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建投资“适度超前”，对

中国经济影响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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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克力博士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CiNE）

首席研究员、湾区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对 2022 年中国经济发展大政方

针全面部署。在强调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时，会议提出，实施新的减税降

费政策，强化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制造业、风险化解等的支持力

度，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 

“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短短 12 个字，引发市场关注和热

议。值得思考的是，近年来一直在推动和强化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模式，

现在为何要提出“适度超前”进行基建投资，又可能涉及到哪些基建领域，

后续影响将会如何？ 

政策考量：扩大短期需求，增强长期动能 

12 月 11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第二天，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韩文秀出席“2021-2022 中国经济年会”，在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作出解读时特别提到，要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减污、降碳、新

能源、新技术、新产业集群等领域加大投入，既扩大短期需求，又增强长

期动能。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解读出中央提出适度超前进行基建投资的相关背

景，并理解该政策用意在于“既扩大短期需求，又增强长期动能”。 

其中，“增强长期动能”，从经济学逻辑出发，有其可循的“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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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产业”的转化路径。而“扩大短期需求”，则尤其是当前基于扩内

需，以及保民生在内的“六稳”“六保”等综合考量。 

一方面，从扩内需的角度来理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协调联动，

跨周期和逆周期宏观政策要有机结合，“内需潜力大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进而要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注

重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结合部分发力。 

另一方面，从“六稳”“六保”尤其是保民生的角度来理解，是鉴于

“前阶段一些地方发生燃气管道爆炸事故，要加强城市地下管网的排查和

改造，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里子工程”。 

此前，为夯实经济稳定恢复发展的基础、避免短期波动影响长期向好

的基本面，已经释放过相关信号。 

两个多月前，9 月 6 日举行的“2021 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开幕

式上，刘鹤副总理就提出要“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他表示“要

善于创造软环境，持续完善法治环境，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优化

资源和服务供给，保护公平竞争，反对垄断。要善于发现和利用比较优势，

结合不同地区产业特点，努力创新，进行差异化竞争”。 

仅半个月后，9 月 22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十四五”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明确支持民营和境外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

运营。尽管该会后公报中没有出现“适度超前”的字眼，但其中指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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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时期科学布局和推进建设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技术创新为驱动的新

型基础设施，有利于促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 

显而易见，促进“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是其基本出发点，也是

落脚点所在。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结合部分发力，则是当前开展

基建投资的方法论。 

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研判的，2022 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

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三重压力和严峻形势。从外部看，国际环境

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从内部看，也面临疫情散发、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等挑

战。 

从消费和投资两方面来看，在提振内需的诉求下，促进消费有赖于居

民收入提高，在经济下行期间成效难显。短期内，供给侧重点在于减税降

费，需求侧主要寄望于投资发力，包括加速基建投资以及缓和房地产市场

走弱等方面。 

通过增加政府有效投资引导和刺激经济增长，以基建投资补内需之不

足，成为必然的政策选项。 

涉及领域：将以绿色数字基建为主 

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投资，这里的基建究竟

指向哪些领域？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出来后，笔者对这里所指的基础

设施投资，有一个基本判断是，它与传统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基建项目会有



 

 - 5 - 

明显的区隔。 

也就是说，所谓“适度超前”开展的，涉及近年来基础设施投资的新

方向，其中主要是新基建。包括面向数字经济和智能经济发展等数字基建，

以及支撑绿色低碳发展的绿色基建，可以并称为“绿色数字基建”。 

诚如中财办副主任韩文秀在 2021-2022 中国经济年会上所讲，适度超

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在减污、降碳、新能源、新技术、新产业集群等领

域加大投入。这里明确透露的是“减污、降碳、新能源、新技术、新产业

集群”等领域，正是“绿色数字基建”的新基建方向。 

不妨结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来看。纲要指出“统

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

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强调“围绕强化数字转型、

智能升级、融合创新支撑，布局建设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

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 

而无论是传统基建，还是新基建，都与保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息息相

关。保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的关键环节，在于中间投入。这方面我国有两

大类行业对外依存度较高，一是石油、铁矿石、大豆等资源性产品，二是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行业、仪器仪表、公用设备等高技术产

品，两类行业的发展与安全都有赖于基础设施为其提供运行基础。 

此前在 9 月 22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十四五”新型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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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规划审议通过。其中提出，“十四五”时期科学布局和推进建设“以

信息网络为基础、技术创新为驱动的新型基础设施”。会议指出，这主要

包括五方面： 

一是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国家骨干网和城域网协同扩容，开

展千兆光网提速改造。推进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完善

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等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泛在协同的物联网。 

二是稳步发展融合基础设施。打造多层次工业互联网平台，促进融通

创新。结合推进新型城镇化，推动交通、物流、能源、市政等基础设施智

慧化改造。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建设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民生基础设

施。 

三是推动大学、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等深度融合，增强高水平交

叉前沿性研究能力。支持产业共性基础技术研发。建设开放式、专业化众

创空间，纵深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四是鼓励多元投入、推进开放合作。支持民营和境外资本参与新型基

础设施投资运营。参与相关国际规则标准制定。 

五是建立完善安全监管体系，增强安全保障能力。 

以上这些，都是需要“适度超前”可发力的领域。 

预期影响：赋能产业和消费“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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