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煦明：实施“一揽子扩大有

效投资计划”，及时稳定宏观

经济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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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见领袖 冯煦明 

 

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总体上实现了较为平稳的开局；然而 3 月份以

来，受部分地区新一轮疫情和乌克兰战争两个超预期因素的影响，经济运

行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挑战明显增多，宏观经济景气度转弱，一些经济

指标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与此同时，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加剧，经

济中的悲观情绪有所蔓延。面对这些新的形势变化，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

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

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从宏观层面来看，投资和消费疲弱是制约当前国民经济循环畅通的主

要梗阻，国内需求不足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矛盾的主要方面。微观调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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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现，缺需求、缺订单是当下很多企业面临的首要难题。在这种情况下，

扩大国内需求就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重要着

力点。 

国内需求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大类。从短期来看，投资是实施

逆周期调节、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最具主动性的政策抓手。相较而言，消费

取决于微观居民主体在特定收入约束下的决策，且粘性较大，因而宏观政

策对于扩大消费需求的作用空间和作用效果都较为有限。正因如此，本次

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全力扩大国内需求。 

当前，我国既存在扩大有效投资的现实需要，也具备扩大有效投资的

现实条件。 

一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客观上仍然有大量领域亟须新增

投资。一是基础设施投资。不论在传统基础设施领域还是在新型基础设施

领域，我国都存在大量投资空间，前者如交通、能源、农田水利、垃圾处

理、战略物资储备、应急管理等基础设施；后者如 5G、特高压、新能源汽

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智慧物流体系、工业互联网等。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十一次会议专题研究了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提出要优化基础设

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二是产能绿化投资和产业技术改造投资。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钢铁、煤炭、化工、家具制造等高污染高耗能行业面临数以万亿计的“产

能绿化”投资需求。同时，纺织、家电制造、煤炭采掘等诸多传统行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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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也需要实施技术改造来

保持竞争力。新型农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领域也需要新增

投资来实现产能升级和扩张。 

三是民生补短板投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民生领域仍

然存在供给短板。人口净流入规模较大的城市普遍面临基础教育学位不足、

医院床位不足等问题；以大学毕业生和新一代农民工为主体的新市民群体

购房难、租房贵，住房困难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一些地区老旧城区、老旧

小区亟须改造更新……等等问题都意味着巨大的投资空间，需要增加有效投

资来扩大民生服务供给规模，提升供给品质。 

另一方面，我国宏观储蓄率仍处于较高水平，加之当前经济中可供使

用的劳动、资本等要素资源较为丰富，产能利用率有待提升，因而具备将

上述投资需求转化为实际有效投资的现实条件。 

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主体预期转弱的情况下，单项政策的

作用有限，难以从根本上提振市场主体预期和信心，因而须要从较高层面

进行全局性、综合集成式的政策规划。建议以“短期稳增长、惠民生；长

期促转型、攒后劲”为原则，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民生补短

板等领域及时谋划出台影响面广、规模足够、乘数效应明显的“一揽子扩

大有效投资计划”。 

具体而言：第一，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一是加强交通、能源、水利等网络型基础设施，实施联网、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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