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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
文  |  余永定

卷首Preface

2024 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 134.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0%。今年，在宏观

经济层面，预计我国仍将争取实现 GDP 增速超过 5%。投资是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

政府投资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是逆周期调节的主要工具。事实上，以往解决有效需求不

足问题时，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恢复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考虑到我国当前的实

际情况，应考虑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实现通过增加政府支出诱导社会消

费和投资的增加。

一些学者对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持保留态度，主要观点有三类：第一，许多领域项目

趋于饱和；第二，很多项目投资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第三，加剧产能过剩。诚然，我

国已经是世界上基础设施较为完备的国家之一，但是也应该看到，还有大量值得投资的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020 年 4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明确了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和范围，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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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两

重”建设，即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对于具有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的公共投资类基础设施项目，要尽可能提高其投

资效益，但同时要更注重社会经济效益。另外，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存在民营企业投资融资难、审批复杂、市场准入等问题，需要完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模式、优化营商环境。

中央和地方政府希望实施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九类。

第一类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其中包括城市管网改造（涵盖城市燃气、供热、

排水等地下管网改造）、老旧居住区宜居改造、城中村综合改造、城市交通设施安全改造等；

第二类是绿色能源建设，如已经核准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第三类是连接城市的

海陆空交通网络建设；第四类是同产业政策相关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对以企业为主体的

高新技术发展予以支持（以旧换新即属于这个范畴）；第五类是产业体系、产业链的补

短板；第六类是同老龄化相关的养老设施和专业人员培训；第七类是对弱势群体的救助

安排；第八类是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硬件和软件；第九类是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支持。

据相关部门计算，仅改善排水系统一项，所需投资就超 4.5 万亿元。城中村改造、

旧住宅改造，以及教育、医疗、养老和循环经济建设等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更是需

要大量资金。当然，从弥补总需求不足的角度出发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需综合考虑改善

民生和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等方面，还应考虑政府支出对社会消费带动作用的大小、实物

工作量形成的速度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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