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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一直是兩會關注的焦點。近年
來，中國基建協同布局、接續而起，不斷刷新 「中國速度」 ，擦亮 「中國名片」 。
今年伊始，在 「冰雪經濟」 的帶動下，中國基建再度迎來 「開門紅」 ：傳統基礎設
施水平持續提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速，各地以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頭戲的項
目規劃投資累計超萬億元……業界普遍預計，在2025年全國兩會最新政策導向的
加持下，中國基建將繼續按下 「加速鍵」 ，並為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源。

蛇行千里【中國速度】

責任編輯：林子奇 美術編輯：葉錦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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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全國兩會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

內地標誌性基建項目

京滬高鐵
•連接京津冀和長三角
兩大經濟區，已成為中
國開行班列最多、客流
密度最大、上座率最高
的高鐵線路。

北京大興國際機場
•擁有全球最大的單體
航站樓，2024年的年旅
客吞吐量首次突破4000
萬人次大關。

白鶴灘水電站
•作為世界第二大水電
站，有六項 「世界第
一」 紀錄，年均發電量
達624億千瓦時。

南水北調工程
•南水北調東中線一期工程
截至2024年12月12日累計
調水超過767億立方米，受
益人口超過1.85億。

西氣東輸工程
•截至2024年9月
底，西氣東輸管道系
統累計輸氣量超過
9800億立方米，服
務近5億人口。

西電東送工程
•該工程旨在解決能源
資源與電力負荷分布不
均衡的問題，截至2023
年底，輸電能力約3.2
億千瓦。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整理

港珠澳大橋
•2024年，港珠澳大橋車流量首次突破500
萬輛次大關，大橋口岸日均車流量躍居全國
各口岸首位。

在全國各地的基建熱潮中，粵港澳大灣區
以高標準和高速度展現出了鮮明的 「灣區特
色」 。今年1月，廣州白雲國際機場正式進入

「四跑道時代」 ；去年底，香港赤鱲角國際機場三跑道系
統正式啟用，每年可處理1.2億人次客運量和1000萬噸貨運
量；深圳寶安國際機場去年也相繼新開或恢復12條國際客
運航線……一座世界級機場群正逐漸從藍圖變為現實。

近年來，粵港澳大灣區 「硬聯通」 不斷提速。廣深港
高鐵通車，香港正式加入國家高鐵網，與國家4.5萬公里高
鐵網實現聯通；港珠澳大橋落成，三地人流物流更加暢
通，大灣區 「1小時生活圈」 成為可能。結合赤鱲角國際機
場、寶安國際機場等立體交通線，一個陸海空聯運的巨大
網絡已經初具雛形。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推進多
種軌道網絡融合發展、打造 「軌道上的大灣區」 。近年
來，大灣區內軌道交通逐漸形成 「國鐵幹線、城際鐵路、
城市軌道交通」 三級網絡，着力打造 「一串城、一張網、
一張票」 的交通發展新格局。廣州地鐵集團董事長劉智成
此前表示，2025年將開通10條（段）173公里地鐵＋城
際，進一步織密地鐵和城際兩張網，推動 「四網融合」 取
得新突破。2025年，大灣區 「地鐵＋城際」 里程力爭突破
1200公里。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

對於2025年的中國基建前景，各大分析機
構也一致看好。中泰證券分析報告就認為，今
年經濟結構再調整，公共消費與基建將是亮

點。擴大投資方面，從投資回報率的角度看，當前應該壓
縮基建投資。但從對沖出口和地產走弱、托底經濟的角度
看，2025年對基建投資依然有較高依賴，預計全口徑基建
投資同比將從2024年的9%左右，回升到11%左右。

畢馬威中國日前發布《中國經濟觀察》報告顯示，去
年底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
及今年2月上旬召開的國務院第七次全體會議提出的多項表
述，為即將到來的全國兩會政策力度打開想像空間。預計
基建投資將在財政增量資金支持下維持高位，與新型城鎮
化建設相關的基建項目或將率先獲得資金支持。

摩根士丹利在《2025年度中國經濟展望報告》中也對
未來兩年中國經濟發展提出預測，並強調政策支持在激發

新增長動能方面的重
要作用。預計2025
年中國經濟的基本面
依然強勁。國內消
費、基礎設施投資以
及政策支持將成為支
撐經濟的重要動力來
源。而基礎設施和製
造業投資的持續增長
還將進一步推動中國
出口結構優化。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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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柴達木格爾木東沙漠基地電源項目在青
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爾木市開工。 中新社

近年來，人工智能發展勢頭迅猛。特別
是DeepSeek橫空出世，更加速了數字化浪
潮向縱深發展，有關 「數字基建」 的話題也

越發引起各界重視。通常來講，數字基建是指能夠體現
數字經濟特徵的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涵蓋5G互聯
網、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領域。數字基
建也構成了新基建的重要支柱之一。

作為AI三大要素之一，算力被視作為大模型訓練推
理提供底層支撐的基礎設施。工信部等六部門發布的
《算力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行動計劃》明確提出，2025
年全國算力目標中智能算力比例達到35%。回顧2024
年，電信、移動、聯通等相繼在北京、上海、呼和浩特
等地布局智能算力集群，紛紛在 「數字基建」 的新賽道
搶佔發展先機。

根據國家發改委、國家數據局等今年初聯合公布的
《國家數據基礎設施建設指引》，內地將 「推進數據基
礎設施建設，推動形成橫向聯通、縱向貫通、協調有力
的國家數據基礎設施基本格局。」 外界分析認為，這意
味着內地將開啟新一輪以數據為中心的數字基礎設施布
局，相應的建設步伐也將加速向前。據指引，到2026
年，內地將完成國家數據基礎設施建設頂層設計。到

2028年，建成支撐數據規模化流通、互聯互通的數據基
礎設施，實現全國大中型城市的基本覆蓋。到2029年，
基本建成國家數據基礎設施主體結構，初步形成國家數
據基礎設施基本格局。

國家數據局副局長沈竹林日前公開表示，國家數據
基礎設施將帶動數據流通利用以及網絡、算力、安全等
設施的建設和升級，促進社會有效投資。據業界初步估
算，數據基礎設施每年將吸引直接投資約4000億元人民
幣，帶動未來五年投資規模約2萬億元人民幣。國家數
據局將繼續支持技術先行先試，建立健全激勵機制，加
大各類資金支持力度，推進國家數據基礎設施建設。

數字基建加速 支撐AI發展
搶佔
先機

▲2月22日，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出席中企承建的 「多
瑙走廊」 快速路項目主線部分路段通車儀式。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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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開年以來，在第九屆亞冬會的帶動下，中國東
北地區的基建項目延續了火熱態勢。官方數據顯示，東
北地區綜合開工率為28.39%，同比增長7.41%，環比
增長1.38%。其中港口設備開工率為64.88%，履帶式
起重機開工率為58.26%。而放眼全國，整體工程機械
開工率也達到了39.62%。其中，江西、安徽、福建、
浙江、海南、湖北六省開工率，均超過60%。

化債政策支持 地方騰出手腳
事實上，2025年中國基建率先啟航，各地早有綢

繆。大公報記者查詢各省投資規劃發現：北京今年將集
中推進100個重大基礎設施項目；上海重大工程計劃安
排正式項目186項，全年安排投資計劃2400億元；江蘇
今年擬安排重大實施項目500個，同比增加50個，年度
計劃投資6526億元，同比增加118億元；浙江則分兩批
安排 「千項萬億」 工程項目，其中第一批年度計劃投資
就達到1.15萬億元……而在這些重大項目規劃中，基礎
設施建設均是當仁不讓的重頭戲。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為2025年中國基
建的 「凱旋高歌」 提供了強勁引力。積極的財政政策和
寬鬆的貨幣政策，特別是提升赤字、發行超長期特別國
債等，均有力推動了基建投資的穩健增長。10萬億元化
債政策則有效緩解了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壓力，使地方

政府能夠 「騰出手腳」 ，聚力於
經濟建設和民生保障。

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
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習近平
總書記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要高度重視基礎
設施建設，並指出要 「優化基礎設施布局、結構、功能
和發展模式，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為全面建設社
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打下堅實基礎。」

回顧中國基建的歷史，可謂成績滿滿、畫卷絢爛。
在國內，南水北調、西氣東輸等重大工程穩步推進，全
國性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礎設施網絡體系不斷完善；
在國外，雅萬高鐵、中老鐵路、匈塞鐵路等一批國際合
作項目成果不斷，中國基建成為叫響全球的亮眼名片。

近年來，高速鐵路、高速公路、5G網絡快速發展，
高標準高品質基礎設施比例不斷提高；清潔能源基地建
設提速，新能源裝機和發電量比重不斷提升，有力促進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實現；基礎性網絡不斷拓展，農村公
路持續增加，農村供電網絡持續優化……總體而言，傳
統基礎設施水平持續提升，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
速，基礎設施結構更加合理，各領域建設全面開花。

國家統籌協調 保障項目進展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投資研究所所長楊萍

日前公開表示，中國政府提前下達了2025年部分
「兩重」 建設項目清單和中央預算內投資計劃。國家
發改委也於去年10月下達了今年1000億元中央預算內
投資計劃和1000億元 「兩重」 建設項目清單，支持地
方加快開展前期工作、先行開工實施。楊萍表示，國家
發改委正在加大統籌協調力度，強化資金支持和要素資
源保障，推動尚未開工的項目盡快開工建設，確保到今
年底102項重大工程順利收官。

展望2025年的中國基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研究院
合作研究部主任劉英對大公報說，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
增強的背景下，國內基建的作用將更加凸顯。此外，在
國家政策的加持下，預計2025年中國基建將迎來新的熱
潮。而基建發力，不僅能為整體經濟發展注入強大動
力，更能推動產業升級、創新科技及民生福祉。

▲在國家政策的加持下，預計今年中國基建將迎來新的熱潮。圖為2022
年，白鶴灘水電站10號機組投產發電。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