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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稳增长”预期升温，市场对政策如何发力关注较高。重大项目作为政策重点

推进的项目，本文系统梳理相关投向及影响，可供参考。 

⚫ 政策托底在即，重大项目增长较快、开工情况较好 

重大项目政府重视度高、规模大、延续性好，可作为观察政策发力点的重要参考。

重大项目是各省层层筛选、重点支持的优质项目，在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促进产

业转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重大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对固定资产投

资的直接支持不低、对未来方向亦有指引，据各省市发改委数据，2020 年 19 个

省市重大项目当年计划投资规模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地产）比重为 18.5%。 

重大项目计划投资增长明显高于以往，项目储备较为充足，当前实际开工情况较

好。截至 8 月 31 日，22 个省市公布的重大项目当年计划投资规模达 9.1 万亿元、

全部投资规模超 52 万亿元，可比口径的 17 个省市当年计划投资规模达 7.3 万亿

元、较 2020 年增长 14.9%，已公布储备项目的省市，储备项目数量占当前重大

项目比重大多超过 20%；部分公布开工情况的省市，重大项目开工率均超过 60%。 

⚫ 重大项目中产业项目居多，民生、新能源等推进加快 

重大项目以产业项目数量居多，民生、新能源等推进加快，基建聚焦交通运输等。

重大项目类型来看，产业项目数量占比最大、达 47.3%，民生与社会事业项目占

比较 2020 年提升超 8 个百分点至 23.2%，能源项目占比提升 2 个百分点，而基

建项目占比下降近 10 个百分点至 16.1%。其中，能源项目中光伏、风电等新能

源相关项目增多，基建以高速公路、城际轨道交通、铁路等交通运输项目居多。 

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等多点推进，东部聚焦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西部侧

重本地传统产业升级等。产业项目可分为现代服务业、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

与先进制造业，其中，上海、江苏、广东等东部地区，聚焦半导体、新能源、生

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与先进制造业；西部在推进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同时，

也注重本地传统产业升级，例如贵州烟酒制造、云南电解铝产业、川渝旅游业等。 

⚫ 重大项目落地，对需求形成一定支持，更注重结构引导 

政策支持、项目质量等保障下，重大项目投资完成情况多较好，或对中短期需求

形成一定支撑。重大项目多会获得各地的政策支持，包括财政补贴奖励、信贷支

持、用地保障、争取中央专项资金等；较高的准入标准，也保障了项目质量、开

工建设落地等，使得项目完成多较好。从部分地区公布的完成情况来看，过去几

年重大项目投资实际完成额，均超过计划投资规模，完成倍数最高接近 1.3 倍。 

跨周期调节下，政策注重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加大结构引导，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加快绿色发展等。重大项目结构，透露的政策调结构思路清晰，产业项目

的推进，基本沿着十四五规划思路，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高端装

备、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民生、生态环保等领域投入加大，提升居住生

活环境；基建投资告别传统逆周期调节角色，聚焦跨区域交通、新能源发电等。 

⚫ 风险提示：统计过程中可能的偏误与遗漏，重大项目落地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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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重大项目，看“稳增长”抓手 

1.1、 政策托底在即，重大项目增长较快、开工情况较好 

重大项目1政府重视度高、规模大、延续性好，可作为观察政策发力点的重要参

考。重大项目是各省层层筛选、重点支持的优质项目，在拉动地方经济增长、促进产

业转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重大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

直接支持不低、对未来方向也有一定指引，据各省市发改委数据，2020 年 19 个省市
2重大项目当年计划投资规模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地产）比重达 18.5%。 

图1：重大项目计划投资规模大、对全部投资贡献不低  图2：重大项目建设周期较长，能形成持续投资 

 

 

 

数据来源：Wind、各地发改委、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浙江省发改委、开源证券研究所 

 

2021 年重大项目当年计划投资增长明显高于以往，项目储备同样较为充足。截

至 8 月 31 日，22 个省市3公布的重大项目当年计划投资规模达 9.1 万亿元，全部计

划投资规模超 52 万亿元；可比口径下的 17 省市4重大项目当年计划投资规模达 7.3

万亿元，较 2020 年同比增长 14.9%，其中东部和西部规模居前，中部规模增速较快。

从部分省市公布的储备项目来看，储备项目数量相对充足，多超过各自重大项目的

20%，新疆超过 30%。 

 

 

 

 

 

 
1 不同省市关于项目计划名称有所不同，有些称之为重点建设项目，有些称之为重大项目，下文如无特别说明统一称为重大项目，本

文统计以省级项目为主。 
2 考虑数据完整性，19 个省市分别为浙江、贵州、广东、甘肃、福建、宁夏、北京、云南、上海、河南、江苏、河北、重庆、陕

西、广西、江西、海南、四川、青海。 
3 有 22 个省市公布了重大项目当年计划投资规模与总计划投资规模，分别为新疆、天津、贵州、甘肃、福建、宁夏、北京、云南、

上海、广东、江苏、河南、山东、河北、重庆、陕西、湖北、海南、四川、内蒙古、江西、湖南。 
4 考虑数据完整性，17 个省市分别为浙江、贵州、广东、甘肃、福建、宁夏、北京、云南、上海、河南、江苏、河北、重庆、陕

西、广西、江西、海南，其中广西、江西 2020 年与 2021 年均为第一批重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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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可比口径下，2021 年重大项目规模快速增长  图4：5 个代表省份重大预备项目占比 

 

 

 

数据来源：Wind、各地发改委、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各地发改委、开源证券研究所 

 

重大项目开工情况较好，部分地区已接近全部开工，年中还陆续有些地区集中

开工。截至 8 月 31 日各省市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一些省市公布的重大项目上半

年开工率均超过 60%，其中青岛、宁夏、呼和浩特、沧州等地区已基本全部开工；年

中以来，山东、安徽、成都、杭州等省市，陆续集中开工一批重大项目，例如，山东

省集中开工项目超 700 个、计划总投资规模达 4328 亿元。 

图5：上半年，部分地区重大项目开工率较高  表1：年中以来，部分地区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数据来源：各地发改委、开源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各地发改委、开源证券研究所 

 

1.2、 重大项目中产业项目居多，民生、新能源等推进加快 

重大项目以产业项目数量居多，民生、新能源等推进加快，基建项目数量有所

下降。重大项目类型来看5，产业项目数量最多，数量占比达 47.3%、较 2020 年小幅

回落；民生与社会事业项目数量居次，占比较 2020 年提升超 8 个百分点至 23.2%；

基建项目数量明显下降，拖累占比下降近 10 个百分点至 16.1%；能源和生态环保项

目数量占比分别提升 2 个百分点和 1 个百分点至 3.5%和 5.1%。 

 
5 为确保统计口径一致，包括贵州、福建、广东、河南、重庆、四川、天津、陕西、河北、新疆、江西、北京、江苏、内蒙古、湖

南、宁夏、上海共 17 个两年内数据均齐全的省市，图 6、图 7 均为此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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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重大项目主要投向产业、民生、基建等领域  图7：2021 年民生、能源等项目占比较 2020 年有所抬升 

 

 

 

数据来源：各地发改委、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各地发改委、开源证券研究所 

不同地区项目侧重不同，东、中部产业项目数量居多，西部民生项目较为突出。

项目数量构成来看，东部产业项目数量增多，占比较 2020 年抬升近 3 个百分点至

52.2%，基建和民生项目数量占比分别为 19.8%和 16.7%，其中，基建项目占比较 2020

年下降近 5 个百分点；中部重大项目以产业项目为主，数量占比达 67.5%、较 2020

年抬升超 3 个百分点，基建项目数量占比为 18.9%、略低于东部；西部产业和基建项

目数量明显下降，占比较 2020 年分别下降 9 个百分点和超 10 个百分点，民生项目

占比提升超 17 个百分点至 33.5%、占比已接近产业项目的 36.3%。 

图8：不同地区项目侧重有所不同6  图9：东中部省份产业项目居多，西部以基建民生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发改委、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各地发改委、开源证券研究所 

 

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等多点推进，东部聚焦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西部

侧重本地传统产业升级等。产业项目可分为现代服务业、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与

先进制造业，其中，上海、江苏、广东等东部地区，聚焦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

等新兴产业与先进制造业；西部在推进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的同时，也注重本

地传统产业升级，例如贵州烟酒制造、云南电解铝产业、川渝旅游业等。 

 

 
6 东部省份包括福建、广东、天津、河北、北京、江苏、上海；中部省份包括河南、江西、湖南；西部省份包括贵州、重庆、四川、

陕西、新疆、内蒙古、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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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不同地区产业项目各有侧重7  图11：西部地区的传统产业升级项目多具有地方特色 

 

 

 

数据来源：各地发改委、开源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各地发改委、开源证券研究所 

 

基建项目聚焦交通运输等，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发电项目增多。综合各地项目

分类，基建项目主要包括交通运输、能源、水利及其他政府主导项目，其中交通运输

项目主要是高速公路、铁路等跨地区交通项目，部分东部地区还涉及市内和城际轨

道交通等。能源项目数量仅次于交通运输，包括新能源发电、电网建设、煤炭等，其

中新能源发电项目数量居前，占能源项目比重较2020年抬升近7个百分点至47.1%。 

图12：基建类项目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能源等领域  图13：新能源发电领域占比较 2020 年明显抬升8 

 

 

 

数据来源：各地发改委、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各地发改委、开源证券研究所 

 

1.3、 重大项目落地，对需求形成一定支持，更注重结构引导 

政策支持、项目质量等保障下，重大项目投资完成情况多较好，或对中短期需

求形成一定支撑。重大项目多会获得各地的政策支持，包括财政补贴奖励、信贷支

持、用地保障、争取中央专项资金等；较高的准入标准，也保障了项目质量、开工建

设落地等，使得项目完成多较好。从部分地区公布的完成情况来看，过去几年重大项

 
7 新兴产业与先进制造业主要根据各省公布的项目分类进行统计，主要包括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

车、高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半导体、人工智能、现代生物医药等领域。 
8 主要包括浙江、广东、甘肃、福建、重庆、四川六个省市，值得注意的是，2021 年煤炭占比为 0%，这里主要是因为为了确保口径

一致舍弃了部分省份，实际上陕西、内蒙等地仍存在煤炭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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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投资实际完成额，均超过计划投资规模，完成倍数最高接近 1.3 倍。 

图14：产业项目依靠社会融资，民生项目依靠财政支持  图15：重大项目投资大多超额完成 

 

 

 

数据来源：宁夏发改委、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各地区发改委、开源证券研究所 

 

重大项目结构变化，透露的“稳增长”思路明晰，基建投资告别传统逆周期调节，

注重聚焦跨区域交通运输建设，推进中长期地区协同发展。传统周期下，基建投资

是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投资增速中枢明显下移，尤其是规模占比最大的

公共设施管理类投资。2021 年重大项目中，基建数量占比大幅下降，指向的并非走

传统“稳增长”老路，更多聚焦跨区域的高速公路、铁路和城际轨交等交通运输项目。 

图16：基建投资中，公共设施管理、道路运输占比较高  图17：公共设施管理投资拖累基建投资增速中枢下移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Wind、开源证券研究所 

 

跨周期调节下，政策注重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平衡，加大结构引导，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加快绿色发展等。重大项目着力点，与当前中央思路、各地政策导向一致，

产业项目的推进，基本沿着十四五规划思路，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高

端装备、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民生、生态环保等领域投入加大，提升人民居

住生活环境；能源项目聚焦光伏、水利等新能源发电，加快绿色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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