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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投资举措促固定资产投资较快修复 

近阶段，稳投资相关举措促固定资产投资在疫情冲击下较快修复。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累

计增速回升至-3.1%，跌幅较一季度大幅收窄13.0个百分点。其中，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制造

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2.7%、1.9%和-11.7%，分别较一季度回升3.6、2.2和3.1个百分点。 

一、稳投资举措促固定资产投资较快修复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速回升至-3.1%。其中，基建投资、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累

计同比增速分别为-2.7%、1.9%、-11.7%，分别较一季度回升3.6、2.2、3.1个百分点。从单月

看，6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继续回升至5.6%。整体来看，6月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的增速上

升，而全口径基建投资增速有所回落。 

图表 1：固定资产投资继续改善 

 

来源：新华财经 

1-6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速由负转正至1.9%。从单月看，6月房地产投资增速

8.54%，环比提升0.54个百分点。6月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速为8.86%，大幅好于5月的2.52%，新开工

面积增速高于销售面积增速。6月竣工面积同比增速为-6.58%，低于前值的6.23%。3月份以来，房

地产投资持续走强，与融资支持的改善息息相关。6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增速降幅继续收窄

至-1.9%。从结构上看，建筑工程降幅明显收窄，而其他费用增速已经转正，土地购置费高增是主

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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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房地产投资保持向好态势 

 

来源：新华财经 

1-6月份，基础设施投资累计增速继续收窄至-2.7%，据此估算6月全口径下的基建投资月度增

速回落至8.4%。全口径下基建投资增速虽小幅回落，但仍处高位。作为基建融资的重要来源，6月

地方专项债发行有所放缓，但上半年专项债发行额同比增速仍然达到了53.0%。 

图表 3：基建投资累计增速连续回升 

 

来源：新华财经 

1-6月份，制造业投资降幅继续收窄至-11.7%，据此估算6月份制造业投资当月增速为-3.5%，

较5月份的-5.3%继续缓慢修复。6月份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回升，但仍然处于负值区间，显示对未

来预期仍不乐观，制造业企业对资本开支较为谨慎。 

 

 

图表 4：制造业投资降幅继续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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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财经 

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我国投资形势严峻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在统计数据中也得到体现。2020年上半年，我国GDP

增速同比下降1.6%，其中，一季度与二季度的GDP增速分别为-6.8%、3.2%。具体看，上半年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下降3.1%，跌幅较一季度大幅收窄13个百分点。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已进入“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新阶段。在疫情全球肆虐的大背景下，未来我国投资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房地产投资方面，房地产于销售、施工等环节均受疫情影响明显，对房地产投资造成冲击。

在疫情影响下，房地产行业销售活动、施工活动“停滞”，对房地产投资造成了明显负面冲击。

第一，企业复产复工延后拖累房企施工进度，进而影响建安工程增速。第二，疫情期间房地产销

售活动暂停，对土地购置费增长造成较大制约。 

制造业投资方面，疫情严重削弱了企业的投资意愿与能力。从企业投资决策角度看，制造业

投资主要取决于企业的意愿与能力两个方面。受疫情冲击叠加经济本身下行压力较大等多重因素

影响，企业投资意愿与能力均表现疲弱。第一，疫情冲击下需求走弱，对制造业企业投资意愿形

成制约。需求是决定制造业投资走势的重要因素，从制造业的31个子行业来看，制造业投资的抑

制因素主要是消费、房地产、出口等行业的需求低迷。第二，企业资金压力大、融资可得性不

佳，导致制造业企业投资能力不足。在疫情导致需求萎缩、国际油价低迷等因素的共振影响下，

企业利润出现明显下滑，而房租、工资等支出仍为刚性，企业面临较大资金压力。 

基建投资方面也受疫情冲击，但程度相对较轻。由于疫情期间建设项目复工时间推迟、施工

强度下降，基建投资也受到冲击。疫情期间，基建投资增速出现短期明显下滑。横向看，在制造

业、地产、基建三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基建投资受到疫情的影响相对较小。究其原因，基建

投资历来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在政策、资金的积极支持下，容易形成逆周期调节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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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循道而行，功成事遂 

一直以来，投资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要确保经济在疫情冲击下稳定转好，就必须

保持投资稳定增长。稳投资作为“六稳”之一，对于国民经济既具短期的正面效应，更有长期的

重要意义和全局性的支持作用。 

尽管现阶段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异常复杂严峻，但随着国内疫情影响逐步缓

解，经济生产活动逐步恢复正常，稳住全年投资形势，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仍然具有坚实基

础和有力支撑。面对国内固定资产投资的严峻形势，管理层及时制定并出台一系列稳投资政策措

施，打出政策“组合拳”。 

一是精准筹资。按照政府工作报告，中央预算内投资6000亿元，比去年多224亿元；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37500亿元，比去年增加16000亿元；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1000亿元，支持沿海干线高

铁、城际铁路和沿江高铁项目的建设力度。此外，新增抗疫特别国债10000亿元。加总来看，整个

中央层面筹集的资金超过5万亿元，其中新增2万多亿元。通过政府作为，带动和激发社会资本跟

进，从而形成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机融合。 

二是精准项目。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公共卫生、医疗应急物资等领域短板，尽快给予弥

补、建设；推进“两新一重”建设，包括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

设；进一步加强大中城市和县城补短板、强弱项的行动力度，尽快弥补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卫

生，以及医疗应急物资储备等领域的短板弱项；进一步加大5G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抓

紧建设跨行政区、跨流域的重大项目，包括川藏铁路、大江大河治理等。 

三是精准施策。重点包括几个方面：首先，切实抓紧落实前期工作，包括前期准备工作；其

次，“资金跟着项目走”，确保项目资金及时到位；第三，“要素跟着项目走”，主动、积极和及

时地对项目配套服务如土地、环评等，提供项目支撑。 

四、新基建成为稳投资的“重要利器”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两新一重”建设，即实施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

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其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诸项安排中位列首位。 

作为稳投资的利器，新基建是稳投资、扩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经过连续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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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长期高速增长难以持续。

与之相对的是，面向未来的新基建刚刚起步、空间巨大。眼下，尽管新基建的投资规模现阶段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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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及传统基建投资，但在政府和市场高度关注下和积极参与下，未来可期。3月份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特别指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可以预期，新基建发力

将逐步带动数字经济的繁荣，持续孕育新建设需求，撬动更大规模投资、形成正向循环。 

新基建主要指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本质上是信息数

字化的基础设施。2020年上半年举行的中央高层会议多次聚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将5G基建及应用、

光伏电网及特高压、工业互联网、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车及充电桩、人工智能、

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等7大领域归类，并冠以新基建这一概念。 

图表 5：新型基础设施的七大领域 

 

来源：新华财经 

今年上半年，党中央、国务院多次要求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更是首次被写入政府

工作报告。地方政府也较往年更加重视新基建发展，纷纷出台相关领域的发展规划和扶持政策，

加快新基建投融资计划和建设应用步伐。近阶段，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吉林、浙江等多个

省市出台了新基建专项发展规划，规划期三至五年，投资规模在数千亿元至1万亿元以上不等。其

中，吉林省出台的“十四五”期间新基建“761”工程方案，计划完成投资1.1万亿元；浙江省启

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NI10000计划，计划三年完成新基建投资近万亿元；成都市发布的

《成都市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计划总投资达1.13万亿元。据了解，其

他省市也在积极酝酿新基建专项规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20多个省市公布了新基建投资计

划，总投资规模达数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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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迪研究预计，到2025年，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

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新基建直接投资将达10万亿元左右，带动投资

累计或超17万亿元。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根据国家发改委界定的新基建范围进行测算，保守估计

2025年信息基础设施（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数据

中心）、融合基础设施（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6.5万-8.5万亿

元，“十四五”期间累计投资规模超过23万亿元（鉴于创新基础设施可获取的信息资料不足，且与

其他两类基础设施有部分交集，故未进行测算）。针对2020年投资规模，中国银行研究院估计，七

大新基建重点领域投资规模约为1.2万亿元，占2019年基建投资总额的7%左右。未来，在政策继

续将新基建重点领域作为主要发力点的情况下，新基建相关投资增速可能达到两位数，在基建投

资中的占比将逐步提高至15%-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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