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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城市轨道交通有地铁、轻轨、市郊铁路

、有轨电车以及悬浮列车等多种类型，号称&quot;城市交通的主动脉&quot;.国外城市轨道交

通起步较早，德国、美国、日本等国都已形成完善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  

      由于经济实力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起步较晚。在2000年之前，全国

仅有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拥有轨道交通线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

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轨道交通也进入大发展时期。

      自 1863 年英国伦敦建成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以来，至今全球已有 203 个城市开通了地铁线路

，累计运营里程达到 1.3 万公里，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进程

大大加快。

      目前大部分的城市轨道交通集中在亚洲和欧洲。在全球已开通地铁的 203 座城市里，亚 洲

城市有 79 座，欧洲城市 77 座，美洲城市 44 座，非洲 2 座，大洋洲 1 座。从运营里程看，全

球地铁运营里程 1.3 万公里，其中亚洲 6,250 公里，欧洲 3,852 公里， 美洲 2,524 公里。

      2014年，中国内地36个城市约3300公里的轨道交通在建项目，共完成投资2857亿元，日均

超过7.8亿元，比上一年大幅增长33%.截至2014年末，中国内地已有22个城市建成并运营轨道

交通线路101条，运营里程3155公里。2014年国内新增9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运营里程

达409公里。长沙、宁波、无锡三座城市加入&quot;轨交城市俱乐部&quot;,北京、上海、广州

、南京、重庆、深圳等城市基本形成轨道交通网络。截至2014年底，国内已有38个城市经国

家批准建设轨道交通，规划总里程超过6880公里。到2020年，具备建设轨道交通条件的城市

将达到50个左右，总里程达到近6000公里的规模，投资也将达4万亿元。也就是说未来几年城

市轨道交通的投资将保持大幅增长。

      中国轨道交通设备在全面建设初期主要依靠进口，价格昂贵，地方财力难以承受，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规模的扩大。自从实施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政策以来，

中国城轨车辆国产化成绩斐然，国产城轨车辆不断涌现，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当前全国

各地纷纷掀起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高潮，国产轨道交通设备的市场需求大幅提升，广阔的市场

空间将有力拉动我国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业的长足发展。

            随着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心城市不断在向周边辐射，轨道交通建设的紧迫性也在

增加。中国已形成一个世界上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轨道交通建设市场。纵观我国地铁、轻

轨发展动态，未来5-10年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输及其设备制造市场前景广阔。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市场深度调查与行业前景预测报

告》共十八章。首先介绍了城市轨道交通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城市轨道交



通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

国城市轨道交通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城市轨道交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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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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际轨道交通发展战略 

四、广佛轨道交通工程进展顺利 

五、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

 

第三部分 城市轨道交通细分领域分析

第九章 地铁 

第一节 地铁的定义及相关概述 

一、地铁的概念 

二、地铁规范与地铁安全 



三、地铁行业的经济特征 

第二节 国际地铁发展概况 

一、世界地铁发展历程回顾 

二、国际主要城市地铁建设概况 

三、德国 

四、新加坡 

五、俄罗斯 

第三节 中国地铁交通发展分析 

一、我国地铁建设的现状 

二、地铁建设的必要性 

三、我国地铁建设的隐忧 

四、2015年中等城市掀建地铁建设潮 

第四节 中国主要城市地铁的发展 

一、北京地铁 

二、上海地铁 

三、广州地铁 

四、天津地铁 

五、深圳地铁 

六、佛山地铁 

第五节 香港地铁 

一、香港地铁建设概况 

二、香港地铁建设发展经验 

三、香港地铁的商业特色 

四、香港地铁的商业投融资模式 

五、香港地铁公司的成功之道 

第六节 地铁安全 

一、地铁安全运行的总体分析 

二、我国地铁施工存在安全隐患 

三、造成地铁事故的主要因素 

四、地铁事故发生前的预防对策 

五、地铁事故发生后的处理对策

 



第十章 轻轨 

第一节 轻轨的定义及相关概述 

一、轻轨的概念 

二、地铁和轻轨的区别 

三、轻轨交通 

四、轻轨交通的特点和适用性 

第二节 国外轻轨交通发展概况 

一、世界轻轨交通发展历程 

二、世界轻轨的类型与特点 

三、美国与加拿大的轻轨系统综述 

四、法国的轻轨交通 

五、新加坡的轻轨系统 

第三节 中国轻轨交通发展分析 

一、轻轨交通在国内发展的有利条件 

二、我国首台新能源燃料电池轻轨机车问世 

三、轻轨带动房地产市场发展 

四、我国首条跨省轻轨开工 连接上海和江苏 

五、中国出口欧洲轻轨列车通过欧洲最高标准&ldquo;路考&rdquo; 

第四节 中国部分地区轻轨交通的发展 

一、重庆轻轨交通分析 

二、武汉市轻轨发展概况 

三、2014年广珠轻轨全线通车 

四、2015年长春轻轨4号线一期进入试运营阶段 

第五节 中国轻轨的发展战略及前景预测 

一、中国轻轨交通的发展战略目标 

二、中国发展轻轨交通的战略举措 

三、中国城市轻轨建设展望 

四、未来轻轨电车的发展趋势

 

第十一章 磁悬浮列车 

第一节 磁悬浮列车概述 

一、磁悬浮列车的定义 



二、磁悬浮列车的工作原理 

三、磁悬浮列车的优点 

第二节 国外磁悬浮列车发展分析 

一、世界磁悬浮列车总体概况 

二、德国放弃商用磁悬浮项目 

三、日本最新磁悬浮列车时速5百公里 

四、2014年韩国城市磁悬浮列车试运行 

第三节 中国磁悬浮列车发展概况 

一、国内具备高速磁悬浮列车市场需求 

二、国内磁悬浮铁路的潜在建设空间 

三、中国自主研发的中低速磁悬浮列车迈入快车道 

四、2014年我国自主研发中低速磁悬浮列车下线 

五、我国正研制真空磁悬浮列车 理论时速达2万公里 

第四节 中国磁悬浮项目进展状况 

一、上海磁悬浮借力世博向市区延伸 

二、沪杭磁悬浮项目浙江段2011年开建 

三、大连开建我国首条永磁悬浮铁路 

四、随州欲建世界首条高温超导磁悬浮示范线 

五、北京首条磁浮轻轨2015年底通车 

第五节 磁悬浮列车技术 

一、磁悬浮运载技术 

二、日本超导磁悬浮列车的技术开发 

三、中低速磁悬浮列车关键技术综述 

四、磁悬浮列车面临的技术挑战 

第六节 磁悬浮列车的发展前景 

一、国产磁悬浮列车前景向好 

二、国内磁悬浮列车市场广阔 

三、国内磁悬浮列车投资前景可观 

四、我国中低速磁悬浮未来发展空间巨大

 

第十二章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 

第一节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设备产业发展概况 



一、2015年轨道交通建设带动装备市场 

二、2015年轨道交通装备回暖明显 

三、南北车分列全球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商亚冠军 

四、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首次获得美国专利 

五、2015年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技术进入欧洲 

第二节 车辆设备 

一、地铁车辆 

二、轻轨车辆 

三、有轨电车 

四、磁悬浮列车 

第三节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通信系统 

一、传输系统 

二、电话系统 

三、广播系统 

四、电视监控系统 

五、电源系统 

六、时钟系统 

七、无线通信系统 

第四节 城市轨道交通共用信息平台功能及构建 

一、共用信息平台建设目标 

二、各智能子系统及其信息需求分析 

三、共用信息平台的功能 

四、共用信息平台的构建 

第五节 中国轨道交通设备产业区域发展分析 

一、湖南轨道交通设备产业的发展 

二、上海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展迅速 

三、南京轨道交通设备业形成完整产业链 

四、哈尔滨轨道交通设备业注重自主研发 

五、吉林长春建设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园 

第六节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业的竞争格局 

一、产业竞争力系统 

二、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产业竞争力总体分析 



三、提升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发展策略 

四、我国应进一步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

 

第四部分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运营管理与企业分析

第十三章 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管理 

第一节 城市轨道交通中的噪声及控制分析 

一、城市轨道交通噪声的形成和分类 

二、城市轨道交通噪声的评价与标准 

三、控制城市轨道交通噪声的措施 

第二节 轨道交通建设对地价影响的模型及实证分析 

一、背景 

二、模型分析 

三、实证分析 

四、总结 

第三节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的工程接口管理 

一、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中的接口管理 

二、接口沟通的内容 

三、接口沟通规划 

四、接口沟通的支持系统 

第四节 城市轨道交通广告资源的经营管理 

一、轨道交通空间广告资源的特点 

二、轨道交通空间广告资源的类型 

三、轨道交通空间广告资源经营原则 

四、轨道交通空间广告资源经营分析 

第五节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策略及建议 

一、轨道交通经营管理体制 

二、城市轨道交通综合安全管理体系 

三、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的主要对策 

四、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的战略措施 

五、城市轨道交通枢纽型商业的发展建议

 

第十四章 国内重点企业运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 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4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5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2-2015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五、2016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二节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4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5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2-2015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第三节 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4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5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2-2015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五、2016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四节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2014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三、2015年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四、2012-2015年企业财务数据分析 

五、2016年公司发展展望及策略

 

第五部分 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及模式

第十五章 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分析 

第一节 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 

一、国外城市轨道交通投资与经营模式 

二、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基本模式 

三、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主要模式综述 

四、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体制的完善思路 

五、投融资模式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第三节 投资机会 

一、轨道交通建设产业链分析 

二、城市轨交建设迎来高峰期 

三、新型城镇化将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铁路建设 

四、城轨地铁投资机会分析 

五、城际铁路投资机会分析 

第四节 融资方式 

一、BOT模式 

二、TOT模式 

三、PPP模式 

四、资本金筹集的主要方式 

五、债务资金筹措的主要方式 

第五节 投融资建议 

一、地方财政尚难支撑所有地铁建设 

二、市场化融资模式 

三、未来融资模式可能的选择 

四、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对策

 

第十六章 轨道交通PPP模式分析 

第一节 PPP模式概述 

一、PPP模式定义及其特点 

二、PPP模式的分类 

三、PPP模式的目的及原则 

第二节 轨道交通PPP模式总体分析 

一、轨道交通PPP模式的优势 

二、以竞争为驱动的PPP模式 

三、以融资为驱动的PPP模式 

四、我国轨道交通PPP模式案例分析 

五、国内轨道交通PPP项目的主要制约因素 

第三节 中国轨道交通PPP模式的创新 

一、前补偿模式（SB-O-T） 

二、后补偿模式（B-SO-T） 



三、对两种PPP模式的理解误区 

第四节 轨道交通PPP模式的风险及对策 

一、PPP模式风险分析 

二、运作PPP模式的必要条件 

三、轨道交通行业实施PPP应注意的问题 

四、我国轨道交通PPP模式融资的运作策略

 

第六部分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发展政策与趋势展望

第十七章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政策分析 

第一节 中国城市交通的发展政策 

一、城市交通政策的作用 

二、中国城市交通政策问题分析 

三、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政策导向 

四、推动我国城市交通发展的经济政策建议 

第二节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政策分析 

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政策回顾 

二、我国轨道交通发展趋势及政策取向 

三、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政策存在的缺陷 

四、促进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政策建议 

五、实行差别化政策促轨道交通业发展 

第三节 中国部分地区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政策 

一、2014年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调整（2007～2016年）通过批准 

二、2015年《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交付审议 

三、深圳市远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方案公布 

四、武汉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进行调整 

五、重庆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4-2020年)获批

 

第十八章 2016-2022年城市轨道交通与设备市场前景展望 （ZY ZM）

第一节 2016-2022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前景 

一、城镇化进程带动城市轨道交通发展 

二、当前的城轨保有量提供了巨大的增长弹性 

三、2020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规模 



四、2020年我国将有近50个城市发展轨道交通 

五、未来三十年城轨建设远景展望 

第二节 2016-2022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市场预测 

一、中国轨道交通设备制造业展望 

二、我国轨道交通设备市场未来发展预测 

三、中国机车车辆制造业前景广阔 

四、城市轨道交通电气设备将迎黄金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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