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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投资补短板的发力点在何处？ 

在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基建投资补短板担负着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任务。本文

结合投资政策、项目审批进度以及 PPP 项目库总量变化等情况，测算今年基建投资增

速，分析基建投资的短板领域和在稳增长中将发挥的作用。 

一、基建投资补短板为什么这么重要？ 

2018 年下半年以来，多项促进基建投资的政策陆续出台。从 2018 年 7 月的中央

政治局会议将提振基建投资增长列为稳增长的主要政策之一，到 2018 年 12 月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明确提出“加大基础建设等领域补短板”，再到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合理扩大有效投资，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灾害防治、民用和通用航

空等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都体现了政府稳定基建投资的决心。基建投资补短板的重

要性在于，既有助于短期稳定经济增长，又能够中长期促进新动能、新业态的快速发

展。 

基建投资是短期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过去，中国经济主要靠投资带动，所

以基建投资一直高于经济增长，对经济增长起到带动作用。但 2018年二季度开始，在

清理和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政策影响下，基建投资表现疲弱，基建投资（不

含电力）增速从过去的两位数增长下滑至 2018 年的 3.8%，成为拖累 2018 年经济下行

的重要原因。为了稳定需求、稳定经济，扩大基建投资就成了重要的政策选择。 

基建投资也是中长期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推动因素。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制造业强国”。这就要求要加快 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

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促进新产能、新业态的高速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比如，超高清视频产业，预计到 2020年总体规模超过 4万亿，就需要

相关 5G基建投资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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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建短板领域有哪些领域？ 

2018 年 8 月开始，国家发改委为完成基建投资补短板政策，就本轮基建投资计划

发布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涉及扶贫、农村基建、电信设备、现代物流网络、环保以

及旨在促进消费升级、缩小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的基础设施建设（表 1）。根据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公布的《关于保持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力度的指导意见》，我们对基建投

资的短板领域梳理如下： 

从行业看，落地、执行的项目将更多地倾向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及促进消费升级

的城乡基础设施、电信基础设施升级以及环保相关的基建投资领域。 

从区域看，城市轨道交通可能是东部/沿海人口密集地区的交通运输基建重点。

从 2018 年 7 月到 2019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批准东部的轨道交通总投资额达 4506 亿

元；机场和铁路投资的重点可能安排在偏远和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如“三区三

州”），批准的西部机场和铁路总投资额达 2596 亿元（表 2）。同时，加强区域协调

发展，推进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发展战略。 

表 1：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一系列关于基建投资的政策文件 

时间 文件 部门 内容摘要 

2018/8/14 

关于促进通

用机场有序

发展的意见 

国家发改

委、民航局 

加快建设和完善通用机场网络，是补足基础设施短板、

解决“落地难”问题的关键措施。 

2018/10/10 

“三区三

州”等深度

贫困地区旅

游基础设施

提升工程建

设方案 

国家发改

委、文化和

旅游部 

进一步加强西藏自治区、四川省藏区、新疆自治区南疆

四地州、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等深度

贫困地区的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主要包

括相关地区的铁路及公路建设）。 

2018/10/26 

关于加快推

进长江经济

带农业资源

污染治理的

指导意见 

国家发改

委、生态环

境部、农业

农村部、住

房城乡建设

部、水利部 

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资源污染治理，持续改善

长江水质，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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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0/31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保持

基础设施领

域补短板力

度的指导意

见 

国务院 
基建补短板主要在脱贫攻坚、铁路、公路水运、机场、

水利、能源、生态环保、农业农村、社会民生等领域。 

2018/11/27 

2019年新一

代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 

国家发改

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 

面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组织实施中小城市基础网络完

善工程，以省为单位开展相关区域内县城和乡镇驻地域

传输网、IP城域网节点设备新建和扩容。 

2018/12/12 

国家物流枢

纽布局和建

设规划 

国家发改

委、交通运

输部 

到 2020 年，通过优化整合、功能提升，布局建设 30个

左右辐射带动能力强、现代化运作水平较高、互联衔接

紧密的国家物流枢纽。 

2019/1/28 

进一步优化

推动消费平

稳增长促进

形成强大国

内市场的实

施方案

（2019年） 

国家发改

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

商务部 

（1）稳定汽车消费：加快老旧汽车更新、新能源补

贴、促进二手车消费；（2）稳城镇消费：推动老旧小

区改造、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加强养老设施建设；

（3）消化“存量”：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包括步

行街改造升级）、加快推出 5G 商用牌照、推进高清视

频产品消费、增设退税商店；（4）补短板，包括加快

道路、停车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建设。 

资料来源：国务院；国家发改委、住建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表 2：2018年 7月到 2019年 1月发改委批准的基建项目计划投资额 

项目类型 投资额（亿元）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铁路 4417 2685 0 1732 

轨道交通 7142 4506 2180 456 

机场 1450 41 544 846 

航道 57 57 0 0 

水电站 310 0 0 310 

总计 13377 7290 2725 3362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三、哪些领域的基建投资有望加速？ 

在政府规划的基建投资规模中，交通运输等传统基建规模依然较大，城镇基础设

施、农业、旅游等基建的新增投资额上升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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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基建占比仍大 

由于以交通运输为代表的传统基建规模基数较大，导致这类项目在政府规划的

总基建投资中仍占较高份额。根据 2019 年全国交通运输工作会议的计划，2019 年计

划完成公路、水路固定资产投资 1.8万亿元左右。2019 年，将确保建成铁路线 6800

公里，其中，高铁 3200公里。2019年预计铁路投资规模将创新高，或超过 8000亿

元。据此测算，2019 年铁路、公路、水路建设投资额将超过 2.6万亿元。 

从各省市区来看，浙江、四川、江苏、广东、贵州等省市，2019年交通建设投资

力度排名相对靠前。其中，浙江省计划完成综合交通建设投资 2600亿元以上，力争

突破 3000 亿元，同比增长超 10%；四川省、江苏省分别计划交通建设投资 1400亿

元、1370 亿元（图 1）。 

图 1：2019年部分省市交通建设投资计划（亿元） 

 

资料来源：各省市政府工作报告，各交通运输报告，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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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业、旅游等基建投资增速较快 

从 PPP 项目落地阶段的投资额增速来看，农业、政府基础设施、城镇综合开发、

旅游等基建投资额增长速度较快（图 2）。2019 年 1 月，农业 PPP 项目投资额同比增

速为 2.27%，是执行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确保完成农村改革发展目标的具体体现。政

府基础设施和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分别为 1.62%和 0.94%，旨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

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旅游投资增速为 0.88%，有利于提供更好地旅游服务产品，促进

消费升级。 

图 2：2019年 1月 PPP项目落地阶段投资额增速（%） 

 

资料来源：财政部，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四、今年基建投资规模和增长测算 

综合考虑公共财政支出、地方政府专项债、PPP 增量、预算内投资安排增量等因

素，预测今年基建投资增速在 9%左右。 

与基建投资相关的公共财政支出，2019 年大概会带来增量 3437 亿元。公共财政

支出中的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三项支出数据与基建投资相关度较高，

2018年三项数据之和为 5.5万亿元。经计算可得，三项公共财政支出分项数据在 2019

年将增加 343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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