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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重点提及了“两新一重”的主要任务与部署安排。

2021 年 12 月 22 日，发改委表示，要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扎实推进“十

四五”规划 102 项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加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力度。

适当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精准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两新一重”等

项目建设。 

1.新型城镇化建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部长王蒙徽近日接受采访表示，2022 年将进一步加大“新城建”的推

进力度。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建设工程，包括都市圈建设、城市更新、城市

防洪排涝、县域补短板、现代社区培育、城乡融合发展等六大方向。其中，

有三个重点值得关注。 

一是地下管网更新工程。 

202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十四五”期间，必须把管道改造和

建设作为重要的一项基础设施工程来抓。 

韩文秀 2021 年 12 月 11 日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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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改委 12 月 22 日表示，加快补齐燃气管道、防灾减灾等领域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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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治理城市内涝，统筹推进排水防涝设施建设。 

二是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根据十四五规划，要加快推进城市更新，完

成 2000 年底前建成的 21.9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基本完成大城市老旧

厂区改造，改造一批大型老旧街区，因地制宜改造一批城中村。预计十四

五期间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3500 万户。 

三是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预期引导，

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坚持租购并举，加快发展长租房市场，推进保障性住

房建设。预计2022年中国将供应279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拉动投资3377

亿元。 

2.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十四五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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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文秀 12 月 11 日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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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 5G 基站建设、工业互联网、人

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城际高铁与城轨交通、智慧充电桩、特高压电力传

输等将成为重点投资领域。 

3.重大工程建设 

发改委 12月 20日表示，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提出“三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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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靠前加强基础设施、二是靠前下达资金、三是靠前安排项目。作为稳

投资的重要抓手，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将更快发力，具体需要关注以下三个

方面： 

一是水利工程建设。 

根据十四五规划，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重在三个方面： 

重大引调水。推动南水北调东中线后续工程建设，建设珠三角水资源

配置等工程。 

供水灌溉。推进新疆库尔干等大型水库建设，实施黄河河套等大型灌

区续建配套，推进四川向家坝等大型灌区建设。 

防洪减灾。建设雄安新区防洪工程等。 

12 月 13 日，水利部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强调按照政策

发力适当靠前的要求，完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和实施国家水网重大工程，

实施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推进智慧水利建设。 

二是电力系统工程建设。 

根据十四五规划，大力提升风电、光伏发电规模，加快发展东中部分

布式能源，有序发展海上风电，加快西南水电基地建设，安全稳妥推动沿

海核电建设，建设一批多能互补的清洁能源基地，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

总量比重提高到 20%左右。发改委 12 月 22 日表示，积极推进以沙漠、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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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荒漠地区以及海上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建设。12 月 24 日，

2022 年全国能源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稳妥发展水电，加快推进西南地区龙头

水库电站建设，核准开工一批重大工程项目。 

三是交通强国建设工程。 

根据十四五规划，加快建设交通强国重点包括： 

要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加强出疆入藏、中西部地区、沿江沿海沿边

战略骨干通道建设。 

构建快速网，基本贯通“八纵八横”高速铁路，提升国家高速公路网

络质量，新改建高速公路里程 2.5 万公里。 

加快建设世界级港口群和机场群，新增民用运输机场 30 个以上。 

推进城市群都市圈交通一体化，新增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运营

里程 3000 公里，新增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3000 公里。 

构建多层级、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推进 120 个左右国家物流枢

纽建设。 

专项债是“两新一重”的重要支持工具。在 2021 年 12 月 16 日国新

办举行的政策吹风会上，财政部预算司负责人宋其超介绍，“2022 年专项

债券重点用于 9 个大的方向：一是交通基础设施，二是能源，三是农林水

利，四是生态环保，五是社会事业，六是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七是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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