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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城市基础设施是城市赖以生存的命脉，是

城市经济发展的先行资本，是实现城市功能定

位和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作为可

收费物品，基础设施最突出的特点是价格机制

对他们同样适用。也就是说，这些物品的最终

消费者或政府中介可以为它们的“使用”直接

付费。所以，市场机制完全可以被应用到这类

物品的提供上。基础设施投资主体多元化相对

于传统的政府投资的单一模式具有突出的优越

性，是弥补政府供给能力不足、提高供给效率

的最有效手段。因此，在新区各项目筹备和发

展过程中，对基础设施投资构成和资金来源进

行研究十分必要。笔者以公共物品理论为依据，

对滨海新区基础设施当前投资结构及资金来源

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为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发

展研究奠定数据基础。

二、滨海新区基础设施投资与资金构成的

统计分析

（一）滨海新区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和结构

分析

    笔者将以滨海新区 2000 年～ 2012 年的

基础设施投资结构、投资规模的变化和基础设

施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作为切入点，从

整体上认识滨海新区 13 年的基础设施投资总

额和结构的变化，研究滨海新区基础设施投资

市场化发展趋势及其存在的问题。根据天津统

计年鉴《滨海新区统计年鉴》按主要行业部门

划分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文中公共基础设

施投资主要包括以下 9 个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

活动 ( 包括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 ): 海空港、铁

路和轨道交通、道路交通、能源建设、环境建

设、建港造陆、功能区开发、水利工程、其他。

投资情况如表 1 所示。    

为了便于观察滨海新区基础设施投资构成

情况、基础设施投资变化情况和基础设施占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数据分析如图 2、图 3、

图 4 所示。

从投资结构变化上来看（图 2），13 年间

投资结构变化可以以 2007 年为时间分界线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 年～ 2007 年）

投资主要以交通道路、建港造陆和其他投入为

主，占总投资比重较大；同时铁路、轨道交通建设

和能源建设投入有所增加，但投资变化基本平稳，

变化较小；环境建设及水利工程建设投资自 2004

年之后比例明显减少。第二阶段（2008 年～ 2012 年）

可以明显看到，功能区开发投入开始成为投资重点，

投资比例稳步上升，2012 年占到基础设施总投资

的 63%，比 2008 年增加 48%。滨海新区共设九大

功能区，自 2008 年起，政府加大对九大功能区建

设投入，为滨海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型以及

新区开发开放夯实基础。根据滨海新区地理位置的

特点，海空港建设受到重视，2009 年投资额突破

100 亿大关，占总投资额的 14%。滨海新区位于天

津东部沿海，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地带，是亚欧大

陆桥最近的东部起点，也是中国邻近内陆国家的重

要出海口，拥有世界吞吐量第五位的综合性贸易港

口——天津港。依托天津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发展海

空港建设是提高新区竞争力、发挥区位优势的最佳

途径，也为新区经济发展提供优质的硬件条件。

2008 年～ 2009 年随着需求的增加，能源建设投资

比例进一步加大，2009 年达到 78.6 亿元，随后逐

年下降。从整个 13 年的投资比例构成上，虽然在

两阶段均有所调整，但从整体上看，基础设施的投

资结构并没有发生大幅度的改变，而从投资绝对数

额上看，投资结构的变化源于功能区开发、海空港

建设这两大类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迅速提高。

从图 3 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变化趋势来看，滨

海新区自 2000 年建设步入正轨以来，对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入稳步增加，2006 年之后进入高速发展

阶段，投入额度明显加大，2009 年、2010 年投资

额分别为 956.04 亿元、1118.64 亿元，增长幅度高

达 85.46%，同时滨海新区地区生产总值由 2009 年

的 3810.67 亿元增长至 2010 年的 5030.11 亿元，涨

幅达到 75.76%，说明基础设施建设是地区经济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2010 年之后，基础设施投资额

度有所下降，但依然保持在 1000 亿元左右，这主

要因为建港造陆、道路交通和水利工程投资绝对数

滨海新区
基础设施投资结构与资金构成研究 

李祺  姚鹏  孙钰     表 1  2000 年～ 2012 年滨海新区基础设施投资（单位：亿元）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海空港 - - - - - - - 100.18 58.44 135.07 89.31 117.86 124.70 
铁路和
轨道交

通
3.22 1.99 1.82 2.47 16.58 14.38 21.68 28.03 51.52 71.98 54.79 52.48 60.20 

道路交
通 12.73 23.91 21.94 23.04 19.01 15.29 33.57 67.17 115.65 219.93 239.02 164.91 100.60 

能源建
设 3.85 3.31 3.11 2.53 4.02 8.67 8.92 22.31 50.87 78.60 30.32 22.97 35.21 

环境建
设 2.12 8.44 7.36 11.10 14.63 6.43 4.11 3.25 20.02 43.38 30.06 28.41 9.66 

建港造
陆 13.06 15.33 16.42 14.67 29.22 45.90 73.06 - 131.96 229.77 430.95 390.81 0.00 

功能区
开发 - - - - - - - 39.60 80.27 173.18 237.97 294.11 575.42 

水利工
程 1.18 2.11 2.36 2.80 1.85 0.82 2.55 3.89 2.18 4.13 6.22 18.35 4.00 

其他 20.88 13.12 16.18 43.72 71.86 83.52 74.22 3.75 12.86 - - - -

总计 21.92 37.64 34.24 39.13 54.24 44.77 68.28 268.17 523.77 956.04 1118.64 1089.90 909.79 

占当年
全社会
固定资
产比例

11.89% 15.46% 12.19% 8.43% 9.59% 6.46% 7.90% 23.27% 31.73% 38.20% 33.37% 29.44% 2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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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下降。道路交通方面，津秦客运专线项目天津段

65 公里，2009 年底滨海站基础工程基本完工；随

着新杨北公路项目完工、东疆保税港区主干路网基

本完成、李港铁路万板复线等项目的竣工，也使政

府在道路交通方面的投资大大减少。2009 年滨海

新区政府提出 2010 年起重点治理滨海新区中新天

津生态城周边“一泥三水”项目，即污水库底泥、

污水库、营城水库、蓟运河的治理工作，同时引滦

入滨海新区等管线水利工程项目也在大面积展开，

故 2010 年～ 2011 年水利工程投资总额上涨幅度

达到 195%。随着相关工程的完工和结项，2012 年

水利工程投资幅迅速缩减了 78.2%。总体来看，滨

海新区基础设施建设自 2000 年至今经历了平稳起

步——高速发展——保持稳定的发展阶段，完成了

从建设初期到建设逐步完善的平稳过渡，从投资总

额可以看出，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逐步加强，

同时资金投入也随之增加，基础设施市场化进程加

快。

根据世界银行的初步测算，基础设施存量与经

济产出是同步增长的，而基础设施存量的增加与

资金投入直接关联，因此，往往把基础设施投资

占 GDP 比重及其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比例作为

衡量基础设施投资水平的标准。从基础设施占全社

会固定资产比例（图 4）来看，自 2007 年之后，

基础设施比例明显增大，2009 年达到 38.2%，是

2000 年的 3.21 倍。虽然在 2009 年之后投资比例有

所下降，但是依然保持所占在 20% 以上，稳步发

展。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研究，发展中国家城市

基础设施投资最好占固定资产投资 10% ～ 15%，

滨海新区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已远远高出这一要求，

说明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水平处于领先位置。

综合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仍有进一步扩大

的空间。从经济总量看，2012 年，新区生产总值

占全市的比重为 55.9%，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

全市的比重为 50.2%，低于生产总值比重 5.7 个百

分点。从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即固

定资产投资率看，2012 年，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

率为 61.8%，低于全市的固定资产投资率（68.8%）7.0

个百分点。这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新区经济发展

的拉动作用还有提升空间，投资总量仍有扩大潜力。

这样，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额度，提高基础设施所占

比例，鼓励社会力量对固定资产增加投入，成为新

区未来发展的重要工作。

（二）滨海新区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构成情况

基础设施融资市场化其中一项标志性变化是资

金来源的多样化，除了国家预算内资金外，国内贷

款、外资、自筹资金等开始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

重要作用。根据统计年鉴中给出的分行业固定资产

投资资金来源的相关数据，笔者统计了以电力、燃

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

（注：图 5 统计数据均来自 2008 年～ 2012 年滨海新区统计年鉴。）

图 4  基础设施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图 2  2000 年～ 2012 年滨海新区基础设施投资构成

图 3  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变化图

图 5  2008 年～ 2012 年滨海新区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



城市管理城市管理

64城市 65城市

额下降。道路交通方面，津秦客运专线项目天津段

65 公里，2009 年底滨海站基础工程基本完工；随

着新杨北公路项目完工、东疆保税港区主干路网基

本完成、李港铁路万板复线等项目的竣工，也使政

府在道路交通方面的投资大大减少。2009 年滨海

新区政府提出 2010 年起重点治理滨海新区中新天

津生态城周边“一泥三水”项目，即污水库底泥、

污水库、营城水库、蓟运河的治理工作，同时引滦

入滨海新区等管线水利工程项目也在大面积展开，

故 2010 年～ 2011 年水利工程投资总额上涨幅度

达到 195%。随着相关工程的完工和结项，2012 年

水利工程投资幅迅速缩减了 78.2%。总体来看，滨

海新区基础设施建设自 2000 年至今经历了平稳起

步——高速发展——保持稳定的发展阶段，完成了

从建设初期到建设逐步完善的平稳过渡，从投资总

额可以看出，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逐步加强，

同时资金投入也随之增加，基础设施市场化进程加

快。

根据世界银行的初步测算，基础设施存量与经

济产出是同步增长的，而基础设施存量的增加与

资金投入直接关联，因此，往往把基础设施投资

占 GDP 比重及其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比例作为

衡量基础设施投资水平的标准。从基础设施占全社

会固定资产比例（图 4）来看，自 2007 年之后，

基础设施比例明显增大，2009 年达到 38.2%，是

2000 年的 3.21 倍。虽然在 2009 年之后投资比例有

所下降，但是依然保持所占在 20% 以上，稳步发

展。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研究，发展中国家城市

基础设施投资最好占固定资产投资 10% ～ 15%，

滨海新区基础设施投资占比已远远高出这一要求，

说明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水平处于领先位置。

综合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仍有进一步扩大

的空间。从经济总量看，2012 年，新区生产总值

占全市的比重为 55.9%，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

全市的比重为 50.2%，低于生产总值比重 5.7 个百

分点。从固定资产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即固

定资产投资率看，2012 年，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

率为 61.8%，低于全市的固定资产投资率（68.8%）7.0

个百分点。这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新区经济发展

的拉动作用还有提升空间，投资总量仍有扩大潜力。

这样，加大基础设施投资额度，提高基础设施所占

比例，鼓励社会力量对固定资产增加投入，成为新

区未来发展的重要工作。

（二）滨海新区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构成情况

基础设施融资市场化其中一项标志性变化是资

金来源的多样化，除了国家预算内资金外，国内贷

款、外资、自筹资金等开始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

重要作用。根据统计年鉴中给出的分行业固定资产

投资资金来源的相关数据，笔者统计了以电力、燃

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

（注：图 5 统计数据均来自 2008 年～ 2012 年滨海新区统计年鉴。）

图 4  基础设施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

图 2  2000 年～ 2012 年滨海新区基础设施投资构成

图 3  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变化图

图 5  2008 年～ 2012 年滨海新区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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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8 个方面的统计数据代表

滨海新区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各来源所占比例

如图 3 所示。

从图 5 可以看出，滨海新区基础设施建设依赖

中央、地方财政投入的格局已完全打破，国内贷款、

自筹资金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国家预算内

资金五年平均占比仅为 1.4%，国内贷款、自筹和

其他投资替代国家预算内资金成为更重要的资金来

源，表明新区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化进程发展迅速。

总体来看，滨海新区基础设施投资市场化程度较高，

国家预算内资金在各种资金来源中已退居非常次要

的地位，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和其他投资开始在基

础设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三种投资方式已成为

份额最大的建设资金来源，并将继续扩大其在总投

资中的份额。从滨海新区投资现状看来，大多数资

金来自自筹方式，成为滨海新区基础设施建设主要

资金来源。这说明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化意识

的加强及其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基础设施

企业具有越来越强的自筹能力，从长远来看，新区

优越的市场化氛围为各企业自筹资金提供了良好的

发展空间，提高了各企业、单位建设积极性，形成

了良性循环发展模式，使自筹资金在基础设施建设

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将带动该地区基础设施优

质、快速发展。需要注意的是，从统计结果来看，

滨海新区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外资较少，近五年最多

占总投资的 2%，2011 年、2012 年甚至不足 1%。

利用外资指报告期收到的用于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

的国外资金，包括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及外商

其他投资。由于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其控制权仍倾

向于掌握在政府或国有经济手中，这限制了外资在

基础设施项目中的股权比例，外资只能成为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的有益补充，目前没有成为主要资金

来源。根据资料显示，2012 年 1 月～ 12 月，滨海

新区直接利用外资项目 354 个；合同外资额 134.29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 86.46 亿美元，分别比上

年同期增长 4.7%、9.6% 和 16.6%，这说明滨海新

区在吸引外资方面存在优势，应在今后发展中加强

鼓励国外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改善投融

资结构，也能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可以通过设立基

础设施投资基金和外资管理平台，向国际金融组织

申请贷款等方式，积极吸引外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在今后市场化进程中，滨海新区需明确政府在基础

设施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在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的

过程中既要鼓励民间资本注入，也要适当减少债务

风险，在投融资过程中实行公有私营、私有私营等

创新模式，合理调整基础设施投资比例，规范投资

市场，进一步推进基础设施市场化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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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一）发展空间不足

天津市中心城区现有面积 179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473 万人，地均 2.64 万人 / 平方公里，

属于人口高度密集型城区，产业用地严重不足。

一是产业发展空间十分有限。6 个中心区平均

面积 29.8 平方公里，最小的和平区仅 9.98 平

方公里，在道路、绿地等公共空间不断增加的

情况下，产业用地逐年缩小。二是行政主体分

散，土地资源不能整合使用。6 个行政区各自

为政，有限的土地资源无法合理布局，有些横

跨几个区的项目协调困难，由于无差别的产业

支持政策，各区都把金融保险、中心商务、文

化创意和科技服务作为主导产业，重复建设、

产能过剩问题难免发生。三是现行财税体制固

化了各区内部的征管对象，各区人为地设置限

制企业跨区发展的障碍，影响了全市产业结构

的布局调整和规模扩张。

（二）产业支撑不够

近年来，中心城区推行“退二进三”政策，

原来的工业企业绝大部分迁出或消亡。1998

年以前，中心城区有 9 个工业区，产业用地

30 平方公里，占区属 GDP 比重 30% 以上。目前 ,

仅保留了二号桥工业区、张兴庄工业区、建昌

道工业区、南口路工业园、光荣道工业区、南

开工业园、华苑高新技术产业区等 7 个工业区，

产业用地不足 10 平方公里，除河北、南开的

都市工业占 GDP 比重能达到 8% 以上外，其

他区所占比重不足 5%。都市工业衰退直接影

响几十万人的就业，增加国家负担，减少财政

收入。2014 以来，建筑行业需求不足连带第

二产业下行，中心城区 GDP 增势减缓，单纯

发展服务业造成势单力薄的问题就凸显出来。

（三）产业结构低端

一是传统服务业占比高，增长较慢。2013

年，天津中心城区三次产业结构为 0.4：10：

89.6。服务业是支柱产业。从其内部结构来看，

传统服务业是主要力量。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增加值完成 725 亿元，批发和零售业增加

值为 2143 亿元，两大行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

加值比重的 40.4%；而现代商务、金融、总部

经济等现代服务业仅占 30%，对其他行业发

展的带动力不够强。二是生产性服务业水平低，

不适应天津市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在天津市

天津市
中心城区发展的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

李胜毅  牛桂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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