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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点评 

基建的中长期空间打开—兼评财经委基建专题会议 
事件：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强调，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基
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 

核心结论：基建的重要性全面提升、中长期空间打开，继续提示今年基建大概率高
增，全年 8%左右甚至更高，密切关注基建链投资机会，尤其是新增的安全基建。 

1、定位上，财经委会议主题历来是市场的重要投资线索，本次会议凸显了基建的
重要性，也打开了基建的中长期空间。中央财经委员会是党中央负责经济领域顶层
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的机构，本次会议也直接指出“十
九大以来，中央财经委员会深入研究一批事关根本和长远的重大问题，发挥了战略
引导作用”。从 2018 年至今的 11 次财经委会议来看，每次主题基本都成为后续我
国经济工作的重点，也是市场的核心主线，比如第 10 次（21 年 8 月）主题是共同
富裕，第 9 次（21 年 3 月）是双碳和平台经济，第 8 次（20 年 9 月）是双循环，
第 7 次（20 年 4 月）是“研究涉及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
本次会议专门讨论加强基建，要求“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凸显了基建的重要性，指
向基建有望成为后续较长时期内的重点经济任务和市场投资线索。 

2、方向上，延续要求“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传统基础设施水平”，并新
增强调 “加强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指向基建有望“量、质”齐升。 

>延续要求新老基建并举：会议指出“要立足长远，强化基础设施发展对国土空间
开发保护、生产力布局和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撑，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传统
基础设施水平”。近年来我国基建已有长足进步，但整体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国际比较看，2019 年我国铁路线密度 1.1 公里/百平方公里，仍低于美国的 1.6
公里/百平方公里；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我国航空、港口服务
效率排名较后；从内部结构看，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巨大，如城市用水率达 99%，
但乡村仅有约 84%，基础设施对于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限制仍存。在此基础上，
国家强调要提升传统基础设施水平，我们理解，一方面在于量的补足，即农村、中
西部地区、部分领域的基建补短板；另一方面也要注重质的提升，如道路质量、服
务效率、供水供电的安全稳定性等。 

>新增强调基建的国家安全属性：会议指出“我国基础设施同国家发展和安全保障
需要相比还不适应，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保障国家安全，畅通国内大循环、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要注重效益，
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综合账”。对比看，此前中央文件和市场上对基建的讨论主
要基于经济发展和需求角度，本次则新增强调了国家安全层面的重要性，也直接指
出“要加强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提升应对极端情况的能力”。 

3、资金上，会议强调“拓宽长期资金筹措渠道、加大财政投入”，关注对城投融
资平台可能的放松。会议指出“强化用地、用海、用能等资源要素保障；要适应基
础设施建设融资需求，拓宽长期资金筹措渠道，加大财政投入，更好集中保障国家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指向基建所需的资金、土地等各种要素支持都会
加强。短期看，4 月 18 日，央行和外汇局出台 23 条金融举措支持实体经济，其中
第 11 条指出“要在风险可控、依法合规的前提下，按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
司合理融资需求，不得盲目抽贷、压贷或停贷，保障在建项目顺利实施”，可能意
味着地方城投平台的融资环境将有所好转，对基建发力的约束也将减轻。 

4、抓手上，交通、能源、水利、管网等全面发力，“把联网、补网、强链作为建
设的重点”，建议紧盯安全基建。会议指出“要加强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基
础设施建设，把联网、补网、强链作为建设的重点”，具体包括国家综合立体交通
网主骨架，分布式智能电网，新型绿色低碳能源基地，信息、科技、物流等产业升
级基础设施，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建设
等细分方向，指向后续基建各领域将全面发力，其中，安全方面的基础设施，如关
键信息基础设施、灾害防治、传染病防控等领域，尤其值得关注。 

5、总体看，继续提示“放基建”是今年稳增长的主要手段，今年基建大概率高增，
全年 8%左右甚至更高。我们在年初专题报告《2022 年基建大概率高增，有哪些
发力点？》中已全面测算，预计要实现今年 5.5%的增速目标，基建投资可能需要
到 8%左右甚至更高。从数据来看，1 季度基建增速已达 10.5%、3 月当月增速更
是接近 12%。在本轮疫情影响超出预期的环境下，“放基建”的必要性更加凸显。 

6、此外，会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主动担责、积极作为、有问题及时纠偏、引导
好市场预期”，进一步指向政策底已现，稳增长政策也有望加快落地。会议指出，
“各地区各部门主动担责、积极作为，共同推动决策部署落实落好；搞好综合平衡，
有问题及时纠偏；要增强贯彻落实的有效性，以实践结果评价各方面贯彻落实成效；
要引导好市场预期，讲清楚政策导向和原则，稳定市场信心”。 

风险提示：疫情、政策力度、外部环境等超预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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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历届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主题 

日期 会议 主题 

2022 年 4 月 26 日 第十一次会议 研究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2021 年 8 月 17 日 第十次会议 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研究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 

2021 年 3 月 15 日 第九次会议 研究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问题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 

2020 年 9 月 9 日 第八次会议 研究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问题 

2020 年 4 月 10 日 第七次会议 研究涉及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 

2020 年 1 月 3 日 第六次会议 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题、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问题 

2019 年 8 月 26 日 第五次会议 研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问题、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问题 

2019 年 4 月 22 日 第四次会议 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情况 

2018 年 10 月 10 日 第三次会议 研究提高我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和川藏铁路规划建设问题 

2018 年 7 月 13 日 第二次会议 研究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问题 

2018 年 4 月 2 日 第一次会议 研究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思路和举措，研究审定《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国盛证券研究所 

 

图表 2：我国铁路线密度低于美国  图表 3：城乡用水普及率差距仍大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国盛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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