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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的 

重点方向与相关建议
＊
 

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

引领性产业。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基础设施

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从项目领域看，网络型、

产业升级、城市、农业农村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将成

为发力重点。从分布区域看，东部地区总量可观，中

西部地区增长潜力大。从融资方式看，专项债放量、

城投融资趋紧、基建 REITs前景广阔。建议积极有序推

动重大项目建设，减轻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动区

域基础设施建设协同发展；灵活安排融资模式，解决

项目资金供给困难。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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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方向与相关建议 

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引领性产业。当前我国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从项目领域看，网络型、产业升级、

城市、农业农村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发力重点。从分布区域看，东部地区总量

可观，中西部地区增长潜力大。从融资方式看，专项债放量、城投融资趋紧、基建

REITs 前景广阔。建议积极有序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减轻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推动

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协同发展；灵活安排融资模式，解决项目资金供给困难。 

一、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凸显 

（一）从短期看，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基建投资是稳增

长的重要抓手 

从历史来看，基建投资是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手段，基建投资增速与经济

增长通常呈反向变动（图 1）。2022 年以来，受国内多地疫情反复、国外不确定性加

大等影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一季度 GDP 增速仅为 4.8%，明显低于政府工

作报告中设定的 5.5%左右增长目标。供需两端双双承压，4 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同比下降 2.9%和 11.1%。在此背景下，基建投资成为稳增

长的主要发力点
1
。1-4 月，基础设施投资（全口径）同比增长 8.3%，明显高于 GDP 增

速。根据相关测算显示
2
，从投向基建的增量资金来看，预计 2022 年全年基建发力可

拉动 GDP 增长 0.4-0.6个百分点。 

  

                                                                 
1 2022 年以来，我国稳增长政策不断加码，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成为重要发力点。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提出建设重点水利工程、综合立体交通网、重要

能源基地和设施等工作重点。4 月 26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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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9日，政治局会议中提出“要全力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强化土地、用能、

环评等保障，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2 数据来源于 ICBC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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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基建投资成为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手段 

 

注：阴影部分为不同周期，虚线方框反映了基建逆周期调节特征 

资料来源：Wind，浙商证券，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从中长期看，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增长潜力巨大 

第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充分拉动内需，激发经济增长动能。从总量上看，

我国基建市场仍具有广阔增长空间。传统基建方面，目前我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水平

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 20%-30%。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9 年我国

基础设施领域排名第 36 位。截至 2020 年底，我国铁路运营总里程超 14.63 万公里，

位列世界第二，但铁路人均里程仅为 1 公里/万人，远低于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 4

公里/万人的水平。新基建方面，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十四五”期间我

国新基建投资将达到 10.6 万亿元，占全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 10%左右。从结构上看，

伴随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新基建与传统基建加速融合发展。新基建依托传统基础设

施网络和经济要素资源，统筹空间布局和要素连接，传统基建应用大数据、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加快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新老基建协同高质

量发展持续创造新需求。 

美国次贷危机 

 



宏观观察                                                                                                                                    2022年第 33期（总第 430 期） 

3 

第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

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当前我国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

施网络还存在诸多短板和不足，基础设施供给在地区间、城乡间、城市间以及“建管

养运”各环节之间，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供给不充分等问题，需加快建设和改造升

级。新基建能够大幅提升传统基础设施的质量和效率，激发数字要素流动活力促进经

济循环畅通高效，推动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第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强化国家安全能力的重要基础。我国每年会面临自然

灾害、公共卫生事件以及信息数据安全等问题，这给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带来很大挑

战，强化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是应对各类风险问题的重要保障。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关键领域覆盖还有助于推进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高我国产业能级和国际竞

争力，增强科技自强自立，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保障国家安全。 

二、未来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方向与主要趋势研判 

今年以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节奏加快、力度加大。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1-4

月共审批核准固定资产总投资额达 5333 亿元，明显高于去年同期水平（1327 亿元，

图 2）。 

图 2：近几年 1-4月国家发改委审批核准固定资产项目投资额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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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项目领域看，网络型、产业升级、城市、农业农村等领

域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发力重点 

结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内容，未来我国基础设施的发力点将集中在以

下五大领域： 

一是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基础设施。从横向国际对比和纵向自身发展来看，

我国在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依然存在较多不足，未来有较大发展

空间。通过梳理各省“十四五”重大项目规模发现，这类网络型基础设施项目占比超

7成（图 3），是本轮基建投资的主体。从交通基建领域来看，未来我国交通基建项目

投资力度较大。截至 2022年一季度末，全国共有 23个省份公布其 2022年交通建设计

划，总投资额约 3 万亿元，其中浙江、云南、山东等省计划投资额排名靠前（图 4）。

根据交通部数据，2022 年我国计划新增铁路新线 3300 公里以上、新改扩建高速公路 

8000公里以上、新增及改善高等级航道 700公里以上、新增颁证民用运输机场 8个
3
。

中长期看，根据《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到 2035年，我国将基本建成便捷

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

网，实现国际国内互联互通、全国主要城市立体畅达、县级节点有效覆盖，有力支撑

“全国 123 出行交通圈”和“全球 123 快货物流圈”
4
。具体地，到 2035 年国家综合

立体交通网实体线网总规模合计 70万公里左右（不含国际陆路通道境外段、空中及海

上航路、邮路里程），其中铁路 20万公里左右，公路 46万公里左右，高等级航道 2.5

万公里左右。沿海主要港口 27 个，内河主要港口 36 个，民用运输机场 400 个左右，

邮政快递枢纽 80个左右。 

 

 

                                                                 
3 2021 年我国铁路新开通线路超 4000 公里、新增高速公路超 8000 公里、新增及改善高等级航道约 1000 公里、新颁

证民用运输机场 7 个、新增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 1000 公里。 
4 “全国 123 出行交通圈”指都市区 1 小时通勤、城市群 2 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 3 小时覆盖；“全球 123 快货物流

圈”指国内 1 天送达、周边国家 2 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 3 天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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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十四五”时期各省重大基建项目类型及占比 

 

资料来源：各地方政府网站，国泰君安证券，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4：2022年各省交通建设计划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各省交通运输厅，中国银行研究院 

从能源基建领域来看，能源结构绿色低碳化转型与全国电网转型升级将带动大规

模能源基建投资。能源结构转型发展呈现明显的电气化趋势，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会测算，预计 2025 年、2030 年、2035 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分别为 9.5 万亿、11.3 万

亿、12.6 万亿千瓦时。一方面，在“双碳”目标背景下，未来我国新能源将加速布局，

风电光伏基地建设将成为基建投资的重要增长点。“十四五”规划明确，到 2030年我

国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的占比要提升至 25%，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要达到 12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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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瓦以上。截至 2022 年一季度末，全国共有 23 个省份明确其“十四五”时期风电光

伏装机规模，总规模约 6.2 亿千瓦，更多集中在甘肃、内蒙古、青海等西北省份。另

一方面，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构建迫切性提升，电网转型升级将带动大规

模投资。根据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数据，二者“十四五”期间分别计划投入 3500亿美

元（约 2.23 万亿人民币）和 6700 亿元用于电网建设（图 5），加快数字电网建设和

推进电网转型升级。如果进一步考虑地区电网公司，预计“十四五”期间全国电网总

投资将突破 3 万亿元。值得注意的是，电网投资的重点将是特高压中的直流电。例如，

国家电网将规划建成 7 回特高压直流，新增输电能力 5600万千瓦。 

图 5：“十四五”时期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计划投资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信建投，中国银行研究院 

从水利基建领域来看，2022 年水利部设定的水利建设目标是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

30 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 8000 亿元。投向上，持续加大民族地区，以及革命老区、

脱贫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水利项目投资力度。2022 年 1-5 月，全国水利建设新开工

10644 个项目，投资规模 4144 亿元，其中投资规模超过 1 亿元的项目有 609 个；已落

实投资 6061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 1554 亿元，增长 34.5%；完成投资 3108 亿元，较

去年同期增加 1090亿元，增长 54%。6月 13日，人民银行、水利部联合召开金融支持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各金融机构要找准定位、创新产品、

依法合规，切实加大对水利项目的金融支持力度。 

二是信息、科技、物流等产业升级基础设施。这类基础设施项目对推动我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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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当前规模不大但成长性高。随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全

面启动，数据中心资源配置优化与结构调整将带动大量投资。近年来，我国互联网数

据中心（IDC）业务市场规模明显增长，科智咨询预计到 2024年将超过 6000亿元（图

6）。根据国家发改委数据，2022 年以来全国 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中新开工项目为

25 个，数据中心规模达 54 万标准机架，带动各方面投资超过 1900 亿元。其中，西部

地区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 6 倍，投资总体呈现出由东向西转移的良好趋势。工信部

《“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累计

投资由 2020 年的 2.5 万亿增至 2025 年的 3.7 万亿元，重点建设方向为新一代超算、

云计算、人工智能平台、宽带基础网络等设施。5G 网络建设投资将保持持续高速增长。

根据工信部《2021 年通信业统计公报》，2021 年我国电信固定资产投资为 4058 亿元，

其中 5G 投资额占比为 45.6%，较上年提高 8.9 个百分点。截至 2022 年一季度末，我

国累计开通 5G基站超 155.9万个，平均每万人基站数约 8.2个，但与“十四五”目标

5相比仍有较大发展空间（图 7）。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2020-2025 年，我

国 5G网络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 1.2万亿元，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以及各行业应用投资超

过 3.5万亿元。 

图 6：我国互联网数据中心（IDC）业务市场规模及预测 

 

资料来源：科智咨询，中国银行研究院 

                                                                 
5 根据工信部《“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到 2025年我国每万人拥有 5G基站 26个，5G用户普及

率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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