，要

履行好宏观调控与风险防控的责任，平衡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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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投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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