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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新基建”推进方案密集出台  

宜注重“新老基建”融合发展 
 

今年以来，多地推出了“新基建”行动方案或行动计划，

对三年内的“新基建”发展作出规划部署。记者调研了解到，

尽管各地对“新基建”的着力点不完全相同，但主要包括“新

网络”“新平台”和“新终端”三个领域，并计划实施较多

重大项目和较大规模的投资。业内专家建议，各地应根据基

础条件、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选择“新基建”的投资方向，

在加快推进“新基建”的同时不应弱化偏废“老基建”，应

注重“新老基建”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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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新基建”推进方案密集出台 

宜注重“新老基建”融合发展 

今年以来，多地高度重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出了“新基建”行动方案或行动计划，对三

年内的“新基建”发展作出规划部署。记者调研了解到，尽管各地对“新基建”的着力点不完全

相同，但主要包括“新网络”“新平台”和“新终端”三个领域，并计划实施较多重大项目和较

大规模的投资。业内专家建议，各地应根据基础条件、市场需求和比较优势，选择“新基建”的

投资方向，在加快推进“新基建”的同时不应弱化偏废“老基建”，应注重“新老基建”的融合

发展。 

一、未来三年将有一大波“新基建”项目来袭 

记者调研发现，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已经开始“抢跑”“新基建”领域。上海、浙

江、江苏、福建、安徽等地区纷纷出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提出了多个重大项目和大规

模投资计划，希望在三年内见到明显成效。 

上海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0-2022年）提出，到2022年底，推动上海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规模和创新能级迈向国际一流水平，未来3年实施的第一批重大项目和工程达48个，预

计总投资约2700亿元。 

浙江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提出，到2022年，浙江省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将投资规模比2019年增长2倍以上，2020—2022年累计完成投资近万亿元。 

不仅省级层面加大“新基建”的推进力度，许多城市、自贸区也纷纷推出“新基建”的实施方

案。例如，合肥市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2020—2022年）明确，到2022年，实施不低于

200个“新基建”重点项目，总投资不低于2000亿元，纳入全市稳投资“十大工程包”。而作为全

国首个实现5G全覆盖的自贸片区，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片区计划实施32项新型基础设施行动，首

批重点项目50个、总投资近300亿元。 

统计显示，上海、浙江、合肥、深圳等地已经公布的三年“新基建”投资规模达到了1.5万亿

元。尽管其他多地的行动方案中，没有明确提出“新基建”的投资规模，但可以预计，三年内全国

“新基建”项目的投资规模至少能够达到数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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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网络”“新平台”和“新终端”是新基建发展重点 

调研发现，各地对于“新基建”的发展主要着力在“新网络”“新平台”和“新终端”三个方

向。其中，“新网络”主要指5G等信息通信网络，“新平台”主要指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基础

设施，“新终端”主要指智能终端设施。 

在“新网络”方面，上海提出，三年内要新建3.4万个5G基站。浙江省计划三年内建成5G基站

12万个以上。江苏计划今年新建5.2万个5G基站，实现各市县城区、重点中心镇5G网络全覆盖。湖

北提出，到2022年底，全省建成6万个以上5G基站，武汉市和省内其他市州主城区5G网络覆盖率达

到100%；同时，全省5G网络覆盖率和建设水平领先中部，新型基础设施规模进入全国第一方阵。福

建计划到2022年，全省建成5G基站8万个以上，城镇宽带具备千兆接入能力。成都计划三年内加快

建设5G引领的双千兆宽带城市，建成5G基站6.5万座。合肥计划到2022年，建设超2.2万个5G基站，

实现5G网络全覆盖。山东也提出要加速发展融合5G、全光网、卫星通信和量子通信等新一代信息通

信网络设施。 

不仅是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也将5G基础设施建设视为“新基建”的首要发展领域，例如，

云南计划到2022年，全省5G基站数量达8万个。 

除了“新网络”，“新平台”也得到了各地的普遍重视。山东提出要全力打造“中国算

谷”。上海计划三年内在临港新片区新建5个综合机房，5个云计算数据中心。江苏提出，优化新

一代数据中心布局，对新建、扩建符合国标A级或T4建设标准的新一代数据中心项目，保障用地、

能耗指标配额并推动转供电改直供电。浙江提出，三年内建设大型、超大型云数据中心25个左

右，率先完成双千兆宽带网络布局，建成国家（杭州）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同时培育10个以上产

业基地、100家以上标杆企业、100家以上高能级创新平台。福建提出，加快建设工业互联网，到

2022年形成3个以上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积极发展空天地一体化卫星互联网。云南

提出，三年内建成10个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区块链技术云平台，全面建成云南省区块链基

础服务平台，打造50个区块链应用。湖南省工信厅8月发布了《湖南省“数字新基建”100个标志性

项目名单（2020年）》，主要项目包括5G项目12个、大数据项目21个、人工智能项目25个、工业互

联网项目42个。成都计划三年内建成2个以上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平台，新增上云企业1万家。 

“新终端”则主要注重应用层面。上海提出新建10万个电动汽车充电桩，新增1.5万台以上智

能配送终端。江苏强调，三年内将加强车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国家、省车联网先导区建设，支

持车载终端后装投放、充电桩建设。福建计划三年内物联网终端用户数达到5000万户以上，打造3

个以上全国知名物联网应用服务运营平台。云南计划大力发展物联网，实现全省县级以上城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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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普遍覆盖、重点区域深度覆盖，在网终端设备达600万台；并且打造5个自动驾驶试点，7个智

能电网和5个智慧煤矿试点。合肥提出，三年内部署超50万个城市神经感知节点，建设覆盖合肥市

的物联感知网络体系，扩大量子通信网络体系覆盖范围，争创国家超算中心。 

三、专家建议应注重新老基建融合发展 

业内专家认为，加快推进“新基建”项目，并不意味着弱化偏废“老基建”，“新”“老”

基建在未来将长期存在，“老基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在国民经济体系中起着“压舱石”作

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刘立峰表示，按照一些机构的预测，目前数据中心年

度投资规模在1000亿元左右，人工智能投资约300亿-400亿元，工业互联网投资可以达到100亿

元。以上几项合计仅有3300亿元，只占近年来年度交通投资的5%，占城市建设投资的4.7%，占全

部传统基建投资的2%。因此，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短期拉动作用有限。 

“但是，其对改善供给结构，提高供给质量却有重大影响，有助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带动

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优化生产和服务资源配置，促进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催生新技术、新

业态、新模式，推动城镇化、工业化更高质量发展。”刘立峰说，无论当前还是长远，统筹协调

好“新基建”与“老基建”项目的建设时序、重点、资源配置显得非常重要。各级政府应充分考

虑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形势要求、突出问题和战略支撑需求，统筹考虑基础设施体系短

板领域和建设重点、存量升级和增量创新，以及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要素的配置能力，合理安

排项目建设时序，有序推进“新基建”与“老基建”重大项目建设。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运输研究所研究员吴文化建议，顺应科技创新发展和产业大融合趋

势，着眼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发展要求，创新要素投入方式，加快推动“新基建”与“老基建”

共享融合发展。一是推进“新基建”与“老基建”资源共享、设施共建、空间共用。充分利用传

统基础设施网络和经济要素资源，统筹“新基建”与“老基建”空间布局和要素连接，加快推动

实现“新”“老”基础设施资源“一张图”、规划布局“一张图”。二是充分发挥新一代信息技

术和新能源关键技术的牵引作用，加强大数据、云计算、3D打印、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交通、

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础设施领域的广泛应用，加快推进“老基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

化升级改造，用“新基建”改造提升“老基建”，或在“老基建”基础上搭接“新基建”。   

全国人大社会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江小涓认为，新型基础设施的投资主体应当是市场而不是政

府，未来政府的投资应当由基于物的项目转向基于人的项目，扩大公共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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