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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道路交通情况已由原来的车辆种类单一、通行流量小、周期性固

定的简单特性逐渐转向车辆种类多、通行流量大、周期性不固定的复杂特性变化，随之而来

的是城市人口在道路交通上耗费的时间逐年增加，城市路面交通压力持续加大，因此各地政

府重点发展立体交通模式，向地下要空间，积极投身于轨道交通建设，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

系统的市场规模也随之扩张。  

      2008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系统市场规模仅为31亿元，增长率为12.73%；到2010年，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系统市场规模已达45亿；到2012年，市场规模已达65亿，增长率

为23.01%；2013年我国轨道交通信息化系统市场规模已达81亿，2015年市场规模约为124亿元

。

 2011-2015年中国轨道交通信息化市场规模增长情况

 

      目前国务院对城市轨道交通审批权已经下放，正在建设或者规划轨道交通的城市数量已经

达到了39个，2020年将有超过50个城市兴建轨道交通设施。&ldquo;十三五&rdquo;期间国内城

市轨道交通投资总规模将接近2.2万亿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3%，受其带动，轨道

交通信息化也将维持旺盛需求，预计年均增长率超过21%，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到326.04亿元

。

 2020年中国轨道交通信息化市场发展趋势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3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市场深度评估与投资战略

研究报告》共七章。首先介绍了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规模及消费需求，然后对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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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城市

轨道交通信息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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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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亿元。预计2020年，信号系统仍将是轨道交通信息化系统中需求最大的子系统，投资规

模将接近百亿水平。

 2015年中国城市交通信息化系统各子系统所占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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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重点区域分析



5.1 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5.1.1 发展基础分析

5.1.2 发展规划分析

5.1.3 投入规模分析

5.1.4 发展现状分析

5.1.5 存在问题分析

5.1.6 发展前景预测

5.2 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5.2.1 发展基础分析

5.2.2 发展规划分析

5.2.3 投入规模分析

5.2.4 发展现状分析

5.2.5 存在问题分析

5.2.6 发展前景预测

5.3 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5.3.1 发展基础分析

5.3.2 发展规划分析

5.3.3 投入规模分析

5.3.4 发展现状分析

5.3.5 存在问题分析

5.3.6 发展前景预测

5.4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5.4.1 发展基础分析

5.4.2 发展规划分析

5.4.3 投入规模分析

5.4.4 发展现状分析

5.4.5 存在问题分析

5.4.6 发展前景预测

5.5 其他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投资前景分析

5.5.1 发展基础分析

5.5.2 发展规划分析

5.5.3 投入规模分析



5.5.4 发展现状分析

5.5.5 存在问题分析

5.5.6 发展前景预测

 

第6章：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领先企业分析

6.1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信号系统领先企业分析

6.1.1 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1.2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1.3 北京全路通信号研究设计院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1.4 北京交大微联科技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2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信息安全系统领先企业分析

6.2.1 北京和利时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0）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6.2.2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2.3 南京南瑞集团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3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运营管理系统领先企业分析

6.3.1 紫光捷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3.2 北京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4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AFC系统领先企业分析

6.4.1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4.2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4.3 上海华腾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5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其他领先企业分析

6.5.1 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5.2 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6.5.3 北京国铁华晨通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7章：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发展趋势及前景（ZY LT）

7.1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7.1.1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总体发展趋势

7.1.2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细分领域发展趋势

7.2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发展前景预测

7.2.1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整体市场前景

7.2.2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7.3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投资分析

7.3.1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投资规模

7.3.2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投资结构

7.3.3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投资机会

7.3.4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行业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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