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泽平：定向降息降准支
持新基建、新能源、数字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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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国常会提出：“面对经济新的下行压力和市场主体新困难，

有效实施预调微调。”11月 8 日，人民银行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相当于

定向降息再贷款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重点领域的发展。 

3 季度经济增速“破 5”，可能已经跌破潜在增长率。5 月以来经济开

始放缓，8-10 月经济出现下滑，主因是房地产市场销售遇冷、金融信用政

策收紧、基建增速下滑、就业和消费低迷、上游成本大涨等（参考 7 月“对

未来经济下行要有估计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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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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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共识和政策。倡导的“放开三孩”也从学术观点上升为政策。我们推荐

的新基建、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成为资本市场最大的投资机会!《新基建》

一书荣获国家重大奖项！ 

“新基建”所包含的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数字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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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代表了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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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建议，启动以新能源、数字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基建”作为跨周

期调节的最重要抓手，既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也有助于培育

新技术、新产业、新引擎，实施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定向降准降息再贷款

以及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给予支持，以代替过去刺激房地产和“老基建”作

为稳增长的工具手段。 

1、对未来经济下行要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3 季度经济增速破“5”，

经济可能已经跌破潜在增长率。 

5 月以来经济再度下行，三季度经济放缓加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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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驾马车中，只有出口高增，但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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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确定性较大。大宗商品价格大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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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第三季度 GDP 两年复合同比增长 4.9%，第一、第二季度分

别增长 5.0%和 5.5%。 

9 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比分别为-13.2%和-15.8%；房地产投

资同比增长-3.5%，连续 6 个月下滑；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同比-11.2%,较

上月下滑 4.7 个百分点；截至 2021 年 10 月 17 日，实施土地集中供应的

挂牌地块 822 宗，流拍地块 266 宗，流拍率高达 32.4%。其中北京、广州、

杭州、沈阳流拍率超 50%。 

9 月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同比增长-4.5%，较 8 月回升 2.1 个百分点。 

9 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两年复合同比仅增长 3.8%，实际同比增长

2.5%。 

9 月中国出口额（以美元计）同比增 28.1%，两年复合增速 18.4%，

较上月上升 1.3 个百分点。 

9 月 PPI 同比 10.7%，涨幅创新高；主要受煤炭、天然气等能源品以

及高耗能大宗品拉动。CPI 同比 0.7%，延续下滑，主要受猪肉价格拖累，

非食品价格环比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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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大、中、小型企业 PMI 分别为 50.3%、48.6%和 47.5%，中小

企业经营压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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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怎么对冲疫情和经济放缓压力？其实最简单有效的办法还是新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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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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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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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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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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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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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充电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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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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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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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9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