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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早报 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更明智之举 
 
新加坡《联合早报》7 日发表题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更明智之举》的文章，作者陈天

宗、杜强。陈天宗（CurtisS.Chin）是亚洲理工学院资深院士及住校高管（Executive-in-
Residence）；杜强（JohnA.Donaldson）是新加坡管理大学政治科学副教授。内容如下： 
 

为刺激经济发展，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新措施。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次经济刺激

配套包括投资几千亿元兴建基础建设。但是这种做法是否就会让经济学家、投资者和人民放

宽心呢？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可以从这些措施得到多少实惠？ 
 
虽然这次投资不像中国总理温家宝 2009 年宣布的 4 万亿人民币（5850 亿美元）的经济

刺激配套那样大手笔，但舆论还是担心，这次的投资也会像以往一样，浪费在“形象工程”

和其它华而不实的项目上。 
 
基础建设是亚洲决策者十分熟悉的难题：到底多少基础建设是“够用”？到底什么类型

的基础建设是“实用”？尤其是对于发展中的经济体，各种社会需求都十分迫切、都亟需相

应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去解决，哪些项目应该优先考虑呢？中国的经验证实有时候项目越小

越有效。 
 
近年来，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抱负已经不能用“小”来形容。三峡大坝、北京奥

运、上海世博以及高铁系统，这些都是中国崛起的突出代表。然而，大规模的投入并没有带

来很高的回报。 
 
不容置疑，中国和亚洲的其他地区仍然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但问题在于，政策制

定者脑袋里着迷的是那些大型、令人叹为观止的建设项目。虽然不实用，华丽的东西在最开

始总会获得注意和艳羡——想想奥运前，鸟巢和水立方是多么光彩迷人。可惜的是，这些众

所周知的事实经常在政治洗牌的过程中流失。建设农村供电、供水和基本卫生系统，显而易

见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况。但是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这些项目经常会“靠边

站”，为那些规模宏大的项目让路。表扬和升官经常是被越大越好的理念所操纵。 
 

大型工程并不惠民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巨大反差十分惊人。云南省红河州骄傲地宣称，他们建成了一座耗

资近 8 亿元（人民币，下同）的政府园区。整个园区气派非凡。很多人认为它可以和天安门

广场的人民大会堂相媲美。然而，就在离它仅几公里远的地方，崎岖肮脏的小路旁，农民还

过着和父辈一样贫穷落后的生活。由于缺乏充足的灌溉系统，又没有当地发展计划的经济扶

持，这些农民依旧为如何维持生存而苦苦挣扎。 
  同样的在红河州，屏边县政府据报道花费了超过两亿元来建设一个公共广场，和一个尽

管极少被使用但相当引人注目的足球体育场。如果把建设这些项目的钱，投在改善教育和人

民生计，以及寻求吸引投资方面，应该可以更好的为当地县民服务。 
  



 

Publication: Sing Tao Newspaper 
Date: 3 July 2012 
Headline: A more sensible approach to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 

 
在云南省，昭通州贫苦不堪的境况曾使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伤心落泪。随后为了脱贫致

富，高速公路修建起来。但是只有高速公路却没有连接分布零散的农村的基础设施，农民因

此受益有限。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强调，建立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发展要公平合理，而非不计后

果。事实上，早在 1980 年代，作为贫困省贵州一把手的胡锦涛，就强调要先修连接农民到市

场的乡村路，而不要先建漂亮昂贵的高速公路。因为前者让农民们直接受惠。他也鼓励农民

去外地打工，要地方政府为农民工提供培训、信息和资金等各类支持。而且在他的领导下，

农家乐一系列直接让农民参与的旅游形式也建立了起来。受益于这些政策，贵州的贫困率迅

速下降，虽然它的 GDP 发展速度缓慢。 
 
贵州并非这种小型投入，创造机会的唯一受惠者。1970 年代末，中国土地改革，就是把

大片农田分割成小块土地，让农户可以根据各家情况承包使用。这种包产到户使得成千上亿

的农民几年内迅速脱贫。同样，中国创富的代表温州，最初也是基于小型企业而逐步发展起

来的。现在中国无论是沿海还是城镇，有几千万的农民工在这种小型工厂里忙碌着。这种小

型化、低成本、低技术含量的工厂，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工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由此推想，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刺激配套是可以让更多人受益的。地方领导者要关注那些

对经济和人民生活有切实改变的建设项目，而不要只盯着那些所谓能提高知名度的花架子工

程。据《联合早报》5 月 31 日报道，中国刚刚宣布的配套里，包括 660 亿元补助公租房，

265 亿元补贴节能家电。这种措施就更直接关系民生。小型投入，创造机会的策略过去可

行，现在依旧可行。如此，中国的领导人也能抓住机会，创造一个真正和谐公平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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