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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投资、稳增长的主力军：重大项目 
 

[Table_Summary] 
投资要点： 

 核心观点：重大项目是我国投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五年规划的重大项目和

每年的各地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国家级重大项目和地方重大项目。今年以来，国家

级“十四五”102 项重大工程、各省 2022 重大项目投资计划都明显提速。我们认

为受减税降费和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影响，今年政府财力紧张，一般项目投资受到客

观制约，有资金保障的重大项目将是今年扩投资、稳增长的主力。 

 理解重大项目的两个维度：（1）可以从两个维度去理解重大项目。一是从规划时间

来看，分为纳入五年规划的重大项目，以及每年的各地重大项目投资计划。二是从

等级体系来看，分为国家级重大项目，和省市县级等地方重大项目。（2）重大项目

既不等于基建投资，也不等于当年的固投，重大项目除基建外，还包括产业和民生

项目，我们预计省市县重大项目投资约为固投的一半。 

 “十四五”102 项重大工程：（1）102 项重大工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形成固定资

产的建设项目（包括单项和打捆项目），第二类是不直接形成投资的、非建设性的

重大任务。（2）比较十三五”165 项重大工程和“十四五”102 项重大工程：从数

量来看，“十三五”24 专栏列 165 工程，“十四五”19 专栏列 102 工程。从内容来

看，“十四五”减少了人才、金融、海洋、就业等四方面的项目，增加了经济安全

保障工程，仍保留的重大工程内涵也发生了较大改变。 

 各省 2022 重大项目：（1）今年 20 个可比省份重大项目投资计划规模达 9.7 万亿，

增速 9.7%。（2）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往往能超额完成，2021 年 10 省平均完成率为

115%。（3）从集中开工来看，今年各省重大项目开工比去年同期早 1 个月左右，

大部分省份的集中开工项目投资额都有两位数增长，体现出“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一季度、上半年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对实现全年目标至关重要”。（4）从结构来

看，各省重大项目包括四类：基建、产业、民生、其他（如生态环保等），其中基

建和产业两类占比往往在 75%以上。 

 如何筹资：重大项目主要由财政资金保障，此外，也在鼓励社会资本（或民间资本）

参与。财政主要通过专项债和财政直达资金，保障重大项目建设。在财政支出中，

重大项目与民生支出优先度较高。 

 重大项目与稳增长：受减税降费和土地出让收入下降影响，今年政府财力紧张，一

般项目投资受到客观制约，有资金保障的重大项目将是今年扩投资、稳增长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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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2022 是“十四五”第二年，相比“十三五”收官之年的 2020，项目储备更加

充足。  

 风险提示：重大项目推进落地不及预期；稳增长政策力度不及预期；疫情形势发生

较大变化导致部分项目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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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轮疫情冲击后，对宏观政策加力稳增长的诉求上升。内需方面，消费需求
由居民收入决定，难以受短期政策大幅拉动，因此稳增长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扩投资的力度和幅度。重大项目是扩投资的主要抓手，但市场谈论重大项目时
存在混用概念的情况，比如日前彭博社称2022年我国基建投资计划为14.8万亿，
就是对重大项目的典型误解。 

1. 理解重大项目的两个维度 

重大项目并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义，从名称来看，又常叫做重点项目、重点工

程，是政策和新闻语境下的描述。重大项目与一般建设项目对应，具有以下三个

特点：一是聚焦“补短板”和“促升级”的发展需要。重大项目往往是基于国家和

地区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考虑，“补短板”和“促升级”两方面特点突出。二是集中

力量办大事。重大项目建设往往是集中了土地、资金、政策等资源，是政府宏观调

控的重要抓手。三是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 

我国重大项目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建国初的“一五计划”时期。“一五”时期

建成投产 595 个限额以上的重要项目，六成是工业，其余主要是基建，基建项目

包括：官厅水库等 39 项水利工程，武汉长江大桥、青藏公路等 96 个运输邮电项

目，城市公共设施和社会民生类项目 95 个 。“一五”时期的重大项目建设，不仅

奠定了新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更为此后的五年计划重大项目起到了先行示范作用。 

近些年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市场往往会关注重大项目动态。为防止概

念混淆，可以从两个维度去理解重大项目。一是从规划时间来看，分为纳入五年

规划的重大项目，以及每年的各地重大项目投资计划。二是从等级体系来看，分

为国家级重大项目，和省市县级等地方重大项目。 

从规划时间来看，区分五年规划的重大项目，和每年各地发布的当年重大项

目清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会在五年规划中确定一批重大项目，相比每年的

重大项目清单，前者着眼中长期的补短板和促升级，两种时间跨度的重大项目容

易混为一谈。“十四五”规划确定了 102 项国家级重大项目。另外，浙江省确定了

“十四五”期间的 245 个省级重大建设项目，总投资 8.26 万亿，十四五期间计划

完成投资 5.44 万亿。青海省编制起草《青海省“十四五”重大项目布局规划》，重点

从生态文明建设、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现代产业转型升级、城乡协调融合发展、民

生福祉改善、社会治理体系六大领域梳理谋划重大项目 500 多项，估算总投资 1.5

万亿元以上。 

从等级体系来看，区分国家级和省市县级重大项目。下级政府规划的重点项

目中，部分可入选上级政府重大项目名单，比如重庆 532 个“十四五”重大项目

中，有 8 个项目列入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 

不同维度的重大项目之间相互联系，国家级项目分解为省市级项目，五年规

划项目落地拆解为年度重大项目。在具体执行上，每个五年伊始，国家将在五年

规划中列明重大工程项目（即国家级重大项目）。国家级项目明确到具体地区的，

由当地认领建设，如“十四五”规划中，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交通强国建设工

程已列明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世界级机场群，则由对应省份

具体落实对应建设。省市县级重大项目规划依据国家发展规划制定，既要加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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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规划的衔接,形成全国“一盘棋”，又要因地制宜，符合地方实际，突出地方

特色。 

此外，需要注意重大项目既不等于基建投资，也不等于当年的固投。首先，

重大项目投资不是基建投资，其范围更广，一般包括产业、民生和社会事业、基

建、环保等类别。比如江苏省 2022 年重大项目共安排 220 个、储备项目 27 个，

年度投资 5590 亿元，包括创新载体、产业、民生、生态环保、基础设施五类，其

中基础设施项目 28 个，年度投资 2162 亿元，占比 38.7%。其次，重大项目投资

也不等于固定资产投资计划，而只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一部分，比如云南 2021 重大

项目投资超 4440 亿元，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 26%。 

图 1：理解重大项目的两个维度 

 
资料来源：Wind，德邦研究所 

 

2. “十四五”102 项重大项目 

“十四五”的 102 项重大工程并不都是投资项目，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

形成固定资产的建设项目（包括单项和打捆项目），如交通强国、水利工程等方面

的项目，大多属于此类；第二类是不直接形成投资的、非建设性的重大任务，比如

文化繁荣工程大多属于此类。不过很多重大项目常常既包含第一类，又包含第二

类，难以截然分开。 

“十四五”102 项重大工程的分解清单尚未披露，我们以“十三五”为例，

可以看到上述两类项目的组成情况。“十三五”规划确定的 165 项重大工程共分解

为 770 个项目，其中形成投资的主要是单项工程和打捆项目两类，单项工程 160

个，占比 20.8%，打捆项目 86 个，占比 11.2%；不直接形成投资的重点任务 524

个，占比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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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环境治理保护方面有 6 个重点工程：（1）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2）

大气环境治理；（3）水环境治理；（4）土壤环境治理；（5）危险废物污染防治；

（6）核与辐射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这 6 个重点工程又分解为 55 个明细任务，包

括 25 个单项工程、4 个打捆项目、26 个重点任务。 

表 1：“十三五”165 项重大工程的任务分解（单位：个） 

“十三五”规划专栏名称 
重大工程

项目 

具体分类 

总计 
单项工

程 
打捆项目 重点任务 

1 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 15 15     15 

2 重大人才工程 6     16 16 

3 现代金融体系建设 5     22 22 

4 农业现代化重大工程 8   7 16 23 

5 高端装备创新发展工程 8 6   19 25 

6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行动 6 1 2 13 16 

7 信息化重大工程 8 3 3 34 40 

8 交通建设重点工程 10 32 17 17 66 

9 能源发展重大工程 8 21 5 23 49 

10 水安全保障工程 4 41 7 2 50 

11 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大工程 8   2 22 24 

12 特殊类型地区发展重大工程 6   3 23 26 

13 海洋重大工程 4 10 5 5 20 

14 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重大工程 5   8 14 22 

15 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程 6 25 4 26 55 

16 山水林田湖生态工程 8   7 35 42 

17 脱贫攻坚重点工程 8   4 18 22 

18 教育现代化重大工程 9     27 27 

19 健康中国行动计划 8   5 28 33 

20 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单 8   4 77 81 

21 促进就业行动计划 5   2 17 19 

22 社会关爱行动计划 4     16 16 

23 文化重大工程 8 6 1 54 61 

总计 165 160 86 524 770 
 

资料来源：北大国发院，德邦研究所 

 

将“十三五”165 项重大工程和“十四五”作比较，更便于理解“十四五”

102 项重大工程所包含的内容。 

（1）数量来看，“十三五”24 专栏列 165 工程，“十四五”19 专栏列 102 工

程。除去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专栏外，“十三五”规划有 24 个专栏，“十四五”

规划有 19 个专栏。但“十三五”规划的 24 专栏中的 165 项目全列为重大工程，

“十四五”规划的 19 专栏中 119 个项目里仅有 102 个列为重大工程。关于未列

入重大工程的 17 个项目，并未披露。 

（2）内容来看，相比“十三五”，“十四五”重大工程有增、有减、有变。一

是减少了人才、金融、海洋、就业等四方面的项目。“十三五”165 项重大工程中，

重大人才工程、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海洋重大工程、促进就业行动计划分别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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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项重大工程（共 20 项），但都未列入“十四五”重大工程。二是增加了

6 个经济安全保障工程，主要是粮食、能源、应急处理能力三方面，国家安全被提

到更重要的高度。三是仍保留的重大工程内涵发生改变。比如农业现代化工程、

脱贫攻坚工程（两类各 8 个项目，共 16 个），合并为现代农业农村建设工程（8 个

项目）；新型城镇化建设工程的方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十三五”期间关注

“三个 1 亿人”城镇化、特色小城镇、智慧城市等 8 个方向，“十四五”期间更注

重城市更新、都市圈建设、县城补短板等 6 个方向。 

（3）项目分解，“十四五”重大工程分解为 2600 多项任务，“十三五”为 770

项。今年 3 月 5 日，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指出，“十四五”规划确定的 102 项重

大工程是个“大套娃”，目前已分解出 2600 多个项目，正在稳妥有序地推进实施。

可见，“十四五”重大项目总数虽然少于“十三五”，但分解更细。 

表 2：“十三五”165 项重大工程 

栏目 数量 工程项目内容 

重大科技项目 6 
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深海空间站、量子通信与量子计算机、脑科学与类脑研究、国家网络空间

安全、深孔探测及空间飞行器在轨服务与维护系统 

重大工程 9 
种业自主创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智能电网、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机器人、

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健康保障 

重大人才工程 6 
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英才开发计划、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千人计划”“万人计

划”提升工程、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 

现代金融体系建设 5 
金融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金融调控机制、实施金融稳健对外开放、建立金融宏观审慎管理

框架、加强金融法治建设 

农业现代化重大工程 8 
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种业、节水农业、农业机械化、智慧农业、农产品质量安全、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培育、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高端装备创新发展工

程 
8 

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装备、现

代农机装备、高性能医疗器械、先进化工成套装备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行动 
6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创新、生物产业倍增、空间信息智能感知、储能与分布式能源、高端材料、新

能源汽车 

信息化重大工程 8 
宽带中国、物联网应用推广、云计算创新发展、“互联网+”行动、大数据应用、国家政务信息化、

电子商务、网络安全保障 

交通建设重点工程 10 
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四沿”通道、民用机场、港航设施、城市群交通、城市交通、农村交通、

交通枢纽、智能交通 

能源发展重大工程 8 
高效智能电力系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可再生能源、核电、非常规油气、能源输送通道、能源储

备设施、能源关键技术装备 

水安全保障工程 4 大型灌区、引调水、重点水源、江河湖泊治理 

新型城镇化建设重大

工程 
8 

“三个 1亿人”城镇化、新生中小城市、特色小城镇、智慧城市、绿色/森林城市、海绵城市、地下

管廊（网）、美丽乡村 

特殊类型地区发展重

大工程 
6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行动、民族地区奔小康行动、沿边地区开发开放行动、资源枯竭地区转型、产业

衰退地区振兴发展、生态严重退化地区转型发展 

海洋重大工程 4 蓝色海湾整治、蛟龙探海、雪龙探极、全球海洋立体观测网 

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

用重大工程 
5 

全民节能行动、全民节水行动、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绿色矿山与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建设、循

环发展引领 

环境治理保护重点工

程 
6 

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大气环境治理、水环境治理、土壤环境治理、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核与

辐射安全保障能力提升 

山水林田湖生态工程 8 
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修复、国土绿化行动、国土综合整治、天然林资源保护、新一轮退耕还牧还

林还草、防沙治沙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湿地保护与恢复、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性保护 

脱贫攻坚重点工程 8 
特色产业扶贫、劳务输出扶贫、易地扶贫搬迁、交通扶贫、生态保护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与

社保兜底扶贫、金融扶贫 

教育现代化重大工程 9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普惠性幼儿园建设、产教融合发展、世界一流

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发展继续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教育信息化、教育国际交流合作 

健康中国行动计划 8 
疾病防治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妇幼健康保障、出生缺陷防治、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提升、中医

药传承与创新、智慧医疗、全民健身、食药安全 

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清

单 
8 

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险、卫生计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残疾人基本公共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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