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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铁路行业市场运营态势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涵盖行
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
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
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
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
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huaon.com//detail/284505.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000元    纸介版：90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9200元

订购电话: 400-700-0142 010-80392465

电子邮箱: kf@huaon.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https://www.huaon.com//detail/2845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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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2016年6月2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原则通过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此规划
旨在进一步发挥铁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交通大动脉建设支撑经济社会升级发展。早
在2004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就获得通过，成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行业规划。在这
个规划的指引下，青藏铁路提前一年建成通车，全国铁路第六次大面积提速成功实施，京津
城际铁路也开通运营。2008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
008年调整）》。在规划整体布局之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铁路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到
2015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其中，高速铁路1.9万公里
，居世界第一位。
2015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单位：万公里）

2015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1万公里，比上年末增长8.2%。其中，高铁营业里
程超过1.9万公里，西部地区营业里程4.8万公里、增长10.1%。路网密度126公里/万平方公
里，比上年增加9.5公里/万平方公里。其中，复线里程6.4万公里、增长12.5%，复线率52.9
%、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电气化里程7.4万公里、增长12.9%，电化率60.8%、比上年
提高2.5个百分点。尤其是“十二五”期间，铁路建设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全国铁路固定资产
投资完成3.58万亿元，比“十一五”时期多完成1.15万亿元，增长47.3%；新线投产3.05万公
里，比“十一五”多完成1.59万公里，增长109%，是历史投资完成最好、投产新线最多的5年
。目前，我国铁路运输量稳居世界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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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铁路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章 相关定义及概述
第一节 城市轨道交通的定义与分类
一、城市轨道交通的定义
二、城市轨道交通的分类
三、城市轨道交通的特点
四、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界定范围
第二节 铁路的相关概念解析
一、铁路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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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铁路线路的概念与等级
三、铁路客运车次介绍
四、铁路货运服务概述
第三节 铁路的分类
一、国家铁路
二、地方铁路
三、合资铁路
四、专用铁路
五、铁路专用线
第四节 铁路与经济的关系
一、轨道交通带动经济新增长
二、铁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三、铁路建设对拉动内需具有实质效果
 
第二章 国内外轨道交通发展现状分析
第一节 世界轨道交通的发展概况
一、世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历史阶段分析
二、全球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特点
三、世界城市轨道交建设简述
四、世界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形势
五、全球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趋势
第二节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现状
一、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增速跃居世界首位
二、中国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的必要性分析
三、2016年中国掀起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热潮
四、2016年国内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现况及规划
五、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现状
第三节 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
一、区域城际轨道交通的定位及特点
二、我国区域城际轨道交通规划现状
三、城际轨道交通项目建设现况
四、城际轨道交通规划及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五、发展区域城际轨道交通的对策建议
第四节 城际轨道交通客流预测
一、城际轨道交通及客流需求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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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流预测的基本思路
三、城际间客运需求预测
四、城际间客流预测的方法
第五节 城市轨道交通面临的问题分析
一、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应注意的问题
二、轨道交通建设运营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轨道交通系统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
四、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隐患须重视
第六节 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的对策
一、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措施
二、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方案
三、城市轨道交通综合开发的途径和前景
四、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政策建议
四、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政策
六、发展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战略措施
 
第三章 世界铁路行业发展概况
第一节 世界铁路发展综述
一、世界铁路的发展历程回顾
二、世界铁路发展解析
三、世界铁路投资情况分析
四、世界铁路发展趋势分析
第二节 美国
一、美国铁路的发展历程
二、美国是铁路最多的国家
三、美国政府对铁路的管制政策
四、美国铁路的运输组织
五、美国政府的铁路投资政策
六、美国铁路运输业进入新一轮繁荣期
七、2016年美国新一届政府出台高铁投资方案
第三节 英国
一、英国铁路交通现状及政府对策
二、英国铁路扩张将带来票价飙升
三、英国铁路的改革与可持续发展
四、英国铁路国有化面临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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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英国铁路系统拟进行大规模电动化改革
第四节 德国
一、德国铁路路网状况浅析
二、德国铁路客运营销的启示
三、2015年德国铁路货运状况
四、2016年德国铁路运输量分析
五、德国高速铁路防灾安全监控系统
第五节 俄罗斯
一、俄罗斯高速铁路计划分析
二、物流机制成为俄罗斯铁路运营的掣肘
三、俄罗斯铁路改革方案与举措
四、2016年俄罗斯铁路运输量分析
五、2016年俄罗斯投资发展远东铁路
第六节 其它国家
一、印度铁路的发展情况
二、法国铁路的发展情况
三、韩国铁路的发展情况
四、泰国铁路的发展情况
五、越南铁路的发展情况
六、巴基斯坦铁路的发展情况
 
第四章 中国铁路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中国铁路产业发展概述
一、中国铁路建设的历程回顾
二、中国铁路建设成就分析
三、中国铁路行业实现跨越式进步
四、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概述
第二节 2015-2016年中国铁路的运行现况
一、2015年中国铁路行业发展概况
二、2016年中国铁路行业发展综述
第三节 中国铁路市场开放的途径分析
一、中国铁路市场开放现状

经过快速发展，我国铁路建设进展顺利，铁路营业里程等部分2020年目标已提前完成。
与此同时，我国铁路密度低于发达国家，路网布局不完善，尤其是中西部铁路发展不足。此
次出台《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就是根据我国铁路实际情况，进一步修正了发展目标，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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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按照计划，2016年铁路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000亿元。
而据专家分析，未来我国铁路投资仍会保持这一水平。
2004-2016年中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单位：亿元）
二、市场开放与铁路改革发展相关性
三、铁路市场开放的途径与形式分析
四、中国铁路市场开放的确立条件
五、引入战略投资者
第四节 部分省市铁路建设的发展动态
一、上海铁路建设的发展动态
二、湖北铁路建设的发展动态
三、湖南铁路建设的发展动态
四、广东铁路建设的发展动态
五、四川铁路建设的发展动态
六、江苏铁路建设的发展动态
七、山东铁路建设的发展动态
第五节 中国合资铁路建设概况
一、中国铁道部大力推进合资铁路发展
二、2016年合资铁路企业税收优惠
三、中国合资铁路建设取得的成就经验
四、中国合资铁路运营管理模式分析
五、中国合资铁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六、我国合资铁路发展壮大的战略措施
第六节 铁路建设与城市规划的协调
一、铁路与城市的相互关系
二、铁路建设适应城市发展的途径
三、国有铁路参与城市轨道交通的重要性及模式
第七节 中国铁路行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铁路产业亟需进行大规模体制改革
二、铁路建设资金缺口的因素分析
三、铁路企业规范化发展的阻碍
四、民营资本进入铁路建设的问题
五、铁路建设投资需要多元化
第八节 中国铁路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一、解决铁路“瓶颈”制约的途径分析
二、铁路民营化需配套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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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铁路企业规范化管理解决方案
四、对铁路建设项目投资控制的建议
五、中国铁路基本建设发展战略
 
第二部分 铁路细分领域分析
第五章 中国重点铁路建设项目
第一节 京九铁路
一、京九铁路概况
二、京九铁路建设的意义
三、京九铁路的立交设计
四、京九铁路对沿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五、2015年京九铁路电气化改造拉开序幕
第二节 青藏铁路
一、青藏铁路概况
二、青藏铁路建设的意义
三、青藏铁路攻克技术难题
四、青藏铁路成为西藏经济发展助推器
五、青藏铁路助西藏旅游业景气升温
第三节 京沪高铁
一、京沪高速铁路简介
二、京沪高铁的总体设计方案
三、京沪高铁工程建设进展情况
四、京沪高铁建拉动中国内需
五、京沪高铁将激活沿线城市群经济发展
第四节 武广客运专线
一、武广客运专线简介
二、武广客运专线的建设背景
三、武广客运专线创造多项新纪录
四、武广客运专线工程施工进度
五、武广客运专线的经济意义透析
第五节 其它重点铁路项目
一、成昆铁路
二、兰新铁路
三、焦柳铁路
四、沪汉蓉高速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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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宝成铁路
六、秦沈客运专线
 
第六章 中国铁路运输概况
第一节 铁路运输发展分析
一、中国大力发展铁路运输以缩减贫富差距
二、2015年我国铁路运输效率跃居世界第一
三、外资成功参与中国铁路运输市场运作
四、国内铁路重载运输技术发展成熟
五、2016年铁路运输业缓慢加温
第二节 2015-2016年铁路运输主要指标分析
一、2015年铁路运输业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二、2016年铁路运输业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第三节 铁路客运
一、中国铁路客运输市场分析
二、中国铁路旅客运输目标市场分析
三、中国铁路客运专线基本管理模式简析
四、中国铁路客运专线投资效益解析
五、中国城际客运铁路运输组织研究
第四节 铁路货运
一、铁路货运的种类
二、铁路货运面临的形势与矛盾
三、铁路货运市场份额下降的原因分析
四、新体制下铁路货运适应市场形势战略
五、完善中国铁路货运价格体系的思考
六、铁路货运营销策略分析
第五节 中国铁路集装箱运输
一、中国铁路集装箱运输的现状分析
二、中国铁路集装箱运输存在的问题
三、铁路集装箱运输物流化发展模式
四、铁路集装箱运输物流化发展
五、集装箱铁路运输合同管理水平提升的思考
六、加快中国铁路集装箱运输发展的策略
七、中国铁路集装箱运输步入加速期
第六节 铁路运输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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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铁路运输企业加强成本控制分析
二、铁路运输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应用
三、提高铁路运输企业竞争力的对策
四、物流大环境下铁路运输企业的超优势竞争战略
五、铁路运输企业主辅分离理论问题及相关模型分析
六、国内铁路运输企业集团化经营构想
第七节 铁路运输竞争的具体形式
一、直接竞争与间接竞争
二、铁路运输方式内的竞争形式
三、国外铁路的内部竞争
四、中国铁路内部竞争的现状
第八节 中国铁路运输代理业发展
一、铁路运输代理业发展的成因
二、铁路运输代理业的优势
三、铁路运输代理业存在的缺陷
四、铁路运输代理业发展策略
第九节 中国铁路运输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铁路交通运输行业存在的弊病
二、中国铁路运输业政府职能存在的问题
三、中国铁路运输存在的主要矛盾
四、中国铁路冷藏运输面临的难题
五、中国铁路运输支出存在的突出问题
第十节 促进中国铁路运输的发展对策
一、铁路交通运输行业的综合发展战略
二、中国铁路运输SWOT发展战略
三、中国铁路冷藏运输的建议
四、中国铁路运输发展战略的成本动因
五、铁路局运输调度管理方向的思考与实践
六、应建立铁路公益性运输的新提供机制
七、铁路运输服务的营销策略
八、铁路运输业政府职能的政策建议
 
第七章 铁路客运量和货运的预测模型分析
第一节 铁路旅客运输盈利核算程序
一、旅客列车贡献毛益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二、客运段贡献毛益
三、铁路局旅客运输贡献毛益
第二节 影响铁路客流的因素及发展思路
一、影响客运量的因素
二、铁路客流影响因素关联度分析
三、加强铁路客运工作的思路
第三节 铁路客货运量预测方法研究
一、运量预测方法应用现状分析
二、正确运用铁路客货运量预测方法
三、铁路物流园区货运量预测及预测方法
第四节 高速铁路客运量预测方法探析
一、常用的预测方法介绍
二、常用预测方法评述
三、推荐的预测方法
第五节 铁路客运路风管理的思考
一、客运路风定位不清晰
二、运需矛盾突出
三、企业缺乏遏制路风的内在动因
四、客票价格管制问题
五、用工制度滞后
六、管理制度不完善
七、建立路风管理的长效机制
第六节 建立铁路货运量季节性预测模型分析
一、建立预测模型
二、应用实例
三、误差分析
四、结论
 
第八章 中国西部铁路建设
第一节 中国西部铁路的发展现状
一、西部大开发中的铁路建设措施
二、西部大开发铁路建设成效显著
二、国家加大西部铁路建设投资
三、2016年西部地区铁路建设全盘启动
四、西部铁路出海通道正在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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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铁路建设对我国西部经济腾飞具有重大作用
第二节 新疆铁路的发展与建设
一、新疆铁路发展进入了崭新时期
二、2016年新疆铁路建设全面加速
三、铁路建设推动新疆经济繁荣发展
四、2016年新疆首条电气化铁路通车
第三节 渝怀铁路的建设
一、渝怀铁路的修建意义
二、渝怀铁路的主要技术标准
三、渝怀铁路的工程地质条件
四、渝怀铁路二线工程即将启动
第四节 西部铁路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二、西部铁路路网研究
三、西部铁路建设与沿线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第五节 西部地区铁路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国家财政资金支持力度
二、财政支持西部铁路公益建设项目
三、适应分类建设需要
四、铁路分类建设认定后的运作方式
 
第九章 高速铁路
第一节 高速铁路的相关概述
一、高速铁路的定义
二、高速铁路的发展史
三、高速铁路的技术经济优势
四、铁路高速化的技术基础分析
第二节 世界高速铁路的发展
一、世界高速铁路的发展历程
二、日本高速铁路
三、英国高速铁路
四、法国高速铁路
第三节 国外高速铁路建设与运营组织模式
一、两种基本模式简介
二、“建运合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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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运分离”模式
四、“建运分离”模式的两种类型
第四节 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现状
一、中国需要建设高速铁路
二、高速铁路是中国铁路走向复兴的新方向
三、中国高速铁路建设现状
四、我国高速铁路电气化关键技术打破国际垄断
五、高速铁路建设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六、2016年中国高速铁路发展蓝图分析
第五节 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分析
一、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定义
二、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特点
三、世界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的建设条件概述
四、中国建设高速铁路客运专线面临的风险分析
五、中国三年内将建成42条高速铁路客运专线
第六节 中国高速铁路项目建设动态
一、哈大客运专线
二、郑西客运专线
三、津秦客运专线
四、宁杭客运专线
五、杭甬客运专线
六、合蚌客运专线
七、沪杭客运专线
第七节 中国高速铁路运营管理的模式探析
一、两种基本管理模式
二、两种管理模式的比较
三、中国高铁运营模式的选择
第八节 高速铁路事故的预防措施
一、背景
二、速度控制系统
三、轨道故障预防系统
四、自然灾害事故预防系统
 
第三部分 铁路改革与信息化
第十章 铁路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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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外的铁路改革及启示
一、外国铁路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二、俄罗斯铁路垄断体制改革及经验借鉴
三、英国铁路改革的成效及问题
四、法国地方铁路的改革及启示
五、日本铁路改革与启示
第二节 中国铁路改革概况
一、我国铁路改革克服难题取得阶段性进展
二、近30年中国铁路改革的特征综述
三、中国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成效突出
四、2016年我国铁路司法转制改革拉开序幕
五、中国铁路体制改革十二五有望获重大进展
第三节 铁路的改革与重组路径探索
一、铁路改革与重组的目标和任务
二、铁路运营模式的评比及选择
三、铁路改革与重组的步骤
第四节 铁路工程项目管理改革
一、铁路工程项目管理现状及改革的必要性
二、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简介
三、铁路工程项目管理的改革建议
第五节 中国铁路改革的难题与对策
一、利益分配制约中国铁路改革进程
二、铁路司法改革面临的困境
三、我国铁路改革存在的问题
四、打破运输线路的垄断是铁路改革的关键
五、民营资本参与铁路行业改革的对策
六、铁路运价也需改革
 
第十一章 铁路信息化
第一节 铁路信息化与电子商务
一、铁路信息化的背景
二、铁路信息化的意义
三、铁路信息化系统的功能及构成
四、铁路的电子商务
第二节 铁路信息化的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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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铁路信息化建设现状
二、中国铁路信息化大潮将至
三、中国铁路系统信息化的起步
四、IT自动管理逐渐渗入我国铁路系统
第三节 高速铁路信息化数字化系统的发展
一、系统简介
二、系统发展的政策背景
三、市场建设规模分析及预测
四、重点企业发展现状
第四节 铁路运输信息化
一、铁路运输信息化的意义
二、铁路运输信息化的内容与实质
三、铁路信息化工程的实施
四、大力推进铁路运输信息化的措施
第五节 铁路智能运输系统分析
一、铁路智能运输系统的特点
二、铁路智能运输系统的层次
三、中国铁路智能运输系统的体系框架
四、中国的铁路智能运输系统的发展目标
第六节 中国铁路客票发售和预定系统
一、中国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的特性
二、中国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的目标
三、中国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的总体结构
四、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升级版运行效果良好
第七节 中国铁路信息化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一、铁路信息化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二、中国铁路实现电子商务的重要问题
三、中国铁路信息化发展的策略分析
四、铁路信息化建设需要不断创新
第八节 中国铁路信息化建设的前景
一、铁路信息化规划原则及目标
二、铁路信息化规划的主要内容及保障机制
三、中国铁路信息化市场前景分析
 
第四部分 相关行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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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铁路与物流
第一节 铁路与物流业的相关概述
一、现代物流的概念和特征
二、铁路发展现代物流的必要性
三、现代物流与铁路运输的区别
四、铁路发展现代物流业的途径
五、铁路发展现代物流业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中国铁路物流的发展概况
一、铁路发展现代物流业的优势
二、铁路向现代物流拓展已见成效
三、中国铁路运输改革和现代物流发展
四、2015年中国铁路物流发展状况
五、全国高速铁路网建设助推区域物流发展
第三节 铁路拓展现代物流的SWOT分析
一、铁路拓展现代物流的优势
二、铁路拓展现代物流的劣势
三、铁路拓展现代物流的机会
四、铁路拓展现代物流的威胁
第四节 中国铁路发展物流的三种方案分析
一、发挥铁路的干线运输走专业化之路
二、拓展铁路的服务范围
三、组建专业性的第三方物流企业
四、中国铁路发展物流的思考
第五节 发展铁路现代物流业的法律问题
一、铁路现代物流与法律规范
二、防范铁路物流业的法律风险
三、铁路现代物流企业的合同管理
第六节 铁路货运企业发展物流的问题与规划
一、铁路货运企业发展物流存在的问题
二、实施物流规划的基本过程
三、货运企业发展物流的战略定位
第七节 铁路物流发展的策略与措施
一、铁路拓展现代物流的发展策略
二、铁路区域性物流公司发展策略
三、铁路发展物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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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证货物送达时间为目标发展的铁路物流分析
五、建立铁路第三方物流模式的分析
 
第十三章 铁路设备业
第一节 铁路机车和车辆的基本概述
一、铁路机车介绍
二、铁路机车的分类
三、铁路机车的优点
第二节 中国铁路设备业的发展概况
一、铁路设备制造业进入最佳发展时段
二、中国铁路装备技术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三、中国铁路建设机械设备需求分析
四、全国铁路电网配套建设加快发展
五、中国铁路设备行业市场竞争分析
六、铁路车辆制造业明确环保路线
第三节 2015-2016年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行业相关经济数据分析
一、2015-2016年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总体数据分析
二、2015-2016年我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不同所有制企业数据分析
三、2015-2016年我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不同规模企业数据分析
第四节 铁路企业机械设备的管理分析
一、铁路机械设备的分类及管理现状
二、铁路机械设备管理存在的问题
三、铁路机械设备管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四、铁路机械设备管理的对策
第五节 铁路车辆段管理体制改革分析
一、车辆系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二、车辆系统中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三、铁路车辆段管理的对策
第六节 铁路设备业的市场前景
一、国外铁路行车安全技术装备发展趋势
二、铁路设备制造业景气指数升高成长可期
三、我国铁路设备业步入5年高速增长期
四、中国铁路设备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四、中国铁路设备细分行业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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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重点企业分析
第十四章 重点企业分析
第一节 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5-2016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5-2016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2016年企业发展动态及策略
第二节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5-2016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5-2016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2016年企业发展动态及策略
第三节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5-2016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5-2016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2016年企业发展动态及策略
第四节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5-2016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5-2016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2016年企业发展动态及策略
第五节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一、公司简介
二、2015-2016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5-2016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四、2016年企业发展动态及策略
 
第六部分 铁路前景预测及投融资策略
第十五章 2016-2022年铁路行业发展前景与趋势预测
第一节 全球铁路的发展展望
一、世界铁路的发展趋势
二、各国铁路将以新理念建设高质量客运专线
第二节 中国铁路的发展前景
一、2016年中国铁路网将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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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铁路专用线市场发展前景
三、电气化将成为铁路交通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 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趋势
一、高速铁路建设将冲击国内航空市场
二、高速铁路前景好对施工机械有新的需求
三、高速铁路发展对铝合金材料需求大
四、中国高速铁路发展蓝图分析
第四节 中国西部铁路的前景及建议
一、国家铁路建设重点将转向西部
二、2016年中国西部铁路发展蓝图
三、2020年前中国将形成西部铁路网骨架
第五节 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调整解读
一、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目标
二、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原则
三、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方案
四、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实施意见
 
第十六章 2016-2022年铁路行业投融资策略
第一节 投资现状
一、中国铁路建设投资逐渐开放
二、2016年中国铁路基建投资分析
三、铁道部发行巨额债券掀投资热潮
四、中国将鼓励社会资本投资铁路建设
第二节 扩大内需政策对铁路投资的影响
一、铁路投资成为扩大内需的动力源
二、巨额铁路投资计划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推力
三、我国铁路发展迎来旷世机遇
四、投资拉动铁路行业快速发展
第三节 铁路投资体制改革分析
一、《决定》推出的新举措
二、铁路投资体制现状及未来走向
三、改善铁路投资环境的政策措施
四、中国铁路体制改革前景无限
第四节 铁路建设项目投资控制
一、铁路建设项目的投资确定与控制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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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决铁路建设项目投资控制问题的建议
三、现阶段可采取的措施分析
第五节 铁路投融资体制
一、确立铁路投融资主体的必要性
二、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问题
三、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建议
第六节 融资模式
一、PPP融资模式
二、BOT融资模式
第七节 投资风险及对策
一、铁路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二、民资投资铁路的担忧
三、民资外资铁路投资的风险大
四、铁路建设需政府主导多元投资
第八节 投资趋势
一、2016-2022年我国铁路投资计划
二、2016年以后铁路投资不会收缩
三、2020年中国将新建铁路及投资预测
四、民间资本投资中国铁路的前景分析
五、铁路直接利用外资前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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