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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根据《2017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全年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30.8亿人，同

比增长9.6%，其中高铁动车组发送量17.1亿人、同比增速领先全路增速9.1pcts。根据交通运输

部2019年春运数据，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29.7亿人次，同比基本持平。

消费升级推动运输结构的变化，铁路和民航旅客发送量逆势增长，铁路旅客发送量同比增

长0.9pct。消费升级推升高铁动车组客运需求，随着铁路运输网络完善，我们预计未来3年铁

路客运旅客发送量增速9%~11%。2017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同比增速为9.6%数据来源：公开

资料整理2017年高铁动车组旅客发送量同比增速18.7%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高铁运输网行业分析与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共

十五章。首先介绍了高铁运输网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高铁运输网规模及消

费需求，然后对中国高铁运输网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高铁运输网

面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高铁运输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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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高铁行业发展综述

第.一节铁路的定义及其相关介绍

一、铁路的定义

二、中国铁路的分类

三、中国铁路主要干线

四、中国铁路历次提速状况

第二节高速铁路定义及相关介绍

一、高速铁路的定义

二、高速铁路的发展历史

三、高速铁路的主要特征

四、高速铁路的经济优势

五、高速铁路的社会效益



第三节铁路高速化的技术基础

一、车身流线型减少阻力

二、大功率电力机车

三、轨道无接缝超长钢轨

四、全自动控制系统

第四节高速铁路的安全体系

一、高速铁路的行车安全问题

二、高速铁路行车安全系统要素

三、高速铁路行车安全系统构架

第五节高铁行业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结构分析

二、主要环节的增值空间

三、与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关联性

四、行业产业链上游相关行业分析

五、行业下游产业链相关行业分析

六、上下游行业影响及风险提示

 

第二章高铁行业市场环境及影响分析（PEST）

第.一节高铁行业政治法律环境（P）

一、行业主要法律法规

二、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三、政策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二节行业经济环境分析（E）

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二、宏观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第三节行业社会环境分析（S）

一、高铁产业社会环境

二、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三、高铁产业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四节行业技术环境分析（T）

一、高铁技术分析

二、高铁技术发展水平



三、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四、技术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第三章国际高铁行业发展分析及经验借鉴

第.一节世界高速铁路的发展

一、世界高速铁路建设历程

二、世界高速铁路发展现状

三、国外高速铁路总体发展分析

四、世界高速铁路运行速度分析

五、世界高速铁路发展规划分析

第二节世界高速铁路技术发展分析

一、站间距离

二、道岔

三、无碴轨道

四、高速列车的制动技术

第三节国外高速铁路建设与运营组织模式

一、&ldquo;建运合一&rdquo;模式

二、&ldquo;建运分离&rdquo;模式

三、&ldquo;建运分离&rdquo;模式的两种类型

四、主要国际高速铁路的建设模式

第四节部分国家高速铁路的发展

一、日本高速铁路发展状况

二、德国高速铁路发展状况

三、法国高速铁路安全管理分析

四、其他国家地区高铁发展情况分析

 

第四章我国高铁行业运行现状分析

第.一节中国高速铁路作用及意义

一、中国发展高速铁路的必要性分析

二、中国高速铁路自主化的战略意义

三、中国高速铁路在运输体系中的作用

四、高速铁路是中国铁路走向复兴的新选择



五、高速铁路建设对中国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

第二节我国高铁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我国高铁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二、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模式的探索

三、中国高速铁路运营管理的模式分析

第三节2014-2017年高铁行业发展现状

截至目前，中铁总陆续对海南环线高铁、东南沿海高铁和京津城际等无折扣公布票价进行调

整，未来高铁提价或加速扩容。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改革完善高铁动车组旅客票价政策的

通知》，中铁总可按照客流需求和其他运输竞争情况等因素实行一定折扣票价，旺季执行无

折扣票价、淡季按规定折扣限度适当下调。2017年高铁票价市场化加速     

时间   

事件   

主要内容       

2017.1   

海南环岛高铁   

二等座由83.5元上调19.8%至100元,一等座由99.5元上调60.8%至160元。       

2017.4   

东南沿海高铁   

针对时速200-250公里动车组，二等座上调幅度约25%-30%，一等座上调幅度约55%-65%。       

2018.5   

京津城际特等座。一等座   

二等座维持不变，一等座由65.5元上调34%至88元，特等座由93.5元上调6%至99元。同时28条

城际铁路部分动车组列车票价，最大折扣幅度由10%提升至20%。   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根据《铁路&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规划》，截至2020年铁路网总规模将达15万公里，其中

高铁3万公里，我们预计未来3年铁路基建投资维持6000亿~8000亿元高位运行。2016年中铁总

实现净利润10.7亿，净利率0.12%，盈利能力较弱。提升铁路运输企业盈利能力成为吸引社会

资本投资铁路的关键。2014年以来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均超8000亿数据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一、中国高铁的运营情况分析

二、2014-2017年我国高铁行业发展分析

三、2014-2017年中国高铁企业发展分析

第四节我国高铁市场价格走势分析

一、高铁市场定价方式分析



二、各线路定价标准分析

 

第五章我国高铁行业运行指标及相关研究

第.一节2014-2017年中国高铁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规模分析

二、人员规模状况分析

三、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四、行业市场规模分析

第二节2014-2017年中国高铁行业财务指标总体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三节我国高铁市场供需分析

一、2014-2017年我国高铁行业供给情况

二、2014-2017年我国高铁行业需求情况

第四节中国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分析

一、发展城际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的必要性

二、高速铁路客运专线施工装备的选型与优化

第五节高速铁路客运枢纽地区路网服务模式及适用性

一、高速铁路枢纽地区特性分析

二、路网服务模式及适用性分析

三、京沪高铁无锡站的实例说明

第六节GSM-R数字移动通信系统对高速铁路适用性

一、GSM-R系统的组成

二、GSM-R系统的主要功能

三、GSM-R系统的应用

四、GSM-R对高速铁路的适应性

 

第六章中国高铁行业线路建设分析

第.一节中国高铁建设进度及规划

一、中国高铁建设进度分析



二、中国高铁建设规划分析

三、城镇群铁路网规划和特征

四、高铁车站的规划与特点

第二节&ldquo;四纵&rdquo;客运专线建设分析

一、北京-上海客运专线建设分析

二、北京-武汉-广州-深圳客运专线建设分析

三、北京-沈阳-哈尔滨客运专线建设分析

四、上海-杭州-宁波-福州-深圳客运专线建设分析

第三节&ldquo;四横&rdquo;客运专线建设分析

一、徐州-郑州-兰州客运专线建设分析

二、杭州-南昌-长沙-贵阳-昆明客运专线建设分析

三、青岛-石家庄-太原客运专线建设分析

四、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客运专线建设分析

第四节城际客运系统建设分析

一、环渤海城际客运系统建设分析

二、长三角城际客运系统建设分析

三、珠三角城际客运系统建设分析

四、长株潭城际客运系统建设分析

五、成渝经济圈城际客运系统建设分析

六、其他城际客运系统建设分析

 

第七章中国高铁行业技术水平分析

第.一节高铁土建工程施工技术分析

一、高速铁路的建设特点分析

二、高铁土建工程技术创新分析

三、高铁土建工程关键技术分析

第二节高铁车辆设备生产技术分析

一、高铁动车技术引进路线

二、高铁动车技术研发进展

第三节高铁控制系统技术水平分析

一、高铁通信信号系统技术231

二、高铁电力牵引系统技术



三、高铁控制系统技术研发进展

第四节中国高铁技术输出情况分析

一、国际高铁建设热潮分析

二、中国高铁技术走向全球

 

第八章中国高铁对相关行业及地区的影响分析

第.一节高铁对交通运输格局的影响

一、中国交通运输格局现状分析

二、中国高铁与民航业的竞争分析

三、中国高铁与公路的竞争分析

四、中国高铁与铁路的影响分析

第二节高铁对沿线城市和城镇群的影响

一、高铁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分析

二、高铁对城镇群的影响分析

三、高铁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四、高铁对城镇群内在组织结构的影响

五、高铁经济带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六、高铁对城市功能区的影响分析

七、中国高铁经济效应分析

 

第九章中国高铁行业设备市场分析

第.一节高铁设备行业发展概况

一、高铁设备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二、高铁设备行业国产化情况分析

三、高铁设备市场规模分析

第二节中国动车组市场分析

一、动车组型号及生产企业

二、动车组的产量规模分析

三、动车组的研发情况分析

四、动车组招投标情况分析

五、动车组的需求预测分析

六、动车组购置费预测分析



第三节中国高铁零部件市场分析

一、高铁车轴市场分析

二、高铁重轨市场分析

三、高铁扣件市场分析

四、高铁弹性元件市场分析

五、高铁橡胶件市场分析

第四节中国高铁信息化系统分析

一、高铁电力设备市场分析

二、高铁电气设备市场分析

三、高铁通信信号设备市场分析

第五节中国高铁设备进出口情况分析

一、中国高铁设备进出口综述

二、中国高铁设备进口情况分析

三、中国高铁设备出口情况分析

四、中国高铁设备进出口前景分析

 

第十章2014-2017年高铁行业竞争形势及策略

第.一节行业总体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一、高铁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二、高铁行业企业间竞争格局分析

三、高铁行业集中度分析

四、高铁行业SWOT分析

第二节中国高铁行业竞争格局综述

一、高铁行业竞争概况

二、中国高铁行业竞争力分析

三、中国高铁竞争力优势分析

四、高铁行业主要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三节2014-2017年高铁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2014-2017年国内外高铁竞争分析

二、2014-2017年我国高铁市场竞争分析

三、2014-2017年我国高铁市场集中度分析

四、2014-2017年国内主要高铁企业动向



五、2017年国内高铁企业拟在建项目分析

第四节南北车合并分析

一、南北车的历史背景

二、合并前各自发展情况分析

三、南北车合并意义

四、合并存在的风险

五、合并后的前景分析

第五节高铁市场竞争策略分析

 

第十一章2014-2017年高铁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第.一节中国高铁行业建设企业经营分析

一、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三、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四、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

五、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节中国高铁设备企业经营形势分析

一、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三、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四、晋西车轴股份有限公司

五、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六、晋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七、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八、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九、北京鼎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十、河南辉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章2020-2026年高铁行业前景及趋势预测

第.一节2020-2026年高铁市场发展前景

一、2020-2026年高铁市场发展潜力

二、2020-2026年高铁市场发展前景展望



第二节2020-2026年高铁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一、2020-2026年高铁行业发展趋势

二、2020-2026年高铁市场规模预测

三、2020-2026年细分市场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2020-2026年中国高铁行业供需预测

一、2020-2026年中国高铁行业供给预测

二、2020-2026年中国高铁行业建设规模预测

三、2020-2026年中国高铁行业投资规模预测

四、2020-2026年中国高铁行业需求预测

第四节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趋势

一、市场整合成长趋势

二、需求变化趋势及新的商业机遇预测

三、企业区域市场拓展的趋势

 

第十三章2020-2026年高铁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防范

第.一节中国高速铁路建设投资分析

一、我国高速铁路资金投入状况

二、中国高速铁路投资建设模式

三、高速铁路建设项目成本与效益分析

四、我国高速铁路建设项目投资建议

第二节高铁行业投资特性分析

一、高铁行业进入壁垒分析

二、高铁行业盈利因素分析

三、高铁行业盈利模式分析

第三节2020-2026年高铁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第四节2020-2026年高铁行业投资机会

一、产业链投资机会

二、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三、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四、高铁行业投资机遇

第五节2020-2026年高铁行业投资风险及防范

一、高铁行业政策风险分析及防范



二、高铁行业融资风险分析及防范

三、高铁行业技术风险分析及防范

四、高铁行业经济波动风险及防范

五、高铁行业关联产业风险及防范

六、高铁行业安全事故风险及防范

第六节中国高铁行业投资建议

一、高铁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二、高铁行业主要投资建议

三、中国高铁企业融资分析

 

第十四章2020-2026年高铁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第.一节高铁行业面临的困境

一、核心部件面临困境

二、三基不兴

三、票价过高

四、高铁事故频发

第二节高铁行业发展策略分析

一、适当调整票价

二、强化安全管理

三、衍生服务

四、加强技术研发

第三节中国高铁装备&ldquo;走出去&rdquo;面临问题及对策

一、高铁装备&ldquo;走出去&rdquo;面临的问题

二、七方面助力&ldquo;走出去&rdquo;

第四节中国高铁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一、中国高铁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

二、高速铁路线路维护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三、中国高铁市场发展对策研究

 

第十五章高铁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第.一节高铁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二节对我国高铁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高铁品牌的重要性

二、高铁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高铁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高铁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高铁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高铁经营策略分析

一、高铁设备创新策略

二、品牌定位与品类规划

三、高铁建设运营战略

第四节高铁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一、高铁行业投资战略

二、2020-2026年高铁行业投资战略

三、2020-2026年高铁设备投资战略

第五节研究结论及发展建议

一、高铁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二、高铁行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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