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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是稳投资、扩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也是促升级、优结构、提升

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环节。

比起传统基建，“新基建”的技术性、专业性以及市场不确定性相对较强，需要更加有

效地发挥各方合力、集聚创新智慧。

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远程办公，助力企业复工复产；在线逛街、网上购物、无人配

送，点燃消费热情……突如其来的疫情，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定冲击，同时也带来了“云

经济”“宅经济”的走红，激发了数字经济的潜力，提高了全社会对信息网络、数据处理能

力的需求。从近期中央召开会议多次提到，到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市在今年的重点建设项

目中纷纷列入，涵盖 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的新型基础设施备受关注。

作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石、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新基建”的加快推进本就是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疫情带来的变化和影响，更凸显了其紧迫性与重要性。

“新基建”是稳投资、扩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经过连续多年大规模投资，

交通、能源、水利等传统基建领域的存量基数已经很高，再维持高速增长并不现实。与之相

反，面向未来的“新基建”却是刚刚起步、空间巨大。据预测，单是 5G 网络，到 2025 年

的建设投资便将累计达到 1.2 万亿元。尽管眼下“新基建”的投资规模还比不上传统基建领

域，但后劲十足。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指出“加快 5G 网络、数

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可以预计，“新基建”将逐步带动数字经济的繁荣，不

断孕育新的建设需求，进而撬动更大规模投资、形成正向循环。

“新基建”也是促升级、优结构、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环节。近年来，我国一直致

力于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会使得 5G 手机、车联网终端、智能家居等新产品更受市场青

睐，“栖息在云端”的新技术更有用武之地，也将加速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使我

国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更加稳健。

总的看，加快建设新型基础设施，不仅有利于扩大有效投资、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还

能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激活发展新动能，可谓一举多得、正当其时。同时，我们也要把

握“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异同点，科学施策、精准发力，把步子迈得又快又稳。

“新基建”与传统基建都具有公共性、通用性、基础性，需要政府在规划布局、政策引

领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为此，有关政府部门应当提前研判、提早谋划，做好顶层设计，加

强部署协调，引导各方在“新基建”中共绘“一张图”、同建“一张网”，从源头上避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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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投入、盲目推进，让建设更有章法。

比起传统基建，“新基建”的技术性、专业性以及市场不确定性相对较强，需要更加有

效地发挥各方合力、集聚创新智慧。这就要求我们打破过去基础设施投资中的“玻璃门”“弹

簧门”等体制机制障碍，同时，也要出台财税、金融、产业等方面政策，发挥好政府性投资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和鼓励有意愿有实力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进来，让新型

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模式。

“不求近功，不安小就。”有宏观层面统筹协调、有力引领，有微观层面多点突进、积

极作为，相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步入快车道，为现代产业体系厚植根基，为中国经济发展

点燃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