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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湖北省重大项目投资规模的统计分析 

廖长林，李博，刘望辉，张青 

（湖北经济学院数据与分析中心，湖北武汉 430205） 

【摘 要】本文对重大建设项目库的功能与作用进行探讨，并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 

的比重、重点项目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和省外对湖北投资的强度的历史数据为统计分析基础，对湖北

省2010~2015 年期间投资总规模可能达到的水平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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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 月22 日， 湖北省发改委在全省重大投资项目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经过调整的湖北省重大项目库。2010~2015 年乃

至今后一个时期，湖北省经过调整的重大项目库重点项目3.7 万余个， 总投资额达12.06 万亿元①。此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社

会各方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许多专家和媒体对12.06万亿这一惊人的总投资金额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湖北公布的这一数字，是

金融危机中中国4 万亿经济刺激投资规模的3 倍，是湖北目前GDP 的10 倍，因而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②③。我们认为，这些

质疑没有准确理解重大项目库建设的功能和作用，也没有对湖北经济发展和投资增长的状况进行充分的统计分析，因而不能令

人信服。本文拟通过对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重大项目库建设实践的考察，探讨其功能和作用，并通过对湖北1992~2009 年期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 的比重、重点项目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和省外对湖北投资的强

度四个方面的状况进行统计分析，据此对2010~2015 这六年湖北投资总规模可能达到的规模予以测算。 

一、重大建设项目库的功能与作用 

上海市重大建设项目库于1992 年初组建。该项目库亦叫“项目备选库”。建立项目库的主要目的是：汇集全市各部门、地

区有关建设项目的信息；通过对若干项目实施跟踪，推动建设前期工作；为对外招商整理和提供基础资料。上海市有关专家归

纳，重大建设项目库建设有四大功能：第一，规划功能，提出正确疏解社会经济发展瓶颈的有份量的重大备选项目；第二，决

策功能，及时提供基础性资料，为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决策服务；第三，推动功能，推动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加快重大项目实施

进程；第四，招商功能，是吸收外资的有效途径④。 

北京市从2003 年起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并明确今后北京市所有申请政府投资支持的项目都必须先纳入项目库开展评

估论证等前期工作，按照“建设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滚动发展思路，实现先储备后建设。在北京市重大项目库建设

中， 进库项目按照两条衡量标准进行严格筛选：一看是否符合北京市总体规划，二看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做到

“以规划确定项目，以项目落实规划”⑤。 

关于建立重大建设项目库的必要性，上海有关专家的看法是： 过去上海由于没有重大项目储备，往往出现有了资金再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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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项目的被动局面，尤其是利用国际金融组织资金时， 往往是打“遭遇战”，成功率很低。另外，由于立项前的准备工作差，

有些项目立项后， 往往不能较快地进入实施阶段，甚至还要做不少“补课”工作。而加强重大项目库工作，对改变准备不足的

被动局面起到了较好作用。 

北京有关专家则认为，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储备库，意味着政府投资不再是先有钱后找项目，而是项目投资人必须根据区域

发展建设的轻重缓急“排队”等候投资，提高了政府投资的科学合理性。 

从对上海、北京重大项目库建设的考察，我们可以形成如下看法： 

（1）重大建设项目库建立主要是提供备选项目，主要是超前储备一批项目。不等于计划投资项目，不等于必须实施、必须

完成的项目。对湖北12.06 万亿元重大建设项目库的质疑，主要的问题在于把重大项目库建设等同于重大项目投资计划，把备

选项目等同于必须实施、必须完成的项目。 

（2）重大建设项目库具有规划、推动、决策、招商四大功能， 能改变投资前期准备不足的问题，能提高政府投资的合理

科学性， 因而对提高投资率，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有利的。如果不把重大建设项目库误解为重大项目投资计划，则开展项

目库建设有利无弊，不应被指责和质疑。 

（3）重大建设项目库能否如期开工实施，投资能否达到规划，取决于项目库建设质量，取决于政府直接投资和引导社会各

界投资的工作力度，也取决于社会各界包括上级政府、银行、外商、省外投资者对湖北的投资意愿。但无论如何，重大项目库

项目上马的越多，投资越到位，表明重大项目库建设的成效越显著。 

二、2010~2015 年湖北总投资可能达到的规模测算 

（一）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看 

假设 2010~2015 年期间，湖北每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以同样的速率 x 增长，则这一时期的累计投资金额就是： 

 

上式中 0.82 是 2009 年湖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0.82 亿元。要使上式等于 12.06 万亿元，则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平

均增长率（上式中的 x）至少要达到 26%。从 1992~2009 年的 18 年看（见图 1），湖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于 26%的

年份有 10 个（1992~1995 年、2004~2009 年），低于 26%的年份有 8 个（1996~2003 年）。由此可见，从今年到 2015 年，湖

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金额达到或超过 12 万亿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当然，要是湖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如 1996~2003 

年一样在低位运行，则湖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金额是远远达不到 12 万亿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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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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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2 中可以看出，1992~2009 年 18 年期间，我省按可比价格计算的 GDP 增长率等于或超过 12%的年份有 10 个， 最近

5 年（2005 年以后）的 GDP 增长率都超过 12%。因此， 我们有理由假定 2010~2015 年湖北省 GDP 增长率为年均 12%或 14%。

照此计算，2010~2015 年我省累计 GDP 将达到 11.66~12.49 万亿元（详见表 1）。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1999 年以来湖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 GDP 之比一直保持在 40%以上，且从 2003 年以来连续 6 年呈

现出显著上升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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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2010~2015 年湖北省GDP 分别按12%和14%的年均增长率进行测算的同时， 再根据固定资产投资占GDP 的比重（分别按

低40%、中50%和高60%） 对2010~2015 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进行测算（结果见表2、表3）。其结论是：要完成12.06 万亿

的投资计划，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 的比重必须提高到100%， 而过去年份这一比重大多在40%~5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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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别说明的是，GDP 增长率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投资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在考虑通胀因素的情况下，名义GDP 增

长率应高于按可比价格计算的GDP 增长率。考虑到未来物价水平的上涨因素（2008 年湖北物价上涨6.3%，而去年受金融危机影

响下降0.4%），2010~2015 年湖北名义GDP 增长率假设按16%~18%计算（见表4），则2010~2015 年我省累计GDP 将达到13.36~14.3 

万亿元。 

 

只有固定资产投资占GDP 的比重超过80%，2010~2015 年湖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才能达到12 万亿元。正常的情况下， 

即固定资产投资占GDP40%~50%时，2010~2015 年湖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可能在7 万亿元左右。 

（三） 从重大项目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看 

重大项目库中的项目投资只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部分（当然， 其中还包括铺底流动资金）。我们虽然不知道未来几

年里重大项目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的变化趋势，但可以大致测算出未来 6 年重大项目投资金额要达到 12.06 万亿必

须的重大项目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之间的对应关系（见表 5）。 

 

从表5 中不难看出，当重大项目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90%时，要实现重大项目累计投资金额达到12.06 万亿，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必须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增长。结合图1 湖北全社会投资增长率的历史变化趋势， 我们不难发现20 年来湖北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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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未连续5 年达到30%以上的，其理论上的解释是：持续的高投资会导致经济过热，是不可持续的。另一方

面，如果预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会以每年25%~30%的正常速度增长，又要实现重大项目累计投资金额达12 万亿，那么重大项

目将占用90%以上的资金和其他生产要素，重大项目库以外的一般投资项目将几乎被全部“挤出”， 这显然不符合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的要求。 

（四）从省外对湖北的投资看 

以上三个方面的测算是基于湖北过去一些年经济发展的状况判断未来的走势， 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也有局限性，主要是没

有考虑未来经济发展因素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例如，当初深圳由于中央的特区优惠政策变成了投资热土和资金洼地，国内国

外资金大量涌入， 投资年均增长率在 1980~1982 年均超过 100%⑧。目前中央已把湖北作为实现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东部产业

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加快，为湖北加快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湖北省可以抢抓机遇，积极争取中央财政性资金、银行贷款、东部

和境外资金，但是对省外境外资金也不能抱有过高期望。如图 4 所示，在 1991~2008 年期间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当中“利用外资”

仅占 4%，2009 年湖北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总计 320 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3.9%。 

 

三、结语 

（一）湖北是投资拉动型经济，必须千方百计地扩大投资规模。建立重大项目库是增加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的有效举

措， 建12.06 万亿元的重大项目库是可取的，不应受到指责与非议。 

（二）目前有专家和媒体对湖北12.06 万亿重大项目库提出质疑，主要是没有理解项目库是提供备选项目，是储备项目，

而不是作为2010~2015 年间必须完成的投资计划。 

（三） 通过对 1992~2009 年我省经济增长和投资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 我们测算，2010~2015 年，假定 GDP 增长率为

12%~14%， 物价上涨率为 4%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为 40%~50%， 重大投资项目与一般投资项目保持在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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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则我省力争完成的重大项目投资规模宜规划为 7 万亿元左右为宜。 

注释： 

① 12 万亿建设3.7 万余个重点项目.楚天都市报，2010-03-23。 

② 湖北12 万亿投资怎么看.人民日报，2010-3-29。 

③ “不差钱”背后的债务风险.央视“新闻1+1”，2010-3-25。 

④ 乐燕鸣.上海的“项目库”.上海经济研究，1995（1）。 

⑤ 投资项目储备库.领导决策信息，2006（36）。 

⑥ 《湖北统计年鉴2009》。 

⑦ 《2009 年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⑧ 《深圳统计年鉴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