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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介绍一揽子增量政策 4 万亿管网投资“大

礼包”提振信心 

联合资信  研究中心 

10 月 8 日周二，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和副主

任刘苏社、赵辰昕、李春临、郑备介绍“系统落实一揽子增量政策 扎实推动经济

向上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持续向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本场新闻发布会“一

正四副”的配置，实属罕见。国家发改委统筹财政、金融、投资、房地产等各领域

政策，对一揽子增量政策有更加全面的掌握，因此发布会对于增强宏观政策的取向

一致性，强化政策合力，提振信心具有重大意义。 

此次新闻发布会是继 9 月 26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9 月 29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国庆长假之后的第一次高规格部级新闻发布会。一方面对短期四季度加快经济建

设，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做出了详细和全面的说明，向市场各方传达了“胸有

成竹”的发展决心。另一方面在存量政策基础上，围绕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

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加大助企帮扶力度、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提振资本市场

等五个方面，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增量政策突出短

中长期相结合，亮点频出，例如放宽专项债资金使用范围、下放专项债审批权限、

4 万亿元管网投资项目储备。面对未来一段时间经济调控需要，市场各方预期中央

将推出数万亿元的宏观调控举措。国家发改委推出 4 万亿元的管网投资项目，在

体量和时点上都回应了市场和学界的预期。在数年内完成 4 万亿元的管网建设，

将提振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的信心，反应了中国在宏观调控投资方面仍有较大潜力。

具体来看，存量和增量政策都是热点频出。 

今年近 6 万亿元的政府投资绝大部分已经落实到具体项目。从项目开工率来

看，后续仍有加快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基建投资增速的潜力。8 月基建投资（不含

电力）累计同比增长 4.4%，为完成全年 5.0%的经济增长目标，基建投资增速仍需

保持一定速度，6 万亿资金使用进度的加快将有力保障这一调控目标。发改委表示，

将督促有关地方到 10 月底完成今年剩余约 2900 亿的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的发行

工作，同时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范围，适当扩大用作资本金的领域、规模

和比例，研究开展项目审核自主权试点。10 月底完成全年的专项债发行，为加快

专项债使用速度探索制度空间，将为四季度加快经济建设提供更加充裕的资金。随

着经济形势的发展，提前两个月完成年内专项债的发行或预示着 11、12 月有新的

专项债财政工具出台，例如提前发行 2025 年专项债额度。 

发改委表示，2025 年将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近期将在年内下达明年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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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和 1000 亿的“两重”建设项目清单。“两重”建设项目作

为超长期特别国债的主要使用渠道，其提前谋划、提前布局，加大项目储备，将为

宏观调控提供更多的战略空间。发改委表示，有关方面预计在未来五年需要改造的

城市燃气、供排水、供热等各类管网总量将近 60 万公里，投资总需求约 4 万亿。

国家发改委推出的 4 万亿元管网项目“大礼包”将形成重要的投资项目储备，在

必要时快速投入建设，对于公用事业运营、基础设施施工等企业是重大利好，有利

于相关方面的信用风险修复。 

发改委表示，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用好一致性评估的工作机制，提升

各领域政策的目标、工具、力度、时机、节奏的一致性和匹配度。宏观政策取向一

致性制度保障有利于扩张性政策形成合力，提振经济增长信心。发改委作为综合性

部门，通过这一机制能够更好协调各方，避免政策合成矛盾，让政策有进有退，更

好服务经济发展大局，这将鼓舞各方更有信心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的目标

任务。下一步，财政部将于 10 月 12 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财政增量政策，将

与货币、投资等调控政策相呼应，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