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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要点： 

 

 众所周知的是：新基建包括 7 大领域，即 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

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

网。 

 在传统基建已几乎没有空间的情况下，新基建承载着基建几乎全部的想

象空间。 

 但若按照当前的规划来看，新基建对基建的拉动作用可能寥寥，预计今

年新基建领域投资规模约 1.39 万亿元，同比增长在 5.7%左右，对整体基建

的拉动在 0.4-0.5 个百分点。 

 我们的具体测算如下： 

1）5G 基建：根据工信部规划，推算 2025 年底我国 5G 基站需力争达到约

370 万个。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基站数量约 143 万个，缺口 227 万个。按照

平均每个 5G 基站造价 40 万进行估算，2022-2025 年我国的 5G 建设可拉动

投资 9080 亿元；假设每年的投资力度相同，则 2022 年拉动投资约 2300 亿

元； 

2）特高压：2022 年我国的特高压项目核准提速，规划的项目有望全部核准，

未来四年特高压建设规模空前。根据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以及部分地区电网公

司的规划，我们估算“十四五”期间全国口径的特高压投资额约4500亿元，2022

年约 1125 亿元； 

3）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额同比增长峰

值出现在 2017 年，后逐年递减；2020 年实现总投资 6286 亿元，同比增长

5.5%，估算 2022 年增速约 3.5%；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现平稳，根据

我国高铁投产新线情况以及高铁单位建造成本粗略估计，预计 2022 年城际高

速铁路投资额约 2000 亿元； 

4）新能源汽车充电桩：2021 年，中国充电基础设施增量达 93.6 万台，其中

公共充电桩增量 34.0 万台，随车配建充电桩增量 59.7 万台；中国充电联盟预

测 2022 年新增公共充电桩 54.3 万台，新增随车配建充电桩 190 万台，由此

预计 2022 年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领域的投资规模约 276 亿元； 

5）人工智能：假如人工智能产业的增长偏稳的话，预计 2022 年其产业收入

规模同比增速约 25%，对应规模为 2544 亿元，按照产业资本性支出占营业

收入的比重约 8%计算，2022 年人工智能领域投资额约 204 亿元； 

6）大数据中心：中国 IDC 业务市场规模在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带动下保持稳

定增长。预计 2022 年我国 IDC 业务市场规模约 3200 亿元，同比增长 29%。

参考行业上市公司资本性开支占营收的比重，预计 2022 年 IDC 业务投资规

模约 260 亿元； 

7）工业互联网：若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增长稳定的话，2022 年其产业规模将

超过 11100 亿元，同比增速约 10%；按照平均资本型开支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8%计算，预计 2022 年工业互联网投资规模约 890 亿元； 

 在新基建各个方向上，增速可能超过 25%的是充电桩、大数据、特高压

和 AI，但遗憾的是，这些方向的增长虽快，但占新基建的比例实在不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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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整体的拉动作用有限。 

 照此来看，我们可以对基建放心，但可能不能对基建给予重望，毕竟基建

中真正有像样增速的领域的盘子太小，这和 PPP 项目给基建的启示是一致

的。 

 今年的新基建领域投资，可能 alpha 的意义更大一些，在各个领域中，

若按增长速度排序的话，从高到低依次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特高压、工业互联网、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5G 基建。 

 

 

风险提示：货币政策超预期，经济复苏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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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基建的概念提出与时代背景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解读，新型基础设施（以下简称“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

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

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新基建主要包括 3 个方面：信息基础设

施、融合基础设施与创新基础设施，七大领域：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

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涉及诸多

产业链。 

表 1：新基建的内涵 

  内涵 基础设施类别 具体代表 

信息基础设

施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 

新技术基础实施 
人工智能、云计

算、区块链 

算力基础设施 
数据中心、智能计

算中心 

融合基础设

施 

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

成的融合基础设施 

智能交通基础设施   

智能能源基础设施   

创新基础设

施 

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

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科教基础设施   

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

施 
  

资料来源：国元证券研究所 

回顾新基建的政策历史，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

概念，明确要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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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新基建概念首次出现在

《国务院工作报告》中，报告强调要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次年，《2020 年

国务院工作报告》对新基建内容进行了更加清晰地阐述，即加强“两新一重”建设，要

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 5G 应用、建设数据中心、增加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

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在 2021 年人大会议上，更是将

其列入十四五规划中。至此，新基建已全面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 

同时，各部门、各级政府为落实新基建工作，多次做出政策指导。2021 年 9 月，工

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物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11 月工信部再次印发的《“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四川、湖北、江苏等多

省印发《“十四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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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基建政策梳理 

序号 年份 
政策文件、会议名

称 
具体内容 性质 

1 2018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首次提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概

念，明确要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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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纲领性文件 

2 2019 
《2019年国务院工

作报告》 

强调要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 

3 2020 
《2020年国务院工

作报告》 

“两新一重”建设，要发展新一代

信息网络、拓展 5G应用、建设数

据中心、增加充电桩、换电站等实

施、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

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4 2021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 

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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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21 

《“十四五”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规

划》 

一是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二是

稳步发展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增强

高水平交叉前沿性研究能力;四是

鼓励多元投入、推进开放合作;五

是建立完善安全监管体系，增强安

全保障能力。 

  

资料来源：国元证券研究所 

 

二、新基建投资空间测算 

我们分别从“5G、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车充电桩、人工智

能、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 7 个领域估算“新基建”投资规模。 

 

1）5G： 

2021 年 11 月 1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新闻发布

会，规划“十四五”时期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 5G 独立组网网络，力争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达到 26 个，实现城市和乡镇全面覆盖。截至 2021 年底，我国总人口 14.126

亿，考虑到我国人口虽增速显著放缓但仍处于小幅正增长阶段，推算 2025 年底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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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需力争达到约 370 万个。截至 2021 年底，我国基站数量约 143 万个，缺口 227

万个。按照平均每个 5G 基站造价 40 万进行估算，2022-2025 年我国的 5G 建设可

拉动投资 9080 亿元；假设 2022-2025 年每年的投资力度相同，则每年拉动投资约

2300 亿元。 

图 1：我国 5G 基站数量稳步增长 

 

资料来源：Wind，国元证券研究所 

 

2）特高压： 

特高压是指电压等级在交流 1000 千伏及以上和直流±800 千伏及以上的输电技术，

具有输送容量大、距离远、效率高和损耗低等技术优势，一般用在西电东输等超远距

离输送的电压渠道。我国的资源禀赋与电力消费呈现逆向分布：中西部地区的发电量

大于用电量，而东部沿海等高耗电地区的发电量不足以满足自身需求。突出的电力供

需矛盾使得特高压电网的建设显得愈发重要。 

2022 年我国的特高压项目核准提速，规划的项目有望全部核准，未来四年特高压建

设规模空前。根据《中国能源报》的报道，“十四五”期间，国网规划建设特高压线路

“24 交 14 直”，涉及线路 3 万余公里，变电换流容量 3.4 亿千伏安，总投资 3800 亿

元；其中 2022 年计划开工“10 交 3 直”共 13 条特高压线路。“十四五”期间，国家电

网计划投入 3500 亿美元（约合 2.23 万亿元），南方电网计划投资 6700 亿元，算上

这两大电网巨头以及部分地区电网公司，我们估算“十四五”期间全国口径的特高压投

资额约 4500 亿元，假设 2022 年占比为 25%的话，则 2022 年我国特高压项目投资

额约 1125 亿元。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2020-Q1 2020-Q2 2020-Q3 2020-Q4 2021-Q1 2021-Q2 2021-Q3 2021-Q4

5G基站(建设):当季值 5G基站(建设):累计值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条款部分  6 / 11 

 

 

图 2：国家电网在建在运特高压工程示意图 

 

资料来源：国家电网，国元证券研究所 

 

3）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的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额在 2015-2020 年

连续 6 年增长，2020 年实现总投资 6286 亿元，同比增长 5.49%；同比增长峰值出

现在 2017 年，达到 23.78%，后逐年递减。以此趋势，我们估算 2021 年、2022 年

的增速将进一步放缓至 4.5%与 3.5%，即 2021 年、2022 年分别完成 6570 亿元、

6800 亿元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额。 

图 3：2015-2020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情况  图 4：2015-2020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与条

数 

 

 

 

资料来源：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国元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国元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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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铁集团工作会议披露，2021 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7489 亿元，投产新

线 4208 公里，其中高铁 2168 公里；2022 年，计划将投产新线 3300 公里以上，其

中高铁 1400 公里以上。近几年我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表现平稳，根据我国高铁投

产新线情况以及高铁单位建造成本粗略估计，预测我国 2022 年城际高速铁路投资额

大约为 2000 亿元。综上，2022 年城际轨道交通和城际高速铁路总投资约为 8800 亿

元。 

图 5：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  图 6：新开通里程数 

 

 

 

资料来源：国铁集团，国元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铁集团，国元证券研究所 

 

4）新能源充电桩： 

据中国充电联盟统计，截至 2021 年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达 261.7 万台，同

比增加 70.1%。2021 年，中国充电基础设施增量达 93.6 万台，其中公共充电桩增量

34.0 万台，同比上涨 89.9%；随车配建充电桩激增，增量达 59.7 万台，同比上升

323.9%。中国充电联盟预测 2022 年新增公共充电桩 54.3 万台，其中公共交流充电

桩 24.4 万台，公共直流充电桩 29.9 万台，新增 190 万台随车配建充电桩。按照直

流充电桩每台 8 万，交流充电桩每台 0.8 万元，随车配建充电桩每台 0.3 万元的价格

估算，预计 2022 年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领域的投资规模约为 276 亿元。 

表 3：2021 年 1-12 月中国充电桩基础设施运行情况 

充电基础设施分类 1-12月全国增量 同比 截止 12月底全国累计 同比 

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数量（万台） 34.0 89.9% 114.7 65.0% 

私人充电基础设施数量（万台） 59.7 323.9% 147.0 74.3% 

总和（万台） 93.6 193.0% 261.7 70.1% 

资料来源：中商情报网、国元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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