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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有效投资”

2023年 12月，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召开，在部署 2024
年经济工作时强调，“扩大
有效益的投资”“发挥好政
府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

什么才是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强调的“有效益的投
资”？或许可以在去年年底
印发的“47 号文”中找到答
案。“47号文”即由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的《重点省份分类
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
法（试行）》，严控 12 个重点
省份在 7 个领域新建政府
投资项目，如在交通领域，
12 个重点省份原则上不得
新建地方高速公路，不涉及
增建跑道的民用运输机场
改扩建，通用机场，以航运
功能为主的运河，城市轨道
交通和市城（郊）铁路项目。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
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
乔宝云表示，一般而言，基
础设施难以直接产生效益，
其效益更多体现在对于经
济发展的撬动作用。总体
而言，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
效应正在递减，并且在一些
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表现得
更为突出。如果基础设施
投资难以撬动经济发展，必
然难以转化为财政收入，从
而带来债务问题。这也是

“47 号文”提出严控新建政
府投资项目的原因。

但是“47 号文”其实对
于 政 府 投 资 项 目“ 有 保 有
压”，5个领域的政府投资项
目被列入“白名单”，其中就
包括纳入国家“十四五”规
划 纲 要 、国 家 有 关 专 项 规
划，以及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
国家战略规划纲要的跨省、
跨流域和用于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政

府投资项目。如在交通领
域便包括“干线铁路、国家
高速公路、高等级航道、国
防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查看 31 个省份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有效投资”
都是其中有关投资部分的关
键词。如 2024年广东省政府
工作报告便提出，“发挥有效
投资关键作用”，发挥好政府
投资的带动放大效应，“重点
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
型基础设施、节能减排降碳”。

在广东布局的现代化基
础设施体系中，不仅有铁路、
公路、机场、水利航道等“铁
公基”类的传统基础设施，还
包括新型基础设施。 2024
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
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在新型基础设施方面，还
特别提到布局重大科技、科
教、产业技术等创新基础设
施，包括今年开工建设散裂中
子源二期、先进阿秒激光等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类似的大
科学装置在“十四五”期间拟
在全国新建20个左右。

在“后基建时代”，一个
个“超级工程”或许能够回答
哪些才是当下最需要的政府
投资项目。

“超级工程”意义何在？

当地方政府将目光聚拢
到“有效投资”，其中诞生的
众多“超级工程”对于高质量
发展又会有怎样的意义？

近日，苏通第二过江通
道工程迎来新进展，该项目
预 计 2025 年 底 开 工 建 设 ，
2031 年年底建成通车，未来
往来苏州与南通这两座“万
亿级地级市”将更加便捷，而
现有的苏通大桥及沪苏通大

桥两座大桥已经难以满足客
货运输需求。

苏通第二过江通道此前
已被列入 2020年 3月国家发
改委印发的《长江干线过江
通 道 布 局 规 划（2020—2035
年）》，根据规划提出的目标，
到 2025 年、2030 年分别建成
过江通道 180座左右、240座
左右，其中可能还会涌现出
较高建设难度的“超级工程”。

交通领域基础设施的首
要目标是便利人员物资交
流。从区域一体化发展，到
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都
需要降低人员物资交流成
本。长江干线过江通道布局
规划便提出，目前过江通道
总量偏少，部分地区远距离
绕行过江、横向渡运干扰航
运等现象仍然比较严重，增
加了物流成本，影响了航运
安全。

就在今年 2 月底，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召
开，研究有效降低全社会物
流成本问题，强调降低全社
会物流成本是提高经济运行
效率的重要举措，提出的措
施便包括“优化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

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
我国降低物流成本进入平台
期。从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这一指标来看，
其从 2000 年的 19.18％降至
2016年的 14.82％之后，一直
停滞不前，如 2022 年的占比
为 14.7％，而像美国这样的发
达国家同年占比仅为9.1％。

其中自然有两国产业结
构不同的因素，但亦有中国
运输结构不够合理的因素，
表现便是中国铁路和水路运
输在全年货物运输量占比较
低。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

近 年 来 在“ 四 纵 四 横 两
网”高等级航道网的规划
下，湘桂运河、浙赣粤运
河等运河项目纷纷加快
推进，湘桂运河建成后，
相比经长江口出海，将大
幅缩短长江中上游地区
货物至北部湾水运里程。

这 也 是“47 号 文 ”将
“高等级航道”纳入“白名
单”的原因。可以想见，
未来几年运河领域的“超
级工程”数量还会增多，
像湖北便正在积极争取
实施三峡枢纽水运新通
道、荆汉运河工程，希望
有效解决三峡枢纽“卡脖
子”和长江中游荆江河段
碍航的问题，让万吨级轮
船经荆汉运河、三峡水运
新通道直达重庆，预计缩
短航程 260 公里、减少运
输时间约 14 小时、每年降
低物流成本 300 亿元，提
升长江湖北段航运效率。

在基建领域，“超级工
程”的价值不仅是创造当
下的 GDP，更重要的是能
够直接推动区域一体化发
展，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超 级 工 程 与 新 制 造
的 关 系 也 越 来 越 紧 密 。
在黄奇帆看来，新制造是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一环，
不仅包括新的制造技术，
也 包 括 新 的 生 产 工 具 。
比如 EUV 光刻机的出现
让 7纳米、5纳米芯片制造
成为可能；新能源汽车制
造中的一体化压铸成型
技术，让新车的制造成本
大幅下降等。超级工程，
不仅需要大量新制造技
术，也需要大量新生产工
具，是新制造的最佳练兵
场。 陈惟杉

不仅是创造当下的GDP——

给超级工程算笔

四川锦屏山下约四川锦屏山下约24002400米处米处，，世界世界
上最深最大的地下实验室正式启用上最深最大的地下实验室正式启用。。

2023 年 11 月 28 日，当
前世界上综合建设难度最
高的跨海集群工程——深
中通道主线贯通。项目跨
越伶仃洋，全长 24公里，双
向八车道，集“桥、岛、隧、
水下互通”于一体。通车
后，从广东深圳到中山，将
从目前的一个半小时缩短
至 30分钟以内。

2023 年 12 月 7 日 ，在
四川凉山，世界最深、最大
的 极 深 地 下 实 验 室 ——

“锦屏大设施”土建公用工
程完工，具备实验条件，正
式投入科学运行。它埋深
约 2400 米，今后将发展成
为世界级深地科学研究中
心。

近期，一系列超级工
程不断上新。不仅是建设
难度被一再刷新，其背后
高端装备制造和战略新兴
产业的自主化程度，也一
再被刷新。例如，深中通
道刷新了多项世界之最：
世界最高通航净空的海中
大桥，世界首例双向八车
道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
世界上最长、最宽的海底
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

可以发现，每一项超
级工程，都是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的综合产物。中
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
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
席、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
认为，“新质生产力”大致
由三个“新”构成——以战
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为代表的“新制造”，以高
附 加 值 生 产 性 服 务 业 为
代表的“新服务”，以及以
全 球 化 和 数 字 化 为 代 表
的“新业态”。而超级工程
的背后，不仅是新质生产
力的综合实力输出，更是
驱动更多新质生产力的试
验场。

2023年 11月 27日，深中通道西人
工岛，形似巨大的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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