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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发展趋势监测报告 

及2019 年投资形势展望 

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拟

建项目（指已经办理审批、核准或备案手续的项目）数量增势较

好，同比增长 15.5%，为 2019 年投资平稳运行提供坚实的项目

储备基础。初步预计 2019 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运行将呈现企稳

态势，中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投资成为主要拉动力，基础设

施投资增长情况略有好转，中西部投资增速继续领先。 

一、全国投资拟建项目运行主要特征与趋势展望 

基于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以下简称在线平台）

汇集的拟建项目数据，对 2019 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情况及其结

构进行预判分析，从时间趋势看，投资增速可能呈现出前高后低

运行特征；分主要领域看，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将保持较快增长，

继续发挥“稳投资”的主导性作用，基础设施投资有望中速增长，

是“稳投资”的重点发力方向。 

（一）基础设施领域拟建项目数量保持中速增长。2018 年

基础设施拟建项目数量较上年增长 5.3%。其中，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较上年增长 4.4%，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增长 4.4%，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增长 8.4%。随着国

家加大对本领域的支持力度，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望逐步回暖。

但在 2018 年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回落较大、地方政府融资渠道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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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的形势下，预计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仍有压力。以基建项目落地

周期 1 年左右判断，2019 年基建投资有望保持中速增长态势。 

（二）制造业拟建项目数量增势较好。2018 年制造业拟建

项目数量较上年增长 24.0%。分季度看，逐季分别较上年同期增

长，呈现回落态势。尤其是下半年以来 PMI 处于荣枯线以下、

制造业企业利润增长放缓、国内外市场需求不足、工业产成品价

格低迷，企业投资信心有所回落。以制造业项目落地周期 6 个月

左右判断，2019 年上半年制造业投资或将面临一定下行压力。 

（三）房地产拟建项目数量高速增长。2018 年房地产拟建

项目数量较上年增长 32.8%。根据房地产行业投资额入统经验，

施工项目是支撑房地产投资增长的主导因素。据此判断，受益于

2018 年拟建项目部分已经进入施工期，房地产投资有条件保持

平稳增长态势。以房地产项目落地周期 3 个月左右判断，2019

年一季度房地产投资仍将保持较快增长，但新开工项目数量可能

回落。 

（四）中西部地区拟建项目数量增速领先全国。2018 年，

中部、西部地区拟建项目数量分别较上年增长 30.1%、26.3%，

东部地区增长 3.1%，东北地区下降 14.5%。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

产业转移、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投资形势相对较好。东部地

区是我国对外贸易集中区域，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拟建项目数

量增速相对较低。东北地区仍处在产业转型关口，叠加经济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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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慢、人口外流、政府债务高企等问题，投资增长压力较大。 

（五）转型升级成为产业投资热点方向。2018 年，先进制

造业拟建项目数量较上年增长 34.4%，高出整体制造业增速 10.4

个百分点。在创新驱动和转型升级的带动下，中高端制造业加快

布局，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现代服务业拟建项目数量

同比增长 23.1%，服务业扩大开放政策效果显现，新兴服务模式

蓬勃发展，现代服务业快速扩容。 

总体而言，根据拟建项目数量增长情况，预计 2019 年，采

矿业、中高端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有望成为投资热点行业，支持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

中西部地区的陕西、甘肃、河南、湖南、山西，以及东部地区的

福建、浙江将成为投资增速较快省份，引领区域投资增长。 

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潜力空间 

（一）问题研判。基建领域新增意向项目投资预期偏弱，社

会领域补短板投资动能有待激发、个别省份拟建项目大幅下降等

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可能影响 2019 年投资平稳运行，值得高度重

视。 

一是基础设施领域投资动能仍需加强、拟建项目数量增长较

为有限。当前基建项目融资模式有待进一步创新，过度依赖政府

信用及财政资金的局面尚待转变，融资不畅可能影响投资进展；

基础设施前期项目储备规模偏小，项目落地进度出现延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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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投资发展后劲。 

二是社会领域拟建项目数量增长情况不乐观。卫生和社会工

作业、文体娱乐业拟建项目数量仅分别同比增长 4.2%和 8.3%，

明显低于全部项目增速。重点社会领域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民

营企业和社会组织投资渠道仍需畅通。 

三是个别省份拟建项目数量大幅下降。部分省份出现两位数

降幅。基础设施业拟建项目数量同比大幅减少成为以上省份增速

下降的共同原因。此外，也有一些省份制造业、房地产拟建项目

出现大幅减少。 

（二）潜力空间。综合考虑储蓄率水平较高、高质量发展引

导、政策支持力度加大等因素，我国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

然巨大。对照对标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积极

落实“稳投资”政策，深入挖掘未来投资增长空间，可以集中发力

的有效领域包括： 

一是高端制造业领域。按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推

进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大关键技术、高端装备、以及

核心零部件和元器件领域投资，尤其重视集成电路、发动机、人

工智能减速器等高技术产业项目投资。 

二是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5G 商用步伐，研究规划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应用投资发展方案；

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领域基础设施投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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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推介优质投资项目，创新新领域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 

三是生产要素领域。加强对资源、环境、人力资本等生产要

素领域投资力度，提高各类要素生产效率。加快推进能源、交通、

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适当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重点补齐清洁

能源短板；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环保工艺、防灾减灾

等领域建设，增强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和容纳能力；加快

推进人力资源、科学技术领域的投资建设，支持教育培训、科研

创新等软投资项目。 

四是社会补短板领域。促进社保、教育、医疗、健康养老、

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根据不同地区发

展情况，因地制宜，通过落实重大公共服务投资项目，提高区域

发展协调性。 

附件：1. 2018 年拟建项目同比增长和分类占比变化表 

2.2018 年分地区拟建项目同比增长情况表 

3.2018 年分地区拟建项目分类占比变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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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8 年拟建项目同比增长和分类占比变化表 

行业 
同比增长情况 

分类占比变化

（%）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全年 全年 

合计 45.3% 23.4% 15.6% -8.9% 15.5%   

基础设施 19.8% 2.8% 7.9% -5.1% 5.3% -1.2  

制造业 88.0% 33.2% 15.5% -5.6% 24.0% 2.1  

房地产开发投资 48.3% 44.5% 42.9% 2.1% 32.8% 1.7  

先进制造业 115.8% 48.1% 27.3% -2.9% 34.4% 1.5  

战略性新兴产业 78.3% 39.1% 10.9% -21.6% 16.5% 0.2  

现代服务业 41.9% 28.8% 26.9% 1.6% 23.1% 1.3  

农、林、牧、渔业 49.2% 20.4% 3.0% -10.9% 11.1% -0.4  

采矿业 44.2% 72.1% 70.5% 50.9% 60.5% 0.5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

产和供应业 
43.8% 40.0% -3.1% -44.8% -4.6% -1.2  

建筑业 30.7% 23.9% 27.4% 4.6% 21.3% 0.6  

批发和零售业 96.1% 26.1% 13.5% -19.2% 17.7% 0.0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1.5% 7.2% 1.9% -7.2% 4.4% -0.4  

住宿和餐饮业 100.6% 24.6% 18.5% 14.6% 28.9% 0.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 
22.9% 8.1% 22.2% -21.9% 4.4% -0.1  

金融业 87.2% -4.4% 4.5% -28.7% 3.7% 0.0  

房地产业 52.1% 37.4% 37.1% -2.0% 29.0% 0.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1.9% 29.1% 11.9% -4.6% 19.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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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 
同比增长情况 

分类占比变化

（%） 

全年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全年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6.9% 28.9% 29.9% 15.9% 28.5% 0.1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 
23.0% 5.5% 11.2% -1.9% 8.4% -0.6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 
-13.0% 0.5% 12.7% -11.9% -2.8% -0.8  

教育 -1.9% 42.5% 36.7% -8.5% 15.6% 0.0  

卫生和社会工作 -7.3% 13.5% 16.2% -6.6% 4.2% -0.1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4.3% 10.5% 18.5% -18.3% 8.3% -0.1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

会组织 
0.1% -15.3% 7.4% -26.5% -10.0% -0.5  

注：1. 同比增长，是指报告期间项目数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增长百分比。 

2. 分类占比变化，是指报告期间各领域、行业项目数占总项目数的百分比，

较上年同期该百分比的升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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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分地区拟建项目同比增长情况表 

地区  合计 基础设施 制造业 
房地产开

发投资 

先进制

造业 

战略性新

兴产业 

现代服

务业 

东部地区 3.1% -10.0% 6.6% 19.1% 22.6% 16.5% 19.6% 

中部地区 30.1% 11.9% 48.3% 56.7% 54.8% 21.8% 33.8% 

西部地区 26.3% 17.6% 58.0% 37.8% 63.3% 24.4% 25.2% 

东北地区 -14.5% -8.3% -13.9% 0.7% 5.5% -17.2% 1.0% 

        

北京 -12.6% -5.4% -75.4% 5.3% — — — 

天津 18.1% -61.5% 45.8% -1.9% 48.7% 53.5% -26.1% 

河北 9.5% 43.2% 0.7% 26.7% 7.9% 2.5% 27.7% 

山西 24.4% 32.1% 74.7% 32.8% 66.4% 4.6% 29.4% 

内蒙古 3.3% -15.5% 60.3% 12.2% 75.7% 23.5% -5.0% 

辽宁 -11.9% -16.7% -2.7% -9.7% 13.5% -2.3% -5.1% 

吉林 1.6% 23.7% -19.5% 42.9% -6.3% -23.4% 35.1% 

黑龙江 -29.2% -22.4% -31.8% -14.3% -6.9% -30.2% -16.1% 

上海 -2.5% -20.8% 20.0% -6.2% 24.0% 3.8% -9.9% 

江苏 -26.1% -21.4% -27.1% -8.0% -19.0% -29.7% -7.7% 

浙江 20.7% -27.7% 57.1% 67.9% 344.8% 364.6% 47.7% 

安徽 9.2% -3.7% 27.5% 16.9% 33.8% 14.2% 1.6% 

福建 36.5% -4.0% 85.6% 48.2% — — — 

江西 — — — — — — — 

山东 16.5% 28.0% 29.8% 39.8% 35.3% 0.4% 31.5% 

河南 74.9% 74.0% 85.7% 134.5% 112.7% 59.5% 92.4% 

湖北 18.8% 10.2% 21.8% 59.9% 20.4% 4.1% 19.1% 

湖南 52.8% 5.7% 101.7% 57.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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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合计 基础设施 制造业 
房地产开

发投资 

先进制

造业 

战略性新

兴产业 

现代服

务业 

广东 9.1% 0.6% 1.8% 18.0% -4.1% -0.9% 9.4% 

广西 17.5% 3.9% 29.6% 26.3% 52.7% 23.5% 16.4% 

海南 -18.9% -23.9% 3.8% -21.3% 6.5% 11.6% -17.9% 

重庆 -32.8% -50.6% 10.3% -18.4% — — — 

四川 — — — — — — — 

贵州 — — — — — — — 

云南 -0.5% 5.9% -5.0% 9.9% -20.2% 9.4% 3.0% 

西藏 — — — — — — — 

陕西 61.3% 45.9% 143.9% 55.7% 130.7% 31.7% 49.2% 

甘肃 31.6% 19.9% 57.8% 52.9% 74.2% 36.9% 63.8% 

青海 — — — — — — — 

宁夏 12.9% 21.5% 37.3% 8.7% 58.7% 14.3% 21.6% 

新疆 -10.6% -36.3% 38.3% -6.0% 137.2% 25.8% -26.9% 

兵团 — — — — — — — 

注：“—”，表示数据疑似异常，不具备报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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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分地区拟建项目分类占比变化表 

地区 基础设施 制造业 
房地产开

发投资 
先进制造业 

战略性新

兴产业 
现代服务业 

东部地区 -1.5% 1.3% 1.8% 2.5% 2.9% 3.0% 

中部地区 -1.7% 4.5% 2.0% 1.7% -1.5% 0.4% 

西部地区 -1.3% 3.1% 1.1% 1.1% -0.3% -0.2% 

东北地区 1.0% 0.2% 1.8% 2.0% -0.9% 4.2% 

       

北京 1.4% -11.2% 2.7% — — — 

天津 -10.1% 9.2% -2.3% 5.1% 6.7% -11.4% 

河北 2.1% -4.2% 1.4% -0.3% -2.3% 3.1% 

山西 0.7% 7.5% 0.6% 2.7% -6.3% 0.8% 

内蒙古 -3.3% 8.0% 0.9% 3.6% 4.4% -2.6% 

辽宁 -0.6% 3.4% 0.3% 3.6% 3.0% 1.9% 

吉林 3.2% -5.4% 3.9% -0.6% -6.8% 7.7% 

黑龙江 1.4% -0.7% 1.9% 1.6% -0.5% 4.1% 

上海 -2.3% 7.7% -0.4% 4.5% 1.7% -2.3% 

江苏 0.8% -0.7% 2.4% 1.6% -1.1% 4.2% 

浙江 -8.1% 8.1% 4.7% 10.1% 15.2% 4.8% 

安徽 -1.4% 6.6% 0.6% 2.4% 0.9% -1.1% 

福建 -4.2% 10.5% 0.7% — — — 

江西 — — — — — — 

山东 0.9% 4.5% 1.1% 2.5% -4.7% 2.3% 

河南 0.0% 2.5% 3.4% 2.9% -3.0% 2.1% 

湖北 -0.9% 0.9% 3.0% 0.1% -3.1% 0.1% 

湖南 -4.8% 6.5% 0.4% — — — 



 

11 

地区 基础设施 制造业 
房地产开

发投资 
先进制造业 

战略性新

兴产业 
现代服务业 

广东 -0.4% -2.5% 2.1% -2.4% -2.7% 0.1% 

广西 -1.8% 1.5% 1.2% 1.0% 0.7% -0.2% 

海南 -1.7% 1.3% -0.6% 0.5% 3.8% 0.5% 

重庆 -6.4% 6.6% 2.5% — — — 

四川 — — — — — — 

贵州 — — — — — — 

云南 1.4% -0.5% 1.3% -0.8% 1.9% 1.0% 

西藏 — — — — — — 

陕西 -1.6% 6.5% -0.4% 1.9% -4.9% -1.8% 

甘肃 -1.5% 2.4% 2.3% 1.2% 0.7% 6.3% 

青海 — — — — — — 

宁夏 1.2% 4.2% -0.3% 3.1% 0.4% 1.8% 

新疆 -6.9% 8.7% 0.8% 5.2% 5.3% -7.4% 

兵团 — — — — — — 

注：“—”，表示数据疑似异常，不具备报告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