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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報》專欄〈一名經人〉 
 

經年基建遜需求 「特」式開支不用憂 

 

特朗普當選後，其主張的三大施政重點除入境管制和創造職位外，就是大搞基建。

一聞基建，即教人聯想到凱恩斯主義復辟。不過，其實過去幾年民主黨執政下的日子，

還不也是政府大手干預，只不過在法例規管上着墨，和以貨幣而非財政政策為主而已。

透過財政政策大搞基建是否真的如斯得人驚？這視乎要花多少和到底是否值得花了。 

 

基建花費數據不易獲得。首先，GDP 裏頭雖有政府開支一類，但卻無基建一細項。

縱在財政預算上亦無此分項。更麻煩的，是基建通常延伸不只一年，一個大數會有的，

或是完工才找數，但怎樣攤分落每年的年度開支上，一般不易計算。若涉公私合營的，

則更複雜了。再講，國情諮文上講了不一定做得到，這於慣了「口大」特朗普尤甚。 

 

所以，取數據時要有些常識判斷。在 GDP 的細項中，政府開支有分消費和投資，

照理基建屬於後者；而投資又再分國防與非國防，顯然，日常的基建也是屬於後者了。

由 1929 年有紀錄至今，非國防政府投資佔政府總開支的比例一直不算高，不逾一成；

而佔 GDP 則多在 1%以下【圖一】。歷來兩次高峯，一在大蕭條後，概是凱恩斯教路，

另一次則在 1960 年代，多少也是受凱氏影響，固然二戰後百廢待興，也是有需要的。

不過自此以後，兩個佔比均一直穩步下跌，可見華府其實早已摒棄了這個基建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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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美國非國防政府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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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些來源的數據亦可見到類似趨勢。國會預算辦公室有公佈政府酌情開支紀錄，

而世銀亦有美國政府的「其他開支」一欄。前者整體趨跌，就連對未來十年預測亦然；

至於後者則或包括國防，在攻打阿富汗、伊拉克時曾大升，另其 2009 年短暫急升之象，

顯示此數包括基建外的其他救市開支【圖二】。看來預算辦公室的較能反映基建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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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美國酌情/其他政府開支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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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涉及基建開支的項目，便要看細到只計某些環節的開支了。從月度紀錄所見，

政府在環境、天然資源的開支佔比廿多年來稍為減少，運輸的無增加，而兩者皆不多，

分別佔 1 至 3%不等【圖三】。環境、運輸的覆蓋面甚廣，這些開支比例實是偏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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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偏低還可比較個別基建的供、求來判斷。最「大路」的，莫過於全美的公路。

由 1940 年代至今，美國汽車登記增加了近八倍，但全美公路總長度僅增加了四分之一

【圖四】。雖然兩者增長比例毋須一對一，但這差別亦顯然懸殊。汽車直線增長之際，

公路總長僅在 1950 至 70 年代間明顯增長過，直到踏入 2010 年代才遲來地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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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美國汽車登記與公路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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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基建大類是鐵路。美國的鐵路又夠不夠用呢？是項統計要用上世銀的數據了，

但當中有幾年是「斷片」無紀錄的。1980 年代至今，每公里鐵路的載貨量是增加的，

而載客方面雖沒很遠紀錄，但亦見近年在升【圖五】。至於鐵路總長度呢？曾跌多年，

但近年重返 1980 年代水平，驟看很難講夠不夠用，不過多年停建再建亦未必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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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美國鐵路使用與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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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看看建築。觀圖所見，公私營的名義開支均多年趨升，但近十年八載停了下來

【圖六】。固然，這跟樓價走勢多少掛鈎，美國樓價確在 2006 年前的四十年沒怎跌過，

但撇除這因素，多年來公、私營樓建築開支的步伐相若，政府在這方面的負擔不算大。

即使近幾年公營建築開支重拾昔日升速，但背後亦有樓價復蘇支持，看來問題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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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見，美國近幾十年的建基開支佔比跌多於升，而對基建的需求則穩步上揚。

特朗普揚言的一萬億美元基建銀碼不小，但到底是花幾多在什麼環節、攤分幾長時間、

最終執行到多少等仍有相當未知數，故現難論定這有幾大影響。然而開支已連跌經年，

現在來個大規模更新設施亦不無道理，且美國昔日也曾犯過為建而建的凱恩斯式錯誤，

今天再來已有經驗，未必會重蹈覆轍的。目前債息、美元的反應或許稍為大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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