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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铁路行业市场全景评估及发展趋势研究预测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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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3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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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3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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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2016 年 7 月 20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修订过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 版本），
规划指出：到 2020 年，我国铁路网规模达到 15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3 万公 里，覆盖
80%以上的大城市；到 2025 年，铁路网规模达到 17.5 万公里左右，其 中高速铁路 3.8
万公里左右。展望到 2030 年，基本实现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
路畅通、省会高铁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的铁路网络。

截至 2015 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为 12.1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1.9 万公里。 为实现
2020 年的规划目标，未来 5 年铁路营业线路将新增 2.9 万公里，较 2015 年增长
24%；高铁里程增长 1.1 万公里，较 2015 年增长 58%。高铁占比也由 2015 年的
15.7%提高到 2020 年的 20%，增长 4.3 个百分点。为实现 2025 年的规划目 标，未来 10
年铁路营业线路将新增 5.4 万公里，较 2015 年增长 44.6%；高铁里程 增长 1.9 万公里，较
2015 年增长 100%。高铁占比也由 2015 年的 15.7%提高到 2020 年的 21.7%，增长 6
个百分点。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 年修订）

2004 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实施以来，我国铁路一直在稳步发展。在过去的十
一年中，铁路运营总里程从 2005 年的 7.54 万公里增长到 2015 年的 12.1 万公里， CAGR
为 4.52%；铁路客运量从 11.56 亿人增长到 25.35 亿人，CAGR 为 7.73%。
本次《规划》的发布，是建立在以往发展的成果上，对铁路建设提出了更进一步 的要求。
2004-2015 我国铁路运营总里程及增速

2004-2015 我国铁路客运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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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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2015年俄罗斯铁路运输状况
3.5.5 2016年俄罗斯铁路货运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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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期间，铁路新增总里程从 1605 公里增长到 4908 公里，CAGR 为
25.05%。在“十二五”期间，动车事故导致 2011 年我国铁路 建设有所放缓，当年新增铁路
2174 公里，但在“十二五”末，这一数值达到 9531 公里，CAGR 更是高达
34.35%。与营业里程同步增加的是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十一五”期间，铁路固定资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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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从 1543 亿元增长到 7075 亿元，CAGR 达到 35.6%；“十二五”期间，铁路固
定资产投资额的 CAGR 为 12.36%，从 4601 亿元增长到 8238 亿元。
2006-2015 新增铁路里程（公里）

2006-2015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4.1.4 全国各地铁路建设加速
4.2 2014-2016年中国铁路的建设发展分析
4.2.1 中国铁路行业建设回顾
4.2.2 2014年中国铁路行业建设分析
4.2.3 2015年中国铁路建设现状分析
4.2.4 2016年城际铁路建设标准确立
4.3 中国铁路市场开放的途径分析
4.3.1 中国铁路市场开放现状
4.3.2 中国铁路市场开放的确立条件
4.3.3 铁路市场开放的途径与方式
4.3.4 引入战略投资者
4.4 2014-2016年中国合资铁路建设发展分析
4.4.1 我国合资铁路建设现状
4.4.2 合资铁路建设的成功经验
4.4.3 合资铁路建设面临的困境
4.4.4 促进合资铁路发展的原则
4.4.5 合资铁路发展的战略建议
4.5 中国铁路行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4.5.1 铁路建设资金缺口的因素分析
4.5.2 铁路企业规范化发展的阻碍
4.5.3 民营资本进入铁路建设的问题
4.6 中国铁路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4.6.1 解决铁路“瓶颈”制约的途径
4.6.2 铁路民营化需配套改革措施
4.6.3 对铁路建设项目投资控制的建议
4.6.4 地方政府参与铁路建设的启示
4.6.5 铁路基本建设发展的对策
 
第五章 2014-2016年中国重点铁路建设项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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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2014-2016年中国西部铁路的发展现状
8.1.1 西部高铁建设突破多项技术难关
8.1.2 西部地区铁路建设迎来新契机
8.1.3 中西部地区成为铁路建设重点
8.1.4 西部地区铁路建设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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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西部铁路建设将驱动西部经济发展
8.2 2014-2016年西部部分省市铁路建设分析
8.2.1 四川铁路建设发展现状
8.2.2 四川铁路建设未来规划
8.2.3 甘肃铁路投资建设状况
8.2.4 贵州启动铁路建设大会战
8.2.5 云南铁路投资建设现状
8.2.6 陕西铁路建设现状及规划
8.2.7 重庆铁路建设现状及规划
8.2.8 “十三五”新疆铁路建设规划
8.3 中国西部铁路建设的投融资分析
8.3.1 西部铁路建设投资持续加码
8.3.2 铁路投融资改革利好西部铁路发展
8.3.3 四川省铁路建设将向民资开放
8.3.4 中国西部铁路建设投融资的对策
8.3.5 西部普通铁路和边疆铁路的投融资政策
8.4 加快中国西部铁路发展的对策
8.4.1 加快西部铁路建设的政策建议
8.4.2 中国西部铁路发展的对策措施
8.4.3 应进一步完善西部铁路网布局
 
第九章 2014-2016年高速铁路发展分析
9.1 高速铁路的相关概述
9.1.1 高速铁路的定义
9.1.2 高速铁路的发展史
9.1.3 高速铁路的技术经济优势
9.1.4 铁路高速化的技术基础分析
9.2 2014-2016年世界高速铁路的发展
9.2.1 世界高速铁路发展总体分析
9.2.2 亚洲地区涌现高铁建设热潮
9.2.3 美国高速铁路
9.2.4 日本高速铁路
9.2.5 英国高速铁路
9.2.6 法国高速铁路
9.2.7 德国高速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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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韩国高速铁路
9.2.9 俄罗斯高速铁路
9.2.10 澳大利亚高速铁路
9.3 国外高速铁路建设与运营组织模式
9.3.1 两种基本模式简介
9.3.2 “建运合一”模式
9.3.3 “建运分离”模式
9.3.4 “建运分离”模式的两种类型
9.4 2014-2016年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概况
9.4.1 中国高铁事业迅猛发展
9.4.2 2014年中国高铁建设状况
9.4.3 2015年中国高铁建设状况
9.4.4 2016年中国高铁建设现状
9.4.5 高铁发展改变中国经济版图
9.4.6 中国高铁社会正加速到来
9.5 2014-2016年中国重点高速铁路项目建设动态
9.5.1 成渝客运专线
9.5.2 武九客运专线
9.5.3 东南沿海客运专线
9.5.4 沪昆高铁
9.5.5 京福高铁
9.5.6 京沈高铁
9.5.7 兰新高铁
9.5.8 南广高铁
9.5.9 贵广高铁
9.6 中国高速铁路运营管理的模式探析
9.6.1 两种基本管理模式
9.6.2 两种管理模式的比较
9.6.3 中国高铁运营模式的选择
9.7 高速铁路事故的预防措施
9.7.1 背景
9.7.2 速度控制系统
9.7.3 轨道故障预防系统
9.7.4 自然灾害事故预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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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2014-2016年铁路行业的改革分析
10.1 国外的铁路改革及启示
10.1.1 国际背景下的铁路改革
10.1.2 外国铁路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10.1.3 俄罗斯铁路垄断体制改革及经验借鉴
10.1.4 英国铁路改革的成效及问题
10.1.5 法国地方铁路的改革及启示
10.1.6 日本铁路改革与启示
10.2 2014-2016年中国铁路改革分析
10.2.1 铁路司法改革的成就分析
10.2.2 2014年铁路大部制改革实现政企分开
10.2.3 2015年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意见发布
10.2.4 2015年我国确定深化铁路投融资改革
10.2.5 2015年部分铁路运输产品价格放开
10.2.6 2016年铁路运价市场化改革提速
10.2.7 我国铁路改革中需处理好三大关系
10.3 铁路的改革与重组路径探索
10.3.1 铁路改革与重组的目标和任务
10.3.2 铁路运营模式的评比及选择
10.3.3 铁路改革与重组的步骤
10.4 铁路工程项目管理改革
10.4.1 铁路工程项目管理现状及改革的必要性
10.4.2 国际工程项目管理模式简介
10.4.3 铁路工程项目管理的改革建议
10.5 中国铁路改革的难题与对策
10.5.1 利益分配制约中国铁路改革进程
10.5.2 铁路招标制度存缺陷亟需改革
10.5.3 民营资本参与铁路行业改革的对策
10.5.4 铁路运价改革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10.5.5 立法是实现铁路改革目标的关键
 
第十一章 2014-2016年铁路信息化发展分析
11.1 铁路信息化与电子商务
11.1.1 铁路信息化的背景
11.1.2 铁路信息化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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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铁路信息化系统的功能及构成
11.1.4 铁路的电子商务
11.2 2014-2016年铁路信息化的发展概述
11.2.1 国外铁路信息化系统的应用
11.2.2 中国铁路信息化发展综述
11.2.3 铁路信息化建设处于高速成长期
11.2.4 中国铁路已迈入信息化新时代
11.2.5 新规出台全面推进铁路信息化建设
11.2.6 云计算在铁路信息化方面的应用
11.3 铁路运输信息化
11.3.1 铁路运输信息化的意义
11.3.2 铁路运输信息化的内容与实质
11.3.3 铁路货物运输信息化介绍
11.3.4 铁路运输信息化工程的实施
11.3.5 大力推进铁路运输信息化的措施
11.4 铁路智能运输系统分析
11.4.1 铁路智能运输系统的定义
11.4.2 铁路智能运输系统的特点
11.4.3 铁路智能运输系统的发展回顾
11.4.4 铁路智能运输系统的层次
11.4.5 中国的铁路智能运输系统的发展目标
11.5 中国铁路客票发售和预定系统
11.5.1 中国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的特性
11.5.2 中国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的目标
11.5.3 中国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的总体结构
11.5.4 铁路客票发售和预订系统升级版运行效果良好
11.6 铁路行业电子商务的发展
11.6.1 电子商务应用于铁路运输的优点
11.6.2 铁路运输业电子商务的业务范畴
11.6.3 电子商务在铁路运输业的应用状况
11.6.4 我国铁路运输业开展电子商务的实施步骤
11.6.5 铁路物流的电子商务策略与应用系统
11.7 中国铁路信息化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11.7.1 铁路运输信息化进程中的不足之处
11.7.2 铁路信息化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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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3 铁路信息化发展的四项建议
11.7.4 铁路信息化建设需要不断创新
11.7.5 应做好TMIS和DMIS系统的结合
11.8 中国铁路信息化建设的前景
11.8.1 铁路信息化规划原则与目标
11.8.2 铁路信息化规划的主要内容及保障机制
11.8.3 中国铁路信息化建设面临大好时机
11.8.4 我国信息化建设将继续保持增长
 
第十二章 2014-2016年铁路物流发展分析
12.1 铁路与物流业的相关概述
12.1.1 现代物流与铁路运输的区别
12.1.2 铁路物流的特点
12.1.3 铁路发展现代物流业的现实意义
12.1.4 铁路与物流产业的距离
12.2 中国铁路物流发展优势及模式分析
12.2.1 外部优势
12.2.2 内部优势
12.2.3 劣势分析
12.2.4 模式分析
12.3 2014-2016年中国铁路物流的发展概况
12.3.1 中国铁路物流发展情况回顾
12.3.2 铁路货运步入电商物流时代
12.3.3 铁路货运加快向现代物流业转变
12.3.4 中国铁路电商快递专列开通
12.3.5 我国铁路物流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2.3.6 中国铁路物流的发展趋势分析
12.4 中国铁路发展物流的三种方案分析
12.4.1 发挥铁路的干线运输走专业化之路
12.4.2 拓展铁路的服务范围
12.4.3 组建专业性的第三方物流企业
12.4.4 中国铁路发展物流的思考
12.5 发展铁路现代物流业的法律问题
12.5.1 铁路现代物流与法律规范
12.5.2 防范铁路物流业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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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 铁路现代物流企业的合同管理
12.6 铁路货运企业发展物流的问题与规划
12.6.1 铁路货运企业发展物流存在的问题
12.6.2 实施物流规划的基本过程
12.6.3 货运企业发展物流的战略定位
12.7 铁路物流发展的策略与措施
12.7.1 铁路拓展现代物流的发展策略
12.7.2 铁路发展现代物流业的途径
12.7.3 铁路发展物流的措施
12.7.4 以保证货物送达时间为目标发展的铁路物流分析
12.7.5 建立铁路第三方物流模式的步骤
12.7.6 铁路物流企业的改革发展思路探索
 
第十三章 2014-2016年铁路设备业发展分析
13.1 铁路机车和车辆的基本概述
13.1.1 铁路机车介绍
13.1.2 车辆的分类
13.1.3 车辆的标记
13.2 2014-2016年中国铁路设备业的发展概况
13.2.1 铁路设备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13.2.2 我国铁路设备行业发展态势
13.2.3 中国铁路设备行业招标状况
13.2.4 中国铁路建设机械设备需求分析
13.2.5 我国铁路运输设备行业竞争分析
13.2.6 中国铁路装备海外市场发展良好
13.3 2012-2016年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行业财务状况分析
13.3.1 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行业经济规模
13.3.2 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行业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13.3.3 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行业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13.3.4 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行业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13.3.5 中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行业财务状况综合评价
13.4 铁路企业机械设备的管理分析
13.4.1 铁路机械设备的分类及管理现状
13.4.2 铁路机械设备管理存在的问题
13.4.3 铁路机械设备管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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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4 铁路机械设备管理的对策
13.5 铁路车辆段管理体制改革分析
13.5.1 车辆系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3.5.2 车辆系统中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13.5.3 铁路车辆段管理的对策
13.6 铁路设备业的市场前景
13.6.1 未来铁路设备行业发展展望
13.6.2 铁路货车业发展预测
13.6.3 国外铁路行车安全技术装备发展趋势
 
第十四章 2014-2016年铁路行业重点企业发展分析
14.1 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14.1.1 企业发展概况
14.1.2 经营效益分析
14.1.3 业务经营分析
14.1.4 财务状况分析
14.1.5 未来前景展望
14.2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14.2.1 企业发展概况
14.2.2 经营效益分析
14.2.3 业务经营分析
14.2.4 财务状况分析
14.2.5 未来前景展望
14.3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14.3.1 企业发展概况
14.3.2 经营效益分析
14.3.3 业务经营分析
14.3.4 财务状况分析
14.3.5 未来前景展望
14.4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14.4.1 企业发展概况
14.4.2 经营效益分析
14.4.3 业务经营分析
14.4.4 财务状况分析
14.4.5 未来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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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包头北方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14.5.1 企业发展概况
14.5.2 经营效益分析
14.5.3 业务经营分析
14.5.4 财务状况分析
14.5.5 未来前景展望
14.6 上市公司财务比较分析
14.6.1 盈利能力分析
14.6.2 成长能力分析
14.6.3 营运能力分析
14.6.4 偿债能力分析
 
第十五章 中国铁路行业投融资分析
15.1 2014-2016年中国铁路行业投资现状
15.1.1 2014年铁路行业投资情况
15.1.2 2015年铁路行业投资情况
15.1.3 2016年铁路行业投资情况
15.2 2014-2016年中国铁路行业投资形势分析
15.2.1 政策鼓励民资进入铁路行业
15.2.2 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铁路建设
15.2.3 我国铁路投资保持高位运行
15.2.4 我国迎来城际铁路投资热潮
15.2.5 铁路建设将进一步吸引社会资本
15.2.6 中国铁路投资额将维持高位
15.3 铁路投资体制改革分析
15.3.1 铁路投资体制状况分析
15.3.2 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政策出台
15.3.3 我国设立铁路发展基金
15.3.4 改善铁路投资环境的政策建议
15.4 铁路建设项目投资控制
15.4.1 铁路建设项目的投资确定与控制中的问题
15.4.2 解决铁路建设项目投资控制问题的建议
15.4.3 现阶段可采取的措施分析
15.5 铁路投融资体制
15.5.1 确立铁路投融资主体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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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 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问题
15.5.3 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建议
15.6 融资模式分析
15.6.1 PPP融资模式
15.6.2 BOT融资模式
15.6.3 融资新模式
15.7 投资风险及对策
15.7.1 民资投资铁路的担忧
15.7.2 民资外资铁路投资的风险大
15.7.3 铁路建设需政府主导多元投资
 
第十六章 中国铁路的发展前景与趋势预测
16.1 中国铁路发展的前景趋势展望
16.1.1 我国铁路建设趋势展望
16.1.2 我国高铁未来发展前景
16.1.3 我国铁路价改趋势分析
16.1.4 铁路货运将面临严峻形势
16.2 《铁路“十三五”发展规划》介绍
16.2.1 发展形势
16.2.2 指导思想
16.2.3 发展目标
16.2.4 重点任务
16.2.5 保障措施
16.3 2017-2022年中国铁路行业预测分析
16.3.1 中国铁路行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16.3.2 2017-2022年中国铁路建设投资预测
16.3.3 2017-2022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预测
16.3.4 2017-2022年中国铁路货物发送量预测
16.3.5 2017-2022年中国铁路客运量预测
16.4 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调整解读
16.4.1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调整背景分析
16.4.2 中国大幅度调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16.4.3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调整原因解析
16.4.4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调整刷新中国铁路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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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合资铁路管理办法（试行）
附录二：铁路环境保护规定
附录三：铁路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实施办法
附录四：铁路建设工程监理招标投标实施细则
附录五：铁路建设管理办法
附录六：铁路发展基金管理办法
附录七：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认定办法
附录八：外商投资铁路货物运输业审批与管理暂行办法
附录九：加强铁路运输设备大修计划管理的规定
附录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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