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泽平：是该启动“新”
一轮基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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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任泽平团队 

 

我们在 2020 年 2 月 28 日提出《是该启动“新”一轮基建了》，倡导

启动“新基建”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引发各界讨论，从学术讨论走向社

会共识。倡导的“放开三孩”也从学术观点上升为政策。《新基建》荣获中

组部第五次党员培训创新教材奖。 

“新基建”所包含的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半导体、

芯片、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为过去近两年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的重大投

资机遇。 

在外部性、周期性、政策性等因素的叠加下，经济下行压力再次凸显，

而政策要求“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因此，发力“新”

一轮基建尤其“新基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 

1、对未来经济下行要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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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以来经济再度下行，8-9 月经济数据出现加速降温迹象，部分是

因为疫情反弹、汛情等短期因素，更主要的是金融信用政策收紧、房地产

调控不断升级、大宗商品成本上升等中期因素导致的。 

经济先行指标社融、房地产销售、新出口订单等已经连续 4 个月以上

回落；经济一致指标消费、地产投资下滑，基建疲软。 

物价数据作为滞后指标尚在高位，这是供求缺口、全球流动性宽松和

运动式“减碳”共同作用的结果。 

感受一下近期的主要经济指标冷暖情况： 

9月 PMI生产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49.5%和 49.3%，落入临界值以下；

新出口订单指数 46.2%，较上月下滑 0.5 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落入临界

值以下。 

9 月前 28 天，30 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套数和面积同比分别为-31.4%

和-32.4%；8 月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 0.3%，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为-13.9%；

资金来源回落，8 月房企从国内贷款、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定金及预收

款、个人按揭贷款到位的开发资金同比分别增长-19.6%、-59.1%、-0.7%、

-6.8%和-8.0%。 

9 月大、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 50.4%、47.9%和 47.5%，中小企

业经营压力大。 

9 月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分别为 63.5%和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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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上月 2.2 和 3.0 个百分点。其中，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化学原

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位于高位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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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怎么对冲疫情和经济下行？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基建，“新

基建”兼顾短期和长期，是实现跨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短期有助于稳增

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培育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释放中国经济增

长潜力，提升长期竞争力，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这几年，中国经济分析研究最需要的是客观专业务实。现在一提到基

建有些人就会说是刺激铁公基，这是误解。过去 40 年，没有适度超前的基

建，怎么会有中国制造的强大竞争力？没有超前的网络宽带建设，怎么会

有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发展？而印度经济发展潜力释放不出来，很大程度受

制于基础设施短缺，道路、桥梁、卫生系统都问题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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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看，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增发特别国债加强基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推出大规模基建投资，尽管当时争议很大、批评很多，

但现在看来意义重大，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

力，释放了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巨大潜力。 

“新基建”是有时代烙印的。如果说 20 年前中国经济的“新基建”

是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那么未来 20 年支撑中国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

“新基建”则是 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科技新基建，以

及教育、医疗、社保、户籍等民生新基建，还包括发展资本市场、减税降

费、扩大对外开放、保护知识产权等制度新基建。 

启动“新”一轮基建，关键在“新”，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

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导致过剩浪费和“鬼城”现象。

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四“新”： 

未来“新”一轮基建主要应有五“新”。 

一是新的领域。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桥梁等传统基建

的基础上大力发展 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

高速铁路、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教育、医

疗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创新稳增长，发展创新型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 

二是新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最终是为人口和产业服务的，未来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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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人口将更多地聚集到城市群和都市圈，比如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

等，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 等基础设施将

面临严重短缺问题，在上述地区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最大化

经济社会效益。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以推进大规

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加强债务约束，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

显浪费。 

三是新的方式。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变革。新基建大多属于新技

术、新产业、新经济，需要不同于传统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

度支撑。在财政政策方面，研发支出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低税率；在

货币金融政策方面，在贷款、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IPO（首次公开募股）、

发债等方面给予支持，推动规范的 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产业政

策方面，将新基建纳入国家战略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 

四是新的主体。要进一步放开基建领域的市场准入，扩大投资主体，

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项目要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事实上华为、百度、腾

讯、阿里巴巴等企业已经大力投入新基建。政府、市场和企业相互支持配

合，市场能干的尽可能交给市场，这样更有效率，政府提供财税、金融等

基础支持。区分基础设施和商业应用，前者是政府和市场一起，后者是更

多依靠市场和企业。 

五是新的内涵。除了硬的“新基建”，还应该包括软的“新基建”，

即制度改革。加强信息公开透明，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加大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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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

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是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发

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的积极性等。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

息网络，拓展 5G 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

助力产业升级。” 

“十四五”规划提出：系统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加快第五代移动通信、

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建设。 

有观点认为，大搞减税基建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财政收支平衡压力

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缺少长远的大局观，在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财政

还要保收支平衡将使企业居民雪上加霜，财政应该搞跨期平衡，从平衡财

政转向功能财政。只要中国经济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何愁未来财政

问题。如果百业萧条，财政何谈平衡。 

十几年前，很多观点都说北京人口太多了。2000 年北京常住人口 1382

万人，2008 年 1695 万人，根据统计部门公报 2019 年 2154 万人，事实

上根据大数据可能已经超过 2500 万人。20 年前我们按照 1500 万人规划

了这座城市，规划了她的土地供应、轨道交通、公路、教育、医院，现在

北京人口增加了 1000 万人，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所以，人口流入

城市进行适度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助于稳增长，而且是重大民生

福音，何乐而不为呢？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273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