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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20—2022年）》解读

 经省政府同意，省政府办公厅于10月28日印发了《广东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实施方案（2020-2022年）》（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现就《实施方案》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政策制定背景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以一
业带百业”，助力产业升级、培育发展新动能、带动创业就业、利当前惠长远的战略举措。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加快建设高水平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有效支撑广东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省发
展改革委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科技厅等相关单位，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听取意见建议的基础上，研究编制了《实
施方案》。

 二、政策制定主要考虑

 （一）注重分类指导。考虑信息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和融合基础设施等三类新型基础设施发展基础不一、发展
特点不尽相同，《实施方案》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予以推进：围绕构建一体化网络的目标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从
打造集群的角度推进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以推进“智慧+”工程建设的方式推进融合基础设施建设。

 （二）注重创新引领。《实施方案》基于创新驱动、引领发展的考虑，一方面，针对新型基础设施技术迭代快的特
点，提出前瞻布局未来网络、加强重大科技设施建设、推进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举措；另一方面，针对
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工业软件等“卡脖子”问题，注重从自主可控的角度予以推进。

 （三）注重市场主导。与政府主导型的传统基础设施相比，新型基础设施在投资属性、建设运营等方面存在较大差
别。《实施方案》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原则，提出实施新型基础设施信贷支持专项计划、开展基础设施信托投
资基金（REITs）试点等融资支持方式，推动构建市场化资金为主、政府财政资金为辅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

 （四）注重需求牵引。与传统基础设施需求固定、应用场景明确的特点不同，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新型基础设施创新性强、应用融合度高，《实施方案》同步提出推动试点示范和打造应用场景等举措促进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

 三、政策主要内容

 《实施方案》共分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保障措施三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体要求。针对三类新型基础设施特点，分别提出建成全国领先的基础和专用网络体系、打造高水平的创新
基础设施集群、构筑经济社会智慧化运行的基础设施体系三大行动目标。在此基础上，提出广东新型基础设施三年发
展总体目标，即到2022年，广东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水平领先全国，初步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科技创新为驱动
，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支撑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二）主要任务。《实施方案》按照“1+4+10”框架即“构建一体化网络、打造四大集群、推进十大工程”，分
类提出三方面共19项重点任务，统筹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和融合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广东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

 一是以构建泛在互联一体化网络为主体，加快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广东加快推进无线网络、光纤网络
、物联网等各类基础网络设施建设，立足制造业产业优势，大力推进工业互联网等专用网络设施建设，信息网络优势
明显。比如，广东5G基站数量居全国第一，截至2020年10月已突破10万座。《实施方案》着眼巩固广东信息网络优势
地位，科学研判各类网络一体化互联发展趋势，提出构建泛在互联一体化网络发展方向，提出高质量建设5G网络，
高水平建成全光网省，推动物联网深度覆盖，打造全国领先的工业互联网以及前瞻布局未来网络等5项工作目标，明
确了到2022年，累计建成5G基站22万个、加快实现全省20户以上自然村光网全覆盖、建成50个以上工业互联网标识解
析二级节点、建成5个以上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20家以上行业/区域工业互联网平台，带动超过5
万家工业企业“上云上平台”等工作目标。

 二是以打造四大创新能力支撑集群为重点，推进创新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广东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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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进国家实验室、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省实验室、产业技术创新平台等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围绕数字化发展
需求，大力发展以超算中心为引领的先进算力设施。《实施方案》立足建设科技创新强省，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
际科创中心和大湾区综合性科学中心的机遇，提出了打造四大创新能力支撑集群的任务，即打造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集群、构建布局科学合理高效的先进算力集群、建设高水平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集群以及打造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新技术基础设施集群。

 三是以推进十大智慧工程建设为抓手，推动融合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基础设施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技术进行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是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方面。广东是数字经济大省，交通、物流、
能源、环保、应急等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围绕广东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数字化发
展对新型基础设施的需求，《实施方案》提出打造智慧能源工程、智慧交通工程、智慧城市工程、智慧物流工程、智
慧医疗工程、智慧教育工程、智慧农业工程、智慧水利工程、智慧环保工程以及智慧应急工程等十大智慧工程，进一
步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赋能作用，争取到2022年，初步形成适应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的基础
设施体系。

 （三）保障措施。《实施方案》主要从加强统筹协调、强化项目储备、拓宽融资渠道、打造应用场景、完善配套条
件等五方面提出保障措施，加快统筹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加强统筹协调。《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建立广东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部门间联席会议，统筹推进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同时，对各地各部门加强工作落实作出了要求。

 二是强化项目储备。《实施方案》提出建立全省新型基础设施项目库、对符合条件的项目重点保障各类要素等举措
。为及早做好项目储备，省发展改革委已会同各地各部门对全省目前在建及正在谋划的新型基础设施项目进行了梳理
，初步汇总了7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1万亿元。经测算，预计2020-2022年三年内至少完成投资约6600亿元。

 三是拓宽融资渠道。针对新型基础设施特点，《实施方案》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提出了加大财政资金支持、推
动银行金融机构实施新型基础设施信贷支持专项计划、开展基础设施REITs试点等一系列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的举措。

 四是打造应用场景。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应用场景确定不同，在加快推进建设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其应用
场景的打造。为此，《实施方案》在保障措施中专门提出，要聚焦推进十大智慧工程，定期编制发布应用场景建设需
求清单，把建设施和用设施结合起来。

 五是完善配套条件。对新型基础设施项目能源保障、税收优惠、土地出让等方面配套条件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同时
，明确了各级交通、水利、能源等专项规划以及国土空间规划要适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要求，合理配置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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