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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据统计，&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58万亿元，比&ldquo;

十一五&rdquo;多完成1.15万亿元、增长47.3%；新线投产3.05万公里，比&ldquo;十一

五&rdquo;多完成1.59万公里、增长109%，是历史投资完成最好、投产新线最多的五年。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特别是最后三年，中国铁路建设尤其是高速铁路建设加快推

进。2013、 2014、 2015年，中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分别达到6,901亿元、 8,176亿元、 8,238亿元

，三年总投资2.33万亿元；投产铁路新线分别达到5,027公里、 8,426公里、 9,531公里， 三年共

投产新线2.3万公里； 新增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分别达到1,672公里、 5,428公里、3,382公里，三

年共投产高速铁路10,482公里。截至2015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1万公里，位居世界

第二位。&ldquo;四纵四横&rdquo;高铁主骨架基本建成，投入运营的高速铁路超过1.9万公里

，位居世界第一，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60%以上。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2016-2030）

，到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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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我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表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根据2016年1月17日召开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工作会议精神， 2016年要继续保持较大的建设投

资规模，加大以中西部地区为重点的铁路建设力度，预计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000亿元。根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公布的 《 2016年1-10月国家铁路主要指标完成情况》，2016年1-10月铁路

固定资产投资5,944亿元。

远期来看，我国人口众多、工业布局与资源分布错位的自然经济状况必然对运输产生巨大需

求，而铁路，特别是电气化铁路，       作为能耗低、污染小、不受天气影响的绿色交通方式受

到世界各国愈加重视，成为综合交通运输的主力。与美国23万公里铁路规模相比，在国土面

积相当、人口4.5倍于美国、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条件下，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推进，未来我

国铁路远期路网规模达到20万公里是可以预期的，因此，铁路的长远发展空间巨大。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铁路信息化行业深度研究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

报告》共七章。首先介绍了铁路信息化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铁路信息化整体运行态势等，接

着分析了铁路信息化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铁路信息化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

告对铁路信息化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铁路信息化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

测。您若想对铁路信息化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铁路信息化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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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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全国高铁运营里程达1.9 万公里，在铁路运营中的占比为15.70%

 2015-2017 年高铁运营里程复合增速达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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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3 乌鲁木齐铁路局铁路信息化建设分析

（1）乌鲁木齐铁路局发展简况

（2）乌鲁木齐铁路局铁路管辖范围

（3）乌鲁木齐铁路局信息化建设分析

 

第5章：铁路信息化细分产品市场发展分析

5.1 铁路电力电气化系统市场分析

5.1.1 铁路电力电源市场分析

（1）铁路电力电源系统构成

（2）铁路电力电源市场规模

（3）交通信号电源市场规模

5.1.2 铁路电力电气化市场分析

（1）电力电气化系统的构成

（2）供电系统产品市场分析

（3）箱式变电站市场分析

（4）牵引变压器市场分析



5.1.3 铁路电气化系统主要企业分析

（1）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2）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南京国铁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4）武汉市武昌电控设备有限公司

（5）南京恒星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6）山东泰开箱变有限公司

5.1.4 铁路电气化建设投资情况分析

5.1.5 铁路电气化系统市场发展前景

5.2 铁路通信信号系统产品市场分析

5.2.1 铁路通信信号系统概述

（1）通信信号系统构成

（2）通信信号系统主要产品

（3）通信信号系统技术特点

（4）通信信号系统的重要性

5.2.2 铁路通信系统应用分析

（1）铁路通信系统特点分析

（2）铁路通信系统发展分析

（3）铁路通信系统应用状况

5.2.3 铁路信号系统应用分析

（1）铁路信号系统特点分析

（2）铁路信号系统发展分析

（3）铁路信号系统应用状况

5.2.4 铁路通信信号系统市场发展分析

（1）铁路通信信号系统市场现状

（2）通信信号系统企业认证分析

（3）铁路通信信号系统定价分析

（4）铁路通信信号系统投资分析

（5）铁路通信信号系统市场发展前景

5.2.5 铁路信号微机监测系统市场分析

（1）信号微机监测系统发展概况

（2）信号微机监测系统市场规模



（3）信号微机监测系统竞争格局

（4）信号微机监测系统市场发展趋势

5.2.6 铁路信号联锁系统市场分析

（1）铁路信号联锁系统发展概况

（2）铁路信号联锁系统市场因素

（3）铁路信号联锁系统市场规模

（4）铁路信号联锁系统市场发展前景

5.3 铁路信息系统产品市场发展分析

5.3.1 铁路信息系统发展概况分析

（1）铁路信息系统构成分析

（2）铁路信息系统应用领域

5.3.2 铁路列车调度指挥系统发展分析

（1）列车调度指挥系统发展概述

（2）列车调度指挥系统市场规模

（3）列车调度指挥系统竞争格局

（4）列车调度指挥系统市场影响因素

（5）列车调度指挥产品市场壁垒

（6）列车调度指挥系统技术趋势

（7）列车调度指挥系统市场前景

5.3.3 铁路车号自动识别系统发展分析

（1）车号自动识别系统发展概述

（2）车号自动识别系统市场竞争

（3）车号自动识别系统市场前景

5.3.4 铁路行车安全监控系统发展分析

（1）行车安全监控系统发展概述

（2）行车安全监控系统投资规模

（3）行车安全监控系统竞争格局

（4）行车安全监控系统行业壁垒

（5）铁路防灾安全监控系统发展

（6）行车安全监控系统发展趋势

5.3.5 铁路客运服务及售检票系统发展分析

（1）客运服务及售检票系统发展概述



（2）客运服务及售检票系统竞争格局

（3）轨道交通AFC设备市场规模分析

（4）城轨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发展前景

5.3.6 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发展分析

（1）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简述

（2）货运营销与生产管理系统分析

（3）铁路货运制票系统发展分析

（4）铁路确报信息系统发展分析

（5）铁路货车追踪系统发展分析

（6）铁路车站综合管理系统发展分析

（7）集装箱追踪管理信息系统发展分析

（8）铁路综合调度管理信息系统发展分析

5.3.7 铁路车辆管理信息平台发展分析

（1）铁路车辆管理信息平台概述

（2）铁路车辆管理信息平台特点

（3）铁路车辆信息化整合的必要性

（4）车辆管理信息平台应用现状及前景

5.4 高速铁路信息化系统应用市场分析

5.4.1 高速铁路信息化数字化系统发展分析

（1）高速铁路信息化数字化系统简介

（2）高铁数字化系统市场建设规模

（3）高铁数字化系统市场规模预测

5.4.2 高铁智能网络视频监控系统应用分析

（1）高铁智能网络视频监控系统简介

（2）高铁智能网络视频监控系统主要需求

（3）高铁智能网络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难点

（4）高铁视频监控系统要考虑的因素

（5）视频分析技术在高铁监控的应用

5.5 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应用市场分析

5.5.1 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发展分析

（1）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构成分析

（2）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政策背景



（3）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优势分析

（4）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市场规模

5.5.2 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竞争格局

（1）智能化系统市场占有率分析

（2）乘客资讯系统及综合安防系统占有率

（3）综合监控系统细分市场占有率

5.5.3 智能化交通信息服务系统产品市场分析

（1）智能化交通信息服务系统流程

（2）信息服务系统主要产品市场分析

（3）信息服务系统产品市场成长性分析

5.5.4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分析

（1）城轨交通综合监控系统相关概述

（2）城轨交通综合监控系统运行模式

（3）城轨交通综合监控系统发展现状

5.5.5 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分析

（1）城轨自动售检票系统的发展历程

（2）城轨自动售检票系统的发展现状

（3）城轨自动售检票系统的发展关键

（4）城轨自动售检票系统的发展趋势

5.5.6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分析

（1）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发展概况

（2）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发展现状

（3）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发展趋势

5.5.7 城市轨道交通屏蔽门系统分析

（1）屏蔽门系统相关概述

（2）屏蔽门系统的利弊分析

（3）典型屏蔽门系统案例分析

（4）屏蔽门系统在地铁的应用前景

 

第6章：中国铁路信息化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6.1 中国铁路信息化行业领先企业总体概况

6.2 中国铁路信息化行业领先企业案例分析



6.2.1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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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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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3 河南辉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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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同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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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 通鼎互联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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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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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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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8 深圳市赛为智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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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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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0 浙大网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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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章：中国铁路信息化行业投资及前景预测分析（ZY LII）

7.1 铁路信息化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7.1.1 铁路信息化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1）国家铁路市场实行准入制度

（2）经验壁垒

（3）人才和资金壁垒

（4）技术壁垒

7.1.2 铁路信息化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1）投标盈利模式

（2）合作竞争盈利模式

7.1.3 铁路信息化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1）有利因素

（2）不利因素

7.1.4 影响行业利润水平变动因素分析

（1）市场竞争程度

（2）产品生命周期

（3）技术创新

7.2 铁路信息化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7.2.1 行业政策变动风险分析

7.2.2 行业经济波动风险分析

7.2.3 关联行业风险分析

7.2.4 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7.2.5 行业竞争风险分析



7.3 铁路信息化行业投资机会及建议

7.3.1 铁路行业的投资机会发展分析

（1）铁路行业向现代物流延伸的投资机会

（2）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带来的投资机会

7.3.2 铁路信息化行业投资潜力分析

7.3.3 铁路信息化行业投资机会及建议

（1）投资前景

（2）投资关键点

7.4 铁路信息化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7.4.1 铁路建设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1）路网建设规模预测分析

（2）路网建设投资预测分析

7.4.2 铁路信息化行业规模发展预测分析

（1）电气化市场规模发展预测分析

（2）铁路信息化投资市场预测分析（ZY L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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