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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国债是否值得购买？赵
锡军分析，一般情况下，要考虑风
险和收益率。从风险来看，国债
是由中央政府发行，信用级别最
高，没有什么风险；从收益来看，
国债收益率也有优势，还免征利
息所得税，所以有较大的吸引
力。再考虑抗疫等其他方面意
义，吸引力会更高。

温彬也认为，特别国债具有安

全性和收益性相结合的特征，收益
率高于银行存款利率，是无风险的
最高级别的债券，对于投资者来
说，购买国债不仅安全，而且有相
对较好的收益。“同时，目前的国债
在二级市场的流动性也比较好，所
以，从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来
看，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购买特
别国债也是一个不错的投资。”

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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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刘多用这样一组数据列举“新基建”对投

资的拉动：“预计到2025年我国5G网络建设
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

从需求侧拉动大规模投资，也从供给端赋
能生产、消费、社会治理等多领域，“新基建”以
投资为手段，更以效率为关键词。

“不是大水漫灌，而是细水长流。”与短期
内拉动增长相比，我们更应看重“新基建”对涵
养创新的意义。

5G带动信息消费和产业互联；数据中心推

动算力提升孵化诸多创新；让“漫步在云端”的
新技术更快落地应用，让“孕育于数字”的新需
求得到更大程度释放，让创新创业创造更加活
跃……通过激发创新来推动效率变革，“新基
建”更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义。

目前看，“新基建”也许从建设规模难与传
统基础设施建设比肩，但通过对各个领域和产
业的渗透融合，释放的能量将不可小觑。

中国信通院报告显示，预计 2020 年至
2025年我国5G商用间接拉动的经济总产出约
24.8万亿元。

如果列举2020年中国经济的“热词”，频频被刷屏的“新基建”一定位列其中。今年以
来，中央多次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把
其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举措。那么，“新基建”到底“新”在何处？

提起基础设施建设，大家都知道它既体现
出民生导向，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乘数效
应。而“新基建”，实际上也是对传统基础设施
建设的扩展，不是简单的抛弃传统基础建设而

“另起炉灶”。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铁路管网，到改革开

放后遍布全国的国道建设，之后的高铁以及
4G网络。每当开启一轮基础设施建设，大多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带来一波经济的快
速增长。

为什么要推“新基建”？可以从政府工作报
告中找答案。报告把“新基建”等建设，放在扩
大内需、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方略举
措地位来看待。

从经济运行的现实情况看，在特殊背景下，
通过发起一轮基础设施建设来扩大有效投资、
培育新消费是必然之举。

从社会发展的多元诉求分析，数字经济已

成为释放新动能最重要的途径。一季度，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2%。新业态“逆势”上扬也表明了经济发展
对数字基础的迫切需求。

通过加大5G、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
基建”建设，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生产力转化
为发展力，就将产生一石多鸟之效，在促消费惠
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上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新一轮信息技术正加速全球竞争力
版图的重塑，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光纤和4G
宽带网络，5G基站超过20万个，具备良好的产
业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可以说，此时此刻布局“新基建”立足当下
是应对挑战的突破口，着眼未来也是变局中的
关键之举。

“不是应急之策，但有应急之效，着眼长期
增长，更具长久之功。”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信息
通信研究院院长刘多这样概括。

“新基建”是要干啥

“新基建”的“新”路咋走

“新基建”能带来啥

把“新基建”变成新机遇，关键在用。
如何用好“新基建”？怎样释放新动能？

“新基建”如何走好“新”路？
“‘新基建’要避免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遇到

的问题，包括需求不足带来的过剩、基础设施
与产业发展的脱节等等。”不少代表委员给出
了这样的建议。

这一切的根本在因地制宜。
对于5G、大数据平台这些相对成熟的设

施，各地可以创造条件大力推广；对于人工智
能、区块链这些还处于发展中的基

础设施，应采取不同的策略，不应蜂拥而上，避
免重复建设对地方财政带来的负担。

代表委员认为，根据实际出发、考虑市场
需求规划、依托财力和债务情况去推进，是三
个根本原则。

地域也许有阻隔，但数据却是流动的。“新
基建”在建中用，要更加注重统一与融合。

可以分门别类推进，但必须有全局统筹，
可以分地区设置，但必须强化数据互通、标准

体系和发展路线的统一。不能把
“高速路”变成了“隔离带”，或有技
术无场景，让“新基建”成为“新景

观”。这便会成为
一种浪费和低效。

“新基建”是
一个系统工程，需
要汇聚各方智慧

和力量共同推进。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

部门要有科学务实的
发展规划，不断探索和

创新监管方式，营造更加
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制度环

境。要用好市场的力量，探
索投融资机制创新，充分释

放市场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让企业真正成为“新基建”大潮中的弄潮儿和
生力军。

据新华社

特别国债老百姓能买吗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赤字率拟按3.6%以上安排，财政

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这
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建立特殊转移
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那特别国债是什么？为什么要发行？怎么发行？老百姓能买
吗？是否值得买？

顾名思义，抗疫特别国债不是
一般国债，而是为了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由中央财政统一发行的
特殊国债，是不计入财政赤字的。

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举措。抗
疫特别国债主要用于地方公共卫生

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

彬对中新网记者表示，特别国债是
服务于特定政策、支持特定项目需
要，具有用途特定、规模大、期限
长、政策灵活等优势。

通俗来说，财政收入下降，但
支出变多，所以需要发行特别国
债，弥补资金缺口。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受疫情冲
击、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今年1-
4 月 财 政 收 入 同 比 大 幅 下 降
14.5%。财政部部长刘昆预计，今
年地方财政减收增支8000亿到

9000亿元。
温彬认为，目前，企业经营仍

在恢复中，各地税收大幅度下滑，
同时抗疫、救助企业和贫困家庭、
发放消费券等大量的刚性支出增
加，财政存在较大收支缺口，发行
特别国债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
来的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

这笔钱很重要。因为它要用
来保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
体，包括支持减税降费、减租降息、
扩大消费和投资等。

而且，这笔钱的用法也有特别
的要求。按照政府工作报告，建立

特殊转移支付机制，资金直达市县
基层、直接惠企利民。

也就是说，这1万亿元坐“直通
车”全部转给地方，中央一点不留，
省里也只做“过路财神”，企业和老
百姓收到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根据《关于2019年中央和地
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0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抗疫特别
国债发行规模为1万亿元，发行期
限以10年期为主，与中央国债统

筹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利息由中
央财政全额负担，本金由中央财政
偿还 3000 亿元，地方财政偿还
7000亿元。

目前，具体发行方式尚未明确。

老百姓能不能买，要看这次特
别国债是否面向公众公开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副院长赵锡军对中新网记者表示，
预计会采取定向发行和公开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大部分要通过机构
特别是金融机构认购来完成，一部

分向社会公众发行。
温彬表示，抗疫特别国债强调

“抗疫”，发行对象和范围预计应该
是面向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
尤其是对于公众发行抗疫特别国
债，有利于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抗疫，
凝聚战胜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什么是特别国债

为什么要发行

1万亿元怎么花

怎么发行

老百姓能买吗

如果公开发行，值得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