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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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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截止至2015年，“四纵四横”高铁主骨架基本建成，在区际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四纵”高
铁，已开通运营了京沪高铁、京广高铁、京哈高铁、上海～杭州～宁波～福州～深圳快速铁
路等，并加快建设京沈高铁；“四横”高铁，已开通运营郑州～西安～宝鸡、杭州～长沙～贵
阳、南京～合肥～武汉～重庆、胶济客专、石太高铁等。加快建设济南～石家庄、徐州～郑
州、宝鸡～兰州、贵阳～昆明高铁等。
“十三五”我国高速铁路仍将保持快速发展，规划贯通哈尔滨至北京至香港（澳门）、连云港
至乌鲁木齐、上海至昆明、广州至昆明高速铁路通道，建设北京至台北、呼和浩特至南宁、
北京至昆明、宁夏银川至海口、青岛至银川、兰州至广州、北京至兰州、重庆至厦门等高速
铁路通道，拓展区域连接线。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到3万公里，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
“十三五”高速铁路规划线路图
我国高速铁路网始建于2004年，第一条高铁线路京津城际铁路于2008年8月通车，从此成为
铁路投资重中之重，2015年以高速铁路为主骨架的快速铁路网将基本建成，总规模达4万公
里以上，其中高速铁路通车里程达到1.9万公里，较2012年翻了一番，与其他铁路共同构成
的快速客运网可基本覆盖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012-2015年中国高铁路通车里程增长情况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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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高铁（除城际）新增运营里程同比持续提升，运营总里程复合增速达13.5%。2015-2017
年高铁运营里程复合增速达13.5%
城际铁路2016 年新增里程数有所下滑，2017 年实现较大幅度反弹，2015-2017
年运营里程复合增速为32%。 2015-2017 年城际铁路运营里程复合增速达32%
地铁和轻轨的新增运营里程在2016 年及2017 年将大幅提升，运营总里程相继突破4000
公里和5000 公里，复合增速达30%。 2015-2017 年地铁和轻轨运营里程复合增速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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