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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定位提升范围拓展，我国进入大基建时代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简评 

联合资信研究中心 

 

4 月 26 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提出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的决策部署，将基础设施的定位提升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并对其内涵及范围

进行了大幅深化拓展。联合资信相信，这次会议注定将成为中国基建史乃至经济

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会议。由此，我国进入涵盖传统基建和新基建、统筹发展

和安全的“大基建”时代。我们预计，在大基建时代，政府部门引领信用扩张的

作用将更加凸显，并进一步带动企业部门信用扩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量。大基建投资在当前能够发挥稳增长作用，助力实现今年增长目标的同时，还

将为未来一个时期的稳增长奠定基础，为我国经济较长期维持中高速增长提供有

力支撑。 

将基建定位提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强调，基础设施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统筹发展和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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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

坚实基础。基础设施长期以来被定位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受到较高重视。此次会

议从保障国家安全、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扩大内需、推动高

质量发展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度，做出全面加强基建的决策及部

署安排。这是党中央在长期实践中获得的认识上的深化，更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和

突破。 

基建领域的范围得到大幅拓展。会议明确指出，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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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要适当超前，布局有利于引导产业

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会议对大基建的五个重点领域做出明确规定：

一是加强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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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提升网络效益。加快建设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加强沿海

和内河港口航道规划建设，优化提升全国水运设施网络。发展分布式智能电网，

建设一批新型绿色低碳能源基地，加快完善油气管网。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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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动脉，推进重点水源、灌区、蓄滞洪区建设和现代化改造。二是加强信息、

科技、物流等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建设新一代超算、云计算、人工智能

平台、宽带基础网络等设施，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加强综合交通枢

纽及集疏运体系建设，布局建设一批支线机场、通用机场和货运机场。三是加强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推进城市群交通一体化，建设便捷高

效的城际铁路网，发展市域（郊）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推动建设城市综合道路

交通体系，有序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加强城市防洪排涝、污水和垃圾收集处

理体系建设，加强防灾减灾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公共卫生应急设施建设，加强智

能道路、智能电源、智能公交等智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完善农田水利设施，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建设“四好农村路”，

完善农村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实施规模化供水工程，加

强农村污水和垃圾收集处理设施建设，以基础设施现代化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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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次会

议从功能角度对基础设施做出了划时代的创造性划分，首次提出了网络型基础设

施和维护国家安全基础设施概念，大基建的内涵和外延更具战略性、全面性、系

统性，也更有利于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

设施体系。 

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保障得到强化。会议强调，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保障。

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建立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各领域、各地

区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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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规范发展、

阳光运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市政设施投资运营。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大关键核

心技术研发，提升基础设施技术自主可控水平。基建大规模投资主要是依靠政府

信用扩张筹集资金，同时带动民间投资。会议专门就 PPP 模式在大基建中的运用

提出要求，有望督促解决该模式在前期发展中出现的如运作不规范、地方政府隐

性债务增加、合作方与政府双方之间违约频发等问题，真正发挥 PPP 模式在基建

投资和运营方面撬动社会资本参与、提高运营效率、风险收益对等的积极作用。 

当前启动大基建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长远意义。短期来看，当前我

国面临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不减，

叠加疫情大规模反复、俄乌地缘政治冲突和美国货币政策收紧等三大冲击，经济

新的下行压力有所增加。一季度我国消费和出口增长均出现回落，投资增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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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基建投资增速虽有回升，但依然处于历史低位，而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增

长均有所下行。根据当前形势，房地产和制造投资难以在短期内提振，在这种情

况下加强大基建投资，发挥政府投资的杠杆作用和政府信用扩张的带动作用，显

然是稳定经济增长的可行有效途径。中长期来看，基建投资增长是内需增长的重

要来源。构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不仅是重要的消费对象或生产投入，而且为生

产、消费增长创造了便利和条件，将对生产经营和消费增长产生长远的促进效应。 

大基建具有积极的信用影响，同时部分行业的信用分化将持续。总体上看，

大基建的启动，一方面可以激发内需增长，增强和优化内循环，减轻当前面临的

供给冲击，另一方面可以提振市场主体信心，扭转预期弱化，从而有效缓解“三

重压力”，弱化“三大冲击”的负面影响。具体看，一是由于大基建涵盖范围广

泛，因而会对整个制造业产生正向信用影响。与以往基建投资的受益范围仅限于

工程服务、工程设备和建材等传统基建行业不同，大基建将对制造业和高技术服

务业等产业产生广泛的需求拉动，从而对制造业产生广泛的正面信用影响。二是

房地产行业信用分化继续存在。大基建投资将对冲房地产投资的下滑，减轻经济

对房地产投资的依赖，维持“房住不炒”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为房地产实现软

着陆提供有利支持。同时，房企经营分化和风险释放可能继续存在，部分负债率

高、扩张过快、经营不善、流动性差的房企，仍然存在违约风险。三是城投平台

或将受益于大基建。长期以来，城投平台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次会议强调要搞好顶层设计，高质量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资质较好的城

投公司可能因为其在基础设施投资、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市场地位和历史经验，而

在大基建时代承接更多的基建项目，使其经营和融资环境得以改善，从而受益于

大基建。同时应该看到，按照会议要求，大基建时代将加强监管，落实责任，评

估督导、跟踪问效，严禁一哄而上和大水漫灌，因而对资质差、负债率高、过度

依赖政府的部分城投平台，其信用风险仍需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