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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明确提出，“加快5G网络、
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
度”。由此，“新基建”一词在市场
中快速走红。多个省份陆续发布
的2020年一系列重大投资项目
中，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占据了相当
大比重。“新基建”到底新在哪儿？
资金从哪儿来？究竟谁来干？如
何避免走老路？

所谓“新基建”是指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是相对于以往铁路、公
路、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铁公机）
而言的，涉及5G网络、数据中心等
多个领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
支撑。

◎专家解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

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
过去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

中在铁路、公路、机场等领域，这些
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短期刺激作

用明显，但是投资回报相对慢一
些。而“新基建”与高新技术发展
紧密相连，是发展信息化、智能化、
数字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创造与满
足新需求的重要保障。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
研究员唐建伟：

总的来看，推进“新基建”，不
仅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还能释
放经济增长潜力，促进新产业新领
域发展，提升长期竞争力。

“新基建”的重点是加强战略
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消

费升级和产业升级领域基建投资
力度，这将有力支持结构转型和产
业提升，促进新业态、新产业、新服
务发展。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
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

“新基建”的价值不仅在“建”，
更在“用”。

经过多年发展，传统基建的边
际效用和收益递减。而新基建以
技术创新为底色，既可短期创造就
业和增长，也可促进结构转型升
级，带动经济的中长期健康发展。

▶▶到底新在哪儿？

“新基建”成今年投资重头戏
多省已经发布重大项目，专家支招如何避免走“老路”

▶▶如何不走“老路”？
“新基建”如何避免走传统基础设施

建设走过的一些弯路，特别是如何破除
“政府包办”，避免走上“一哄而上”、产能
过剩等老路？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就三
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坚决不搞大水
漫灌+着眼于高质量发展。

◎专家解读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当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

质量发展，“新基建”特别是数字基础设
施对改变新动能不足、技术含量偏低的
状况有重要意义，需要大力发展，但要注
意不能走传统上的一些老路，特别是不
能搞“政府包办”“一哄而上”。

对于“新基建”特别是数字化基础设
施的投资，政府应该给市场提供更好的
服务，包括规划、标准、法律等，调整优化
监管方式。通过推动市场投资数字化基
础设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社会
治理水平。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
慧：

“新基建”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是要求“新基建”投资与项目更多的
是尊重市场规律、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
结果，而不是政府通过选择性产业政策
进行大规模投资刺激作用的结果。

“新基建”需要政府引导，但切勿过
度直接介入。尤其是在当前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宏观经济目标实现压力增大、地
方政府投资热情高涨的背景下，更需要
对此保持高度的清醒。

国家发展改革委基础司副司长郑剑：
对于“新基建”，一是创新发展，要进

一步强化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指
导，完善政策环境，创新相关体制机制，
支持构建多元化的示范和应用场景，加
强前瞻性、引导性的技术研发和创新，夯
实发展基础。二是融合发展，就是要做
好综合平衡和衔接协调，加强资源整合
和共建共享，促进协同融合，提高资源要
素配置效率。

主要以新型基础设施为牵引，推动
传统基础设施优化服务和提升效能，未
来将统筹推进更多智能交通、智能电网、
智慧城市等项目建设，构建适应智能经
济、智能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设施体系。

据经济日报

加大“新基建”投入不能走老
路，要拓宽资金来源，创新投融资方
式，有效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发
展“新基建”，需要实施积极的财政
政策，加快出台配套措施，对“新基
建”给予有针对性的财政、金融和产
业政策支持，通过产业引导基金、担
保基金等方式不断吸引市场资本
参与到“新基建”的项目建设中来。
推进“新基建”需要进一步放开市场
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

◎专家解读
中商智库首席研究员李建军：

“新基建”与传统基建主要依

靠地方政府投资的情况很不一
样。 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
项目更偏重于信息化和创新领域，
项目的科技化程度较高，意味着市
场主体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参
与度会比较高。“新基建”项目的融
资必须依靠多元化的融资体系，并
在融资方式上有所创新。

恒大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任
泽平：

对于“新基建”，要优化财政投
资方向和结构，更好发挥财政资金
撬动作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和配
置效率。绝不能搞一次性的过度
刺激，而应做中期投资规划，在加大

投资力度的同时有节奏地分批有
序推进。

要进一步放开基建投资领域
的市场准入，尤其是为民营企业参
与基建投资拓展渠道、消除限制。
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于
清单之外的所有行业、领域，都要
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

在信息类“新基建”领域，除
5G基站、公共大数据中心等项目
外，政府应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
置的决定性作用。资金来源方面，
要规范并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PPP）融资模式，引进私人资本
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

▶▶资金从哪儿来？

搞好“新基建”，政府和市场缺
一不可，即，有为政府+有效市场。
未来伴随着系列改革扎实深入落
地，政府和市场之手将为“新基建”
打造更多创新、高效的建设模式。

◎专家解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PPP研究中
心主任孟春：

“新基建”投资和建设单靠政
府主导不现实；另一方面市场本身
就在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
有较强的投资和技术积累。因此，
当前应该注重充分发挥“有为政

府”与“有效市场”的共同作用。
要让政府和市场之手更好地

协同发力，选好投资项目，加强用
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非常关
键。同时，要创新发展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模式，优化营商环境，形
成社会资本和地方政府合作的有
效载体，更大限度地调动社会资本
积极性。

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
研究员汤继强：

“新基建”是个新市场，理论上
所有企业都可能成为参与者和建
设者。但是，“新基建”无论是技术
门槛还是资金门槛都比较高，大型

行业龙头企业机遇相对更大。广
大中小企业特别是创新型科技型
企业，可以通过多种灵活方式，积
极主动参与其中，比如项目混改、
技术入股、知识产权入股等。

国泰君安证券公司董事总经
理周文渊：

在“新基建”中，政府应该发挥
关键作用，并带动企业投资。还需
从多方面持续释放改革红利。要
进一步降低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给予关联企业更多信贷融资支持，
通过减税降费给企业带来更多发
展动能，同时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
资并推动消费。

▶▶究竟谁来干？

在5G巴士上感受高速VR视听产品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