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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加快铁路发展，是中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迫切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铁路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在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肩负

着重大责任。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铁路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中国铁路进入了新的

发展时期。2012年5月，铁道部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进一

步明确了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领域、方式及相关政策措施。铁路投资全面向民资开放，铁路

建设上下游企业迎来投资建设机会。  

      2013年3月，我国铁路建设市场化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撤并原国家铁道部，部分职责并入交

通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此举是是深化铁路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企分开

、推动铁路建设和运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2014年中国铁路总公司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8088亿元，超额完成全年计划，这是继2010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达到8426.52亿元后的第二

高。其中新线投产8427公里，创下历史最高纪录。2014年12月30日，中国南车、中国北车公布

合并方案。合并采取南车吸收合并北车的方式进行，新公司拟更名为&ldquo;中国中车&rdquo;

。2015年3月5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同意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进行合并的

方案。2015年3月9日，中国南车、中国北车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合并议案，公司股票自3月10日

开市起复牌。这意味着，引广泛关注的两车合并顺利实施，将成为铁路行业当之无愧

的&ldquo;巨无霸&rdquo;。其对于高铁乃至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整体发展均具有深远影响

。2015年3月召开的全国&ldquo;两会&rdquo;，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

，2015年铁路投资要保持在8000亿元以上，新投产里程8000公里以上，使交通真正成为发展的

先行官。 

      &ldquo;十三五&rdquo;是中国铁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随着&ldquo;一带一路&rdquo;的

建设，不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都需要强大的交通网来支撑，在

这个强大的交通网中，铁路运输的主导作用是其它交通工具无法替代的。到&ldquo;十三

五&rdquo;末铁路网的总里程约为14.5万公里，铁路运输服务会涵盖20万以上人口城市和80%以

上县级行政区。

 近几年全国铁路建设投资金额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铁路建设行业深度研究与市场年度调研报告》

共九章。首先介绍了铁路建设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铁路建设规模及消费需

求，然后对中国铁路建设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铁路建设面临的机

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铁路建设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



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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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