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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掀热潮 稳投资打响年末收官战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初冬时节，寒意渐浓。 各地却处处涌动着

发展的热潮，项目建设战鼓正酣。

近日，位于海口市江东新区的南渡江大道

项目（琼山大道至海文高速段）正全面提速。

“整个项目投入人力达102人， 桩机和挖机有

40多台（套），目前正在进行地基加固施工，

到今年12月底能够完成固投1.5亿元以上，全

力冲刺全年建设目标。 ” 南渡江大道项目相关

负责人称。

四季度以来， 新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业内人士认为，在储备性、接续性政策加持下，

全年基建投资增速有望进一步提升，对稳经济

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多地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11月以来，多地抢抓黄金施工期，加速推

进项目建设进度。

厦门市近日举行2022年岁末攻坚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集中开工重大项目50个，总

投资797亿元。山东省德州市近日举行2022年

第四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 集中开工

项目187个， 总投资919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126亿元。湖北省近期举办第四季度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活动， 开工亿元以上重大项目1997

个， 总投资高达10269亿元， 年度计划投资

1335亿元。 此外，近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重点项目开工仪式在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

江嘉善三地举行，13个重点项目开工，总投资

206.1亿元。

“临近年底， 多地出现小规模赶工期现

象，重点项目迎来集中开工。 ” 百年建筑网

高级分析师蔡艳芬表示， 在新开工项目增

加、部分项目加紧赶工以及资金回款略有改

善等多重因素推动下，基建投资将实现稳定

增长。

百年建筑网对260家施工企业调研结果

显示，从新开工项目看，11月至12月新开工项

目数量较9月至10月增加4.4%，其中，基建项

目增加6.5%。 从赶工率看，华东地区赶工率达

44.43%，华南地区赶工率达30.91%。

“近几个月， 基建投资增速环比持续提

升，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前期政策落地后，项

目建设进度加快，带动实物投资增长。 ” 安信

证券研究中心建筑行业分析师苏多永表示，随

着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落地实施，四季度有

效投资将持续扩大， 基建投资持续提速可期，

传统基建及新基建均迎来发展机会。

资金支持接续发力

多路资金正接续发力，驰援基建投资。

人民银行近日发布的2022年第三季度中

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截至10月末，两批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合计已投放7400亿

元，有力补充了一批交通、能源、水利、市政、产

业升级基础设施等领域重大项目的资本金。

“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以‘投贷联动’

方式支持重大项目建设， 为专项债资金 ‘搭

桥’ 。 ” 中泰证券宏观首席分析师陈兴表示，

7400亿元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预计拉动总

投资9万亿元至10万亿元，如果按照项目施工

周期平均3年来衡量，对应拉动明年基建投资

增速8至9个百分点。

专项债也加力驰援。 例如，福建省财政厅

日前披露，11月1日， 财政部提前下达福建省

2023年新增政府债务限额1034亿元， 比上年

增长33.9%。（下转A02版）

云南弥蒙高铁建设进展顺利

11月24日拍摄的建设中的弥蒙高铁红河站（无人机照片）。

弥（勒）蒙（自）高铁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正线长约107公里，设计开行旅客列车时速目标值为250公里，目前工程建

设进展顺利，沿线车站建设基本完成。 新华社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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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准信号释放 政策加力稳经济

●本报记者 彭扬 欧阳剑环

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适时适

度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专家表示，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

降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提升。四季度经济在

全年份量最重， 应抓住时间窗口和时间节点，

推动经济回稳向上。

降准必要性提升

结合当前经济形势、 金融数据等因素看，

降准必要性在提升。

一方面，经济恢复基础需要巩固。 国家统

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日前表示，10月我国经

济延续恢复态势，但也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

严峻，世界经济下行的影响逐步显现，国内疫

情新发多发，经济恢复有所放缓。 民生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温彬表示， 从10月经济运行情况

看，经济虽然继续保持恢复态势，但基础并不

稳固。

另一方面，有效融资需求有待提振。 人民

银行数据显示，10月人民币贷款增加6152亿

元，同比少增2110亿元。 分部门看，住户贷款

减少180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512亿元，

中长期贷款增加332亿元。 “这反映出居民贷

款增长乏力，有效融资需求有待提振。 货币政

策应进一步加大实施力度，降准必要性和紧迫

性提升。 ”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说。

此外，10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

回落至10.3%，为5月以来最低水平，宽信用需

进一步加力。

在温彬看来，当前降准成为更可行的政策

工具。“近年来，降准已变成常规操作，主要目

的是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也能实现逆周期调

节功能。 ” 温彬说，一是配合财政政策，服务于

专项债等加快发行； 二是降低银行资金成本，

引导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行；三是推

动银行增加资金投放，加快信用扩张。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业内人士预计，全面降准落地概率较大。

“考虑到降准主要目的是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因此，实施定向降准可能性不大，预计全

面降准落地概率较大。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

析师王青表示。

中金公司分析师林英奇预计，降准幅度为

0.25个百分点至0.5个百分点， 释放资金5000

亿元至10000亿元。

王青认为，由于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压力

可控，其中一部分降准资金可能会被用来置换

到期中期借贷便利（MLF），优化银行流动性

结构。 林英奇说，不排除部分降准资金用于置

换12月到期的MLF。

从政策空间看，当前降准有空间。 英大证

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分析，今年以来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CPI）同比涨幅高点已过，四季度物

价水平将持续处于3.0%左右的物价调控目标

以内，国内物价形势保持稳定。在一段时间内，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大概率

继续下行。 这为降准提供空间。

降低银行资金成本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是降准落地后的一

大效应。 广发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刘郁表示，

降准落地不仅带来增量中长期资金，更有“宽

货币将延续”的信号意义。 在增量中长期资金

助力下，预计跨年之前资金面维持宽松。

除流动性投放效应外，降准直接作用是降

低银行资金成本。王青说，9月以来商业银行启

动新一轮存款利率下调。在降准落地后，12月5

年期以上LPR报价下调概率大幅上升。

5年期以上LPR是房贷利率的 “锚” 。 若

12月5年期以上LPR报价下调，有助于推动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稳定发展。 浙商证券首席

经济学家李超预计， 地产领域将成为重要信

贷投向。

业内人士认为， 应抓住当前时间节点，推

出降准等政策举措， 巩固经济回稳向上基础。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王运金表示，通过

降准等措施释放稳增长积极信号，有利于增强

金融市场信心，为实体经济企稳回升创造良好

金融环境。 温彬认为，四季度经济在全年份量

最重，应抓住时间窗口和时间节点，抓好稳经

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落地见效，推动经济

回稳向上。

政策落地显效 民间投资提速可期

●本报记者 连润

近期，鼓励民间投资政策举措持续加力。

专家表示，随着相关政策举措落地显效，民间

投资预期短期内有望改善， 增速有望回稳向

上。由于一些措施将产生长期效应，民间投资

加快将增强经济潜在增长动力。

发挥PPP作用

今年以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在稳投资、补短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财政部PPP中心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三季度末，2022年PPP综合信息平台管

理库新入库项目430个、投资额6935亿元。 其

中，三季度新入库项目151个，投资额2349亿

元。 从支持领域看，PPP有力地支持了“两新

一重” 、 绿色低碳等经济社会发展关键领域

和薄弱环节。

“PPP作为政府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充

分发挥了政府主导作用， 推动加快实物量转

化，同时也带动民间资本，激发了市场投资活

力。 ” 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专委会副主任

委员张依群表示。

近期，政策进一步支持、规范PPP发展。

财政部日前印发通知，对PPP模式适用范围、

社会资本资质、 存量资产转让、 绩效履约管

理、项目合同审查等方面进行明确。

财政部专家库专家、360政企安全集团投

资总监唐川表示，PPP作为政府与社会资本

深入合作的特有模式，在解决各方风险顾虑、

充分保障各方利益方面具有功能优势， 推动

PPP模式规范发展， 有助于引导民间投资进

一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项目。

支持参与基础设施REITs试点

除PPP外， 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

托基金（REITs）也是拉动民间投资重要方

式。近期，政策支持民间投资项目参与基础设

施REITs试点，成为促进盘活存量资产、拉动

民间投资增长、扩大有效投资重要方式。

“近年来，民间投资在水利、交通、能源

基础设施等领域，在城市燃气管道更新改造、

排水防涝设施建设、 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进

一步发力，成为一大亮点。 ” 国家发展改革委

投资研究所副所长盛磊表示。

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盘活

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意见提出， 进一步

提高推荐、审核效率，鼓励更多符合条件的基

础设施REITs项目发行上市。

数据显示，截至11月24日，证监会已批准

23只公募基础设施REITs产品发行， 资产范

围覆盖收费公路、产业园区、污水处理、仓储

物流、 清洁能源和保障性租赁住房等多种类

型，发行规模总计769.57亿元，已上市基础设

施REITs共22只。

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的意见明确，支持民

间投资项目参与基础设施领域REITs试点。

“民营企业通过REITs将其持有的不动

产转变为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 实现全部或

部分出售，回笼资金用于新增投资，有利于形

成投资的良性循环。 ”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副院长张峥称。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

明表示， 推动基础设施领域REITs健康发展

等相关措施,可比较快地盘活存量，也可释放

增量的流动性，为新增投资提供更好的支持，

扩大有效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

民间投资增速料加快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 民间投资增速有

望加快。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表示，随

着支持民间投资政策落地显效， 短期内民间

投资预期有望改善，增速有望加快回稳向上。

由于一些措施将产生长期效应， 民间投资发

展将增强经济潜在增长动力。

“下阶段，要优化民间投资环境，充分发

挥政府投资引导撬动作用， 有效调动民间投

资积极性，促进投资持续向好。 ” 国家统计局

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司长翟善清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10月，民间投资

同比增长1.6%。前三季度，制造业民间投资同

比增长16.5%，基础设施民间投资增长8.4%，

均好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 下一

步将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要求，推

动各地方、有关部门结合实际情况积极作为，

不断细化实化具体举措， 切实将鼓励民间投

资政策落到实处， 真正增强民营企业政策获

得感，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更好发挥民间投资

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