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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 上半年北京市固定资产投

资明显下滑

2018上半年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

降，但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投资的效率和效益

稳步提高。1-5 月 , 北京市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 2236 亿元，同比下降 13.7%，降幅较一季

度进一步扩大，自年初以来连续3个月负增长。

（一）三次产业投资整体下滑，“高精尖”

产业和新兴产业投资大幅增长

2018 年 1-5 月，北京市第一产业完成投资

27.3 亿元，同比下降 33.5% ；第二产业完成投

资 138.7 亿元，同比下降 42.6% ；第三产业完成

投资 2070 亿元，同比下降 10.3%。虽然投资总

体下滑，但产业投资更加突出集约、创新、绿

色发展的特点，更加聚焦高精尖及新兴产业，

对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逐渐凸显。

1-5 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

增长 88.1%，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 61.0%。

（二）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重点领域投资

集体下滑，民生领域投资显著增长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大幅下滑。2018 年 1-5

月，北京市完成基础设施投资 722.8 亿元，同

比下降 8.9%。二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延续 2017

年以来下跌走势，建安投资增速较上月出现正

增长。1-5月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052.4 亿元，

下降 10.1% ；完成建安投资 974.5 亿元，同比

增长 0.8%，继今年 3 月负增长（-2.1%）以来实

现反弹为正。三是投资向提升群众获得感方面倾斜，民生领域投资

大幅增长。1-5 月，交通运输领域投资 373.2 亿元，增长 5.9% ；邮政

电信领域完成 56.5 亿元，增长 78.7%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

组织投资增长 76.6% ；住宿和餐饮业投资增长 7.7%。另外，1-5 月保

障性住房投资 368.7 亿元，同比增长 41.7%。

（三）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下滑，民间投资负增长

在北京市民间投资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一直占有绝对高的比重

马晓春

如何看待当前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 ？

摘   要 ：随着房地产开发、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投资集体下滑，2018 上半年北京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出现负增长。分析认为 PPP 项目整顿、住宅成交量下滑、北京市落实减量发展战略等都是导致北京市固定资

产投资下滑的重要因素。展望 2018 下半年，随着市政府重点工程全面启动、房地产投资项目陆续开工，北

京市固定资产投资有望止跌企稳。与此同时，本研究认为，当前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构建“高精尖”经济结

构背景下，应理性认识后工业化时代投资放缓是客观规律，减少对投资增速快慢的关注，将投资工作重点转

移到做好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上来。

关键词 ：固定资产投资  房地产开发  基础设施

    图 1   2017 年 2 月 -2018 年 5 月北京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 ：北京市统计局

       图 2   2017 年 2 月 -2018 年 5 月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 ：北京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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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这一比重为 86.4%，2017 年为 84.4%）。随着房地产开发投资

持续大幅下降，北京市民间投资同样呈现负增长的走势。2018 年 1-5

月，北京市完成民间投资 665.9 亿元，同比下降 16.2%，降幅较 4 月

收窄 8.7 个百分点。

（四）受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影响，工业投资大幅下挫

随着疏解非首都功能力度的不断加大，北京市工业投资明显

下降。疏解非首都功能是当前北京市各项工作的“牛鼻子”，大量的

专业性批发市场和传统工业等都在加快向外疏解，在这种背景下，

工业投资增速显然难以提升。2018 年 1-5 月，

北京 市完成工业投资 135.7 亿 元，同比下降

43.3%。

二、投资负增长原因分析

（一）PPP 项目整顿抑制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项目运作，防止 PPP 异化为新的融资平台，

2017 年 11 月财政部发布《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

知》(财办金[2017]92号)（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发布后，PPP 项目无论是总入库数还是处

于初始阶段的识别项目数，均出现持续减少。

据财政部统计，截至 2018 年 4 月底，被退库或

整改的 PPP 项目数量和金额分别占总数的 51%

和 36%。PPP 项目的整顿，由于监管更加严格，

客观上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下滑带来一定的影

响。

（二）住宅用地成交量下降影响房地产开

发投资增速

2018上半年北京 市住宅用地成 交量较

2017 年同期出现下降，一定程度影响房地产开

发投资。2018 年 1-6 月北京市住宅用地共成交

21 宗，较 2017 年同期减少 3 宗 ；建设用地面

积 175 万平米，较 2017 年同期下降 2.9% ；规

划建筑面积 290 万平米，较 2017 年同期下降

2.1%。住宅用地成交面积的下降不仅影响当期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时对后期的建安投资增长

也将带来一定的影响。

（三）“腾笼换鸟”过程，投资下降属于

正常现象

为加快非首都功能疏解、构建高精尖经

济结构，从 2014 年起，北京市开始实施减量

发展战略，外迁和关停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

产业。与此同时，严格执行《北京市新增产业

的禁止和限制目录》，传统产业开启了向符合首

都功能定位的产业转型升级。这一举措对疏解

非首都功能、加快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发挥了

      图 3   2017 年 2 月 -2018 年 5 月北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 ：北京市统计局

           图 4   2017 年 2 月 -2018 年 5 月北京市建安投资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 ：北京市统计局

           图 5   2017 年 2 月 -2018 年 5 月北京市民间投资额及增速

资料来源 ：北京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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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作用。但产业转型升级不是一蹴

而就的，在新经济增长点的培育阶段

势必会出现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的现象。

（四）落实减量发展要求，投资

增长空间有限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

明确提出了北京全市建设用地规模、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以及平原区开发强

度三下降。在这个硬指标约束下，未

来北京市房地产开发空间必然受到限

制，这意味着包括房地产开发在内的

固定资产投资空间受限、发展后劲不

足，因此固定资产投资下滑也是在预

料之中。

（五）后工业化时期，投资放缓

大势所趋

北京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第三产

业已成为其第一大产业。2017 年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到 80.6%。由于第三产业链条

相对较短，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强

度明显不如工业的特点。与工业化发

展阶段相比，后工业化时期固定资产

投资出现放缓是客观规律。

三、2018 下半年北京市投资

形势展望

（一）基础设施投资有望企稳反

弹

随着市政府重点工程的全面启

动，下半年预计全市基础设施投资

将企稳反弹。2018 年市政府集中推

动 276 项重点工程，计划完成投资约

2424 亿元。下半年，在老城保护、环

境治理、城市副中心建设等市政府重

点工程的带动，全市基础设施投资规

模将逐步扩大，对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止跌企稳起到重要的支撑。

（二）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有望

逐步缩小

随着 2017 年房地产中标项目的

陆续启动，预计下半年房地产开发投

资降幅将逐步缩小。2017 年北京市住

宅及商办用地量为 622.2 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79.8%（中指数据）。房地产

开发项目通常从拿地到启动大约有 1

年的时间，下半年随着这些项目陆续

开工，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量将逐步

回暖。

（三）民间投资降幅有望收窄，

工业投资短期难以回升

由于北京市民间投资主要集中

于房地产领域的特点，2018下半年随

着全市房地产开发项目陆续启动，预

计北京市民间投资降幅将会有所收

窄。与此同时，根据《北京市新增产

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5 版），几

乎所有的工业都被列入北京市禁止新

增产业目录，在这种背景下，预计北

京市工业项目投资呈现继续下降态势。 

 

四、启示

（一）理性认识后工业化时代投

资增速放缓是一种常态

改革开放 40 年，投资对于支撑

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

进入后工业化时代，随着经济重心向

第三产业的转移，固定资产投资需求

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相比会出现明显下

降，这个阶段投资增速出现放缓乃至

下降属于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只有

充分认识到这个规律，政府管理部门

才能避免采取不必要的刺激投资措

施，避免不必要的产能过剩。

（二）转变观念，将工作重心转

向如何服务好企业

调研发现，上海市的固定资产

投资工作有两个特点 ：一是自 2010

年起上海就不再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纳入政府部门工作考核指标 ；二是上

海将更多的精力投向对标世界银行制

定的营商环境指标，努力改善自身的

营商环境。“十二五”以来上海市固

定资产投资持续平稳增长。对于经济

结构、发展阶段与上海市极为相似的

北京，可以借鉴上海经验，主动适应

市场经济规律，不再过多关注投资增

速指标，将工作重点转向改善营商环

境、服务实体经济。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是吸引

民间投资的必要举措

我国的改革经验充分证明，尊

重市场规律是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法

宝。民间投资属于市场经济行为，只

有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才能实

现企业、个人和国家效益的最大化。

政府部门应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关

于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各项要求，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市场经济平稳

运行注入“润滑剂”，减少行政部门政

令不通政策落实难等问题造成的“摩

擦”，最终实现民间投资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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