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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新基建：新一輪政策紅利來臨

新基建．新紅利．新機遇

2020 年 3 月 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會議強

調，加快推進國家規劃的重大工程與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 5G 網絡、數

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這些事關國家發展的工程與項目早在 2019

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就做出了安排，為保證 2020 年的經濟穩定增

長，這些項目需盡快啟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備受社會各界關注。

一、國之重器：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新型基礎設施是一個與傳統基礎設施相對的概念。傳統基礎設施指的

是鐵路、公路、機場、港口、水利設施等項目，又稱“鐵公基”，在中國

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基礎性作用。但隨著社會經濟不斷發

展，“鐵公基”已無法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應運

而生。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簡稱“新基建”）以 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

網、物聯網、衛星互聯網為代表，從本質上看，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指的就

是信息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可為傳統產業朝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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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涉及通信、電力、交通、數字等多個行業的多

個領域，如 5G 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

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如表 1-1所示。由此

可見，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直接關係著未來的國計民生，是名副其實的“國

之重器”。

表 1-1 新基建的細分領域及應用

新基建

領域 應用

5G基建
工業互聯網、車聯網、物聯網、企業上雲、人工

智能、遠程醫療等

特高壓 電力等能源行業

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

交通
交通行業

新能源汽車充電樁 新能源汽車

大數據中心
金融、安防、能源等領域及個人生活方面（包括

出行、購物、運動、理財等）

人工智能 智能家居、服務機器人、移動設備、自動駕駛

工業互聯網

企業內部的智能化生產、企業之間的網絡化協

同、企業與用戶之間的個性化定製、企業與產品

的服務化延伸

衛星互聯網 通信、軍事、定位服務、跟蹤天氣情況

二、新基建政策的由來與發展

中國政府對新基建的關注與討論由來已久。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這一概

念最早出現在 2018年 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會議強調“加

快 5G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

設”。此後，關於新基建的政策陸續出台，新基建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

關注。

2020年 3月 4日，為保證社會經濟的平穩運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務委員會再次提出“加快 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充

分體現了中國政府對新基建的高度重視。從 2018年到 2020年，中國政府

圍繞新基建發佈了很多政策與規劃，其內容如表 1-2所示。

表 1-2 國家新基建政策規劃與主要內容

時間 會議 主要內容

2018年 12月 19日
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

要發揮投資關鍵作用，加大製造業技術改造

和設備更新，加快 5G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

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2019年 3月 5日 政府工作報告

加大城際交通、物流、市政、災害防治、民用

和通用航空等基礎設施投資力度，加強新一代

信息基礎設施建設

2019年 7月 30日 中央政治局會議

穩定製造業投資，實施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城

市停車場、城鄉冷鏈物流設施建設等補短板工

程，加快推進信息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

2019年 12月 10日
中央經濟

工作會議

加強戰略性、網絡型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川藏

鐵路等重大項目建設，穩步推進通信網絡建設

2020年 1月 3日 國務院常務會議
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出台信息網絡等新型基

礎設施投資支持政策，推進智能、綠色製造

2020年 2月 14日

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員會第

十二次會議

基礎設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要以整

體優化、協同融合為導向，統籌存量和增量、

傳統和新型基礎設施發展，打造集約高效、經

濟適用、智能綠色、安全可靠的現代化基礎設

施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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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會議 主要內容

2020年 2月 21日 中央政治局會議

加大試劑、藥品、疫苗研發支持力度，推動生

物醫藥、醫療設備、5G網絡、工業互聯網等

加快發展

2020年 3月 4日 中央政治局會議
要加快 5G網絡、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

設進度

2020年 4月 20日 國家發改委

首次就“新基建”概念和內涵作出正式的解

釋，明確了新基建主要包括信息基礎設施、融

合基礎設施以及創新基礎設施等三大領域，將

衛星互聯網作為信息基礎設施納入其中

三、新基建驅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從目前的形勢看，現在是推動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良機，無論科技水

平還是商業模式都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同時，新基建

的發展也將反作用於科技、商業，促進科技進步，推動商業模式革新，促

使民眾消費習慣發生巨大轉變，使“基建”與“產業”形成良性互動。

（1）基建補短板所產生的作用與傳統基建相似，都可以直接拉動軌道

交通、醫療養老、公共設施等行業發展，並對工程機械、水泥建材等行業

發展產生間接促進作用。對於交通運輸、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

設來說，新基建也具有補短板的功能，不僅可以帶動軌道交通、醫療養

老、舊改、文體等行業發展，還能通過產業鏈傳導，給建築業、工程機

械、水泥建材等上游行業帶來發展機會。

（2）從狹義範圍來看，新基建指的就是 5G、大數據、人工智能、工

業互聯網等項目建設，其關鍵在於可以推動傳統產業朝數字化、網絡化、

智能化方向轉型升級。基於這一特點，新基建不僅可以對相關行業發展產

生直接促進作用，還能帶動上下游產業發展，使電子信息設備製造業、信

息傳輸服務業、軟件信息技術服務業等行業受益。另外，隨著工業互聯網

建設不斷推進，工業企業內部也將實現網絡化、信息化改造，工業企業的

生產效率也將實現大幅提升。

四“新”詮釋新基建

據 21數據新聞實驗室數據，截至 2020年 3月 5日，24個省（區、

市）公佈了未來的投資計劃，2.2萬個項目總投資額達 48.6萬億元，其中

2020年度計劃投資總規模近 8萬億元。

當前，中國生產與需求明顯減弱，2020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速度下

滑嚴重，甚至有可能出現負增長，其中餐飲、交通、旅遊、住宿等行業受

到的影響最為嚴重。2020年 2月，官方製造業、非製造業及 PMI指數１均

創歷史新低，非製造業 PMI跌破 30%，嚴重程度遠超 2008年金融危機。

製造業投資、房地產投資、基建投資構成了固定資產投資的三大主

體。當前，中國製造業投資需求減弱，投資額可能出現負增長。房地產行

業開工、銷售均延期，投資額顯著下降。在嚴禁炒房、嚴防房地產泡沫的

政策環境下，很難通過全面放開房地產政策拉動投資需求。於是，基建投

資變成拉動投資的關鍵。

與過去的基建投資不同，新基建投資的重點在於補短板、穩增長、穩

就業、全面釋放經濟增長潛力，打造長期競爭力。具體來看，新基建的

“新”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如圖 1-1所示。

１ PMI指數（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中文譯作“採購經理指數”，是指通過對

採購經理的月度調查彙總出來的指數，能夠反映經濟的變化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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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新基建的四大體現

一、基建投資新區域

從投資空間看，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增長空間極大。2019年底，中

國城鎮化率突破 60%，成績雖然顯著，但距離發達國家的 80%還有一些

差距，說明中國城鎮化建設還有很大的空間，未來仍需提速。

從人口流動看，未來，城市群、都市圈將會聚更多人口，這些區域將

成為基建投資的重點。據預測，城鎮化將加速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

長江中游、成渝、關中平原、中原城市群等 7個主要城市群發展，導致這

些地區的基礎設施出現重大缺口。除此之外，隨著鄉村振興戰略不斷推

進，農村地區也將釋放出巨大的基建需求。

二、基建投資新機制

過去，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渠道比較單一，主要是地方政府舉

債，存在隱性的債務風險。未來，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需要建立新機制，一

邊拓展融資渠道，一邊加大中央財政支持力度。

在拓展融資渠道方面，為了構建多元化的融資渠道，政府需要與行

業攜手規範、完善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

作）融資模式，增加 PPP項目的數量，提高 PPP項目供給質量和效率。

同時，政府與行業還需探索其他融資模式，吸引更多資本進入，創建全新

的基建投資機制，真正形成多元化的融資模式。

在中央財政支持方面，目前，中國政府整體負債水平不高，中央政府

槓桿率較低，為緩解地方財政壓力，可以適度提升中央政府的槓桿率，擴

大基建投資規模。

三、基建投資新主體

過去，在中國的基建投資中，政府是投資主體，佔據著主導地位。未

來，中國基建領域將吸引更多社會資本進入，投資主體將變得多元化。為

了做到這一點，政府需要推進市場化改革，降低基建投資的市場准入門

檻，減少對民營資本的限制。對於那些收益可觀的項目，要鼓勵其面向市

場，歡迎民間資本進入，平等地看待所有投資主體。政府要全面實施市場

准入負面清單制度，列入清單以外的行業、領域，允許各類市場主體依法

進入，並保證各市場主體享有同等權利與責任。 

四、基建投資新領域

新基建以強戰略性、網絡型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將有助於消費升

級、產業升級的領域視為投資熱點，以期藉此為結構轉型與產業升級提供

基礎性支持，促進新業態、新產業、新服務不斷發展。具體來看，新基建

的投資領域包括信息通信、5G等基礎網絡建設，生態綠化、水和大氣污

染治理等環保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文體等民生保障項目，市政管

網、城市停車場、冷鏈物流等市政工程建設，農村公路、水利、文衛等農

業農村設施建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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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的八大部分

一、5G基建

作為移動通信領域變革的焦點以及“經濟發展新動能”，5G已成為新

型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領域。無論從未來可承接的產業規模來看，還是從

對新興產業的技術支持來看，5G都非常值得期待。

目前，中國幾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都要立足於 5G，如工業互聯

網、車聯網、企業上雲、人工智能、遠程醫療等。再加上 5G輻射的領域

本身就極廣，包括網絡規劃、無線主設備及傳輸設備、終端設備、運營

商，甚至延伸到了消費領域。由此可見，投建 5G基礎設施建設的意義重

大。5G基建相關產業鏈如表 1-3所示。

表 1-3 5G基建相關產業鏈

5G基建

產業鏈 細分產業鏈

網絡規劃

無線主設備及傳輸設備

小基站、天線、鐵塔

基站射頻、濾波器

SDN/NFV

光纖光纜

無線主設備及傳輸設備
光模塊

光通信設備

終端設備
終端天線、濾波器

終端射頻材料

運營商

二、特高壓

特高壓指的是±800千伏及以上的直流電和 1000千伏及以上的交流

電，特高壓電網建設可有效提升電網傳輸能力。中國特高壓電網建設始於

1986年，是全球唯一一個將特高壓輸電項目投入商業運營的國家。雖然

截至目前，中國特高壓電網建設已有 30多年，但發展空間依然很大。根

據《國家電網 2020年重點電網項目前期工作計劃》，2020年有望核准 7

條特高壓線路、開工 8條特高壓線路，全年特高壓建設項目明確投資規模

1128億元。並且，國家電網已面向社會招標，鼓勵社會資本進入，以拓

展融資渠道，保證特高壓建設的持續性、穩定性。特高壓相關產業鏈如表

1-4所示。

表 1-4 特高壓相關產業鏈

特高壓

產業鏈 細分產業鏈

直流特高

壓

換流閥、控制保護、換流變壓器、互感器、直流斷路器、高壓電

抗器、電容器、高壓組合、斷路器、避雷器

交流特高

壓

GIS、特高壓變壓器、特高壓抗壓器、550kV組合電器、互感

器、斷路器和隔離開關、電容器、避雷器、變電站監控

三、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

近幾年，中國高鐵快速發展，運營里程不斷增加，不僅構成了中國交

通的大動脈，而且成為中國的一張“新名片”。與此同時，軌道交通也在

城市化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目前，無論高鐵還是軌道交通，都

有諸多項目正在等待落地。尤其是軌道交通，即便北京、上海、廣州等軌

道交通比較發達的城市，對於軌道交通也提出了較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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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業方向來看，高鐵與軌道交通都有極長的產業鏈條，涵蓋了原材

料、機械、電氣設備、公用事業和運輸服務等多個領域，在推動社會發

展，構建智能化、數字化交通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城際高速鐵路

和城際軌道交通相關產業鏈如表 1-5所示。

表 1-5 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相關產業鏈

城際高速鐵路和

城際軌道交通

產業鏈 細分產業鏈

上游

原材料 鐵軌、鐵路配件、軌道工程

基礎建築

．工程機械（挖掘機、泵車等）

．基礎建築、土木工程

．橋、路、隧道、高架、項目承接

中游

機械設備 機車車體、零部件、輔助設備

電氣設備 牽引供電工程、通信、變電站、變壓站

下游

公用事業 城軌運營

運輸服務 物流、客貨運輸

其他 航空、公路、港口

四、新能源汽車充電樁

新能源汽車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充電樁。據統計，截至 2019年 10月，

中國充電樁（公共充電樁 +私人充電樁）數量達到 114.4萬個，同比增長

66.7%。看似數量極多、增長速度極快，但中國新能源汽車與充電樁的比

例與理論水平還有很大差距，這說明中國充電樁還有很大的缺口。

根據《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發展指南（2015—2020年）》的要求，

到 2020年，中國要新增 1.2萬座集中式充換電站，480萬台分散式充電

樁，以滿足數量不斷遞增的新能源汽車的充電需求，整個充電樁產業存在

廣闊的發展空間。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相關產業鏈如表 1-6所示。

表 1-6 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相關產業鏈

新能源

汽車充

電樁

產業鏈 細分產業鏈

上

游
設備生產商

殼體、底座、插頭插座、線纜、充電模塊或

充電機、其他

中

游
充電運營商 充電樁、充電站、充電平台

下

游

整體解決方案

商
新能源汽車整車企業

五、大數據中心

在信息時代，大數據中心建設至關重要。未來，新興產業發展需要依

託各種數據資源，而數據資源的收集、存儲、處理、應用等都離不開大數

據中心的支持。大數據中心建設不僅有助於行業轉型，而且可以帶動企業

上“雲”。

目前，建設大數據中心已經成為大勢所趨。據市場研究機構 Synergy 

Research發佈的調查數據，全球頂級雲計算服務提供商要想保持競爭優

勢，在市場競爭中始終佔據有利地位，每家公司每個季度至少要在基礎設

施建設領域投入 10億美元的資金。而全球數據總量每隔 18個月就會翻

倍，數據增長速度遠遠高於大數據中心的建設速度。

除此之外，5G、產業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也對

大數據中心建設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大數據中心產業鏈如表 1-7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