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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具有

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我

国快速向基建强国迈进的十年。这十年，我国不仅加速推进交

通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取得新突

破。种种数据所折射的成就，让人目不暇接。

交通运输：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在适度超前的建设原则下，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

举世瞩目的成就，建成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

世界级港口群。北京大兴机场、港珠澳大桥、上海洋山港自动

化码头等标志性工程，见证中国向交通强国迈进。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十年，中国铁路、公路增加里

程约 110 万公里，相当于绕行地球赤道 27 圈半；铁路固定资

产投资累计超过 7 万亿元，增产里程 5.2 万公里；截至 2021 年

底，公路网密度达到每百平方公里 55 公里，比 2012 年增长

24.6%；新建、迁建运输机场 82 个，机场总数达到 250 个，全

国机场总设计容量超过 14 亿人次。规模巨大、内畅外联的综

合交通运输体系让世界瞩目。

说到交通领域的“中国名片”，不能不提中国高铁。2012年，

我国高铁运营里程是 9356 公里，而目前这一数字突破 4 万公里。

现在，旅客乘高铁从首都北京出发，半日内即可到达 54 个城市，

“坐着高铁看中国”已成为民众享受美好生活的真实写照。

交通运输设施的发展不仅缩短了时空距离，也加速了物

资流通和人员流动。从 2021 年数据来看，我国平均每天约有 6.9

万艘次船舶进出港，2.68万架次飞机起降，快件处理接近3亿件。

高峰时，平均每天铁路开行旅客列车超过 1 万列，高速公路流

量超过 6000 万辆次。一大批战略性重大工程项目托起一个流

动的中国。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和服务乡村振兴方面，交通运输建

设同样功不可没。数据显示，农村公路总里程从 2011 年底的

356.4 万公里增加到 2021 年底的 446.6 万公里，10 年净增 90 多

万公里；1040个乡镇、10.5万个建制村通硬化路的难题得到解决，

农民朋友“抬脚上客车”从愿望变成现实。在农村公路的带动下，

山货进城、城货下乡，城乡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互动，

带动了农村增收、农民致富。

中国基建还走出国门。中老铁路、亚吉铁路、蒙内铁路

开通运营，雅万高铁有序推进，比雷埃夫斯港第二阶段股权顺

利交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成果。

能源电力：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十年来，我国建设了一大批世界级的能源基础设施项目。

在川滇交界的金沙江下游，总装机容量达 1600 万千瓦的

白鹤滩水电站是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

工程。全面建成投产后，多年平均发电量将达 624.43 亿千瓦时。

在福建福清兴化湾，59 台百米高的白色风机矗立在大海

之中。作为全球首个大功率海上风电样机试验风场，福清兴化

湾海上风电场的年发电量为 14 亿千瓦时，可满足 2 万个三口

之家的家庭正常用电需求。

2021 年 1 月，还是在兴化湾，全球第一台“华龙一号”

核电机组福建福清核电 5 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标志着我国在

三代核电技术领域跻身世界前列。

围绕保障能源安全，我国加快推进能源安全新战略，着

力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大

幅提升。

2021 年底，全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 23.8 亿千瓦，比

2012 年翻了一倍，年均增速 8.4%；全国 220 千伏及以上输电线

路达到 84.3 万千米，变电设备容量达到 49.4 亿千伏安，分别

是 2012 年的 1.7 倍和 2.2 倍；全国油气管道里程达到 18 万公里，

比 2012 年增长了 1 倍。能源跨省跨区输送通道建设不断加强。

在确保能源安全可靠供应的前提下，我国持续推进能源

结构清洁化、低碳化转型。如今，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

模突破 10 亿千瓦，绿色电力装机总量稳居世界第一；2021 年底，

风电光伏并网装机合计 6.35 亿千瓦，是 2012 年的近 90 倍。

民生工程：改变每个人的生活

十年前，在河北邯郸、邢台等一些地方，农村饮水氟超

标问题还很严重，苦咸水、高氟水是不少百姓的心病。2014 年

底，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全面通水。清澈的江水从位于汉江

中上游的丹江口水库北上，流经上千公里，为极度缺水的华北

地区带来甘霖。

作为世界规模最大的调水工程之一，南水北调在建设中

利用了明渠、渡槽、隧洞等多种技术，打造了世界最大输水渡

槽、世界最大规模现代化泵站群。通水以来，南水已成为北京、

天津、河北、河南等地 40 多座大中城市 280 多个县（市、区）

超过 1.4 亿人的主力水源。

数据统计，截至今年 5 月 13 日，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工

程累计调水量达 531 亿立方米，为沿线 50 多条河流实施生态

补水 85 亿立方米，为受水区压减地下水超采量 50 多亿立方米。

现在，南水北调受水区的家庭只要一打开水龙头，就能喝到千

里外的长江水。

其他民生基础设施工程，虽然单个体量没有南水北调工

程那么大，但同样给民众生活增进福祉。

2018 年以来，党中央部署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推进

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设施。截至 2021 年底，全

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 70%，其中，东部地区、中西部城

市近郊区等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

90%。此外，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村生活垃圾进行收运处理的自

然村比例稳定保持在 90% 以上。

数字通讯：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

伴随着网络强国、宽带中国、“互联网 +”行动，这十年，

我国信息通信业实现迭代跨越，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领先

的网络基础设施。其中，光纤网络接入带宽实现从十兆到百兆

再到千兆的指数级增长，移动网络实现从“3G 突破”到“4G

同步”再到“5G 引领”的跨越。

2012 年全国移动电话基站数刚刚突破 200 万个，到 2021

年末，这一数字达到了 996 万个。目前，我国已历史性实现全

国行政村“村村通宽带”，宽带网络平均下载速率提高近 40 倍，

4G 基站规模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建成 5G 基站达到 161.5

万个。

遍及全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为建设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提

供了有力支撑。过去，群众办事要跑一个或多个部门，有时候

还得来回跑好几趟。现在，许多地方都推行了数字政务服务，

这不仅节省了百姓的办事时间和精力，更实现了公共服务的流

程透明，数据共享。

在电信新技术的引领下，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远程办

公等互联网应用全面普及，移动支付年交易规模达 527 万亿元，

发达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彻底改变了民众的生活习惯。

互联网在生产领域的应用也正在加速拓展深化。截至目

前，我国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外网覆盖全国 300 多个城市，培育

较大型工业互联网平台超 150 家、连接工业设备超过 7800 万台

（套），工业互联网应用已覆盖 45 个国民经济大类。这样的“数

字基建”不仅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更成为优化经济结构、

促进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

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力，算力已成为国民经济

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今年以来，全国 10 个国家数据中心集

群中，新开工项目 25 个，带动各方面投资超过 1900 亿元。

今年 2 月，“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全面启动，通过将东

部发达地区的数据，传输到西部算力资源丰富的地区进行运算、

存储，既缓解了东部能源紧张的问题，也给西部开辟出一条发

展新路。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包括 5G 基站、工业互联网、数据

中心在内的新基建项目仍在扎实推进中。未来，我国还将全面

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扩大 5G 网络覆盖深度，加快 5G 等

新兴技术规模化应用，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持续改善。 

（记者 徐宁）

【新华网】当日，

中国国家版本馆开馆

暨展览开幕式在中国

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

举行，西安分馆、杭

州分馆、广州分馆同

步举行分馆开幕活动。

中国国家版本馆

是国家版本资源总库

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

库，开馆后将全面履

行国家版本资源保藏

传承职责。总分馆分

别选址北京燕山、西

安秦岭圭峰山、杭州

良渚、广州凤凰山，

各馆均设置了展示区、

保藏区、洞藏区、交

流区等。

中国国家版本馆举行开馆暨展览开幕式

这十年，看中国基建

7 月 30 日，观众在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瀚厅内参观。

福清核电机组外景

一列动车组列车在行驶 肖艺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