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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高铁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的科研学术领域有不同规定。中国国家铁路局将中国

高铁定义为设计开行时速250公里以上（含预留）、初期运营时速200公里以上的客运列车专

线铁路，并颁布了相应的《高速铁路设计规范》文件。中国国家发改委将中国高铁定义为时

速200公里及以上标准的新线或既有线铁路，并颁布了相应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文件，将

所有时速200公里的轨道线路统一纳入中国高速铁路网范畴。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高铁行业市场分析与投资决策研究报告》共十

二章。首先介绍了高铁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高铁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

中国高铁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高铁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

想对中国高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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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章中国高铁行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高铁行业发展概述

一、高铁的概念

二、中国的高铁标准

三、高速铁路的特征

四、高速铁路建设的意义

第二节高铁经济发展分析

一、高铁经济的发展现状

二、高铁经济的同城效益

三、高铁经济的发展影响

四、高铁经济的战略思考

第三节高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一、高铁建设对城市本体发展的影响

二、高铁建设对城市区域空间的影响

三、高铁对区域城市网络的影响

四、高铁对城市圈空间布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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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司在华经营分析

三、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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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国高铁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第.一节高铁投资建设情况分析

一、高铁建设的产业链分析

二、高铁投资资金来源分析

（一）中央财政预算投入

（二）铁路建设基金

（三）地方政府及社会投资

（四）铁路建设债券

（五）既有铁路通过股改上市

三、高铁投资建设情况分析

（一）高速铁路规划布局

（二）高铁建设投资规模

（三）高铁投资结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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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ldquo;网运合一&rdquo;模式

（三）经营管理模式比较

三、高铁客运市场运营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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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中国高铁&ldquo;走出去&rdquo;发展战略分析

第.一节高铁&ldquo;走出去&rdquo;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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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铁设备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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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铁建造经验输出

四、高铁高端领域全面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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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铁项目的经济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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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铁项目的投资运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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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铁信息化投资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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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铁防灾安全监控系统发展现状

（三）高铁防灾安全监控系统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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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中国主要高铁客运专线建设运营分析

第.一节高铁&ldquo;四纵&rdquo;客运专线建设运营分析

一、北京-上海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运营情况分析

（四）客运专线的经济效应分析

二、北京-武汉-广州-深圳-香港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专线的运营情况分析

（五）客运专线的经济效应分析

三、北京-沈阳-哈尔滨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专线的建设意义分析

四、杭州-宁波-福州-深圳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专线的运营情况分析

（五）客运专线的建设意义分析

第二节高铁&ldquo;四横&rdquo;客运专线建设运营分析

一、徐州-郑州-兰州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专线的运营情况分析

（五）客运专线的建设意义分析

二、上海-杭州-南昌-长沙-贵阳-昆明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专线的重点工程分析

（五）客运专线的运载规模分析

三、青岛-石家庄-太原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专线的运营情况分析

（五）客运专线的经济效应分析

四、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专线的运营情况分析

（五）客运专线的经济效应分析

第三节西部地区高铁客运专线建设运营分析

一、贵广高铁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运营情况分析



（四）客运专线建设最新动态

二、西成高铁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重点工程分析

（四）客运专线的前景分析

三、宝兰客专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重点工程分析

（四）客运专线的建设意义分析

 

第九章中国城际高铁客运系统运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环渤海城际客运系统运营分析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系统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系统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系统的运营情况分析

五、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分析

第二节长三角城际客运系统运营分析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系统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系统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分析

第三节珠三角城际客运系统运营分析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系统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系统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系统的运营情况分析

五、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分析

第四节长株潭城际客运系统运营分析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系统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系统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系统的运营情况分析

五、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分析

第五节成渝经济圈城际客运系统运营分析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系统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系统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分析

第六节其他城际高铁客运系统运营分析

一、中原城市群城际客运系统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

（二）客运系统的运营情况

（三）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

二、武汉城市圈城际客运系统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

（二）客运系统的运营情况

（三）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

三、关中城镇群城际客运系统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

（二）客运系统的建设情况

（三）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

四、海峡西岸城镇群城际客运系统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

（二）客运系统路线站点分布

（三）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

 

第十章中国高铁对交通运输格局的影响分析

第.一节交通运输格局情况分析

一、交通运输行业投资规模

二、旅客运输格局分析

三、货物运输格局分析



四、高铁在城市对外交通的影响

第二节高铁与民航的竞争影响分析

一、高铁与民航的优劣势对比

二、高铁对航空的替代性分析

三、高铁对航空运输的影响

四、高铁和航空客运功能整合

五、空铁联运的发展模式分析

六、高铁影响航空客运情况

第三节高铁与公路的竞争影响分析

一、高铁与公路客运优劣势对比

二、高铁对公路运输的影响分析

（一）高铁对公路货运的影响

（二）高铁对公路客运的影响

三、高铁和公路客运功能整合

四、公路运输发展新定位分析

五、公路客运发展调整对策分析

第四节高铁与铁路的竞争影响分析

一、高铁对铁路行业的影响分析

（一）既有干线铁路运能长期饱和

（二）高铁释放铁路货运能力

二、高速铁路促进铁路的改革

三、高速铁路发展战略意义

 

第十一章中国高铁行业领先企业运营情况分析

第.一节高铁建设企业运营情况分析

一、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资质分析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资质分析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资质分析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资质分析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资质分析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六、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经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营资质分析

（四）企业高铁工程情况

第二节高铁设备企业运营情况分析

一、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2、企业业务产品分析

3、企业动车研发情况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2、企业业务产品分析

3、企业动车研发情况

4、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二、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业务产品分析

（三）企业动车研发情况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业务产品分析

（三）企业动车研发情况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业务产品分析

（三）企业动车研发情况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业务产品分析

（三）企业动车研发情况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六、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业务产品分析

（三）企业研发技术分析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三节高铁信息化企业运营情况分析

一、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业务产品分析

（三）企业研发技术分析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二、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业务产品分析

（三）企业研发技术分析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业务产品分析

（三）企业研发技术分析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业务产品分析

（三）企业研发技术分析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五、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业务产品分析

（三）企业研发技术分析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六、浙江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基本情况

（二）企业业务产品分析

（三）企业研发技术分析

（四）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第十二章2020-2026年中国高铁行业发展前景及投融资策略分析

第.一节2020-2026年中国高铁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一、高铁行业发展驱动因素



二、高铁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三、高铁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四、高速铁路总体规划及展望

第二节2020-2026年中国高铁行业投融资机会

一、高铁行业投融资壁垒分析

（一）许可资质壁垒

（二）资金壁垒

（三）技术壁垒

二、高铁行业投融资机会分析

三、能源危机凸现高速铁路发展空间

四、高铁设备产业投融资机会分析

第三节2020-2026年中国高铁行业投融资风险

一、行业政策风险

二、宏观经济风险

三、市场竞争风险

四、行业技术风险

五、项目投资风险

六、安全事故风险

第四节2020-2026年中国高铁建设项目投资控制策略

一、项目决策阶段投资控制

二、项目设计阶段投资控制

三、工程发包阶段投资控制

四、施工建设阶段投资控制

五、竣工验收阶段投资控制

第五节2020-2026年中国高铁行业投融资策略

一、高铁行业融资渠道分析

（一）股权融资渠道

（二）债券融资渠道

二、高铁行业投融资模式分析

（一）&ldquo;部省合资&rdquo;投融资模式

（二）PPP投融资模式

（三）ABS融资模式



（四）CPPP投融资模式

（五）BOT投融资模式

（六）GBP投融资模式

三、高铁行业投融资实例分析

（一）台湾高铁投融资模式

（二）武广高铁投融资模式

（三）京沪高铁投融资模式

四、高铁行业投融资模式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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