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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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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高速铁路网主要包括三部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区域铁路连接线；城际铁路。
高速铁路主通道原则采用时速 250 公 里及以上标准；区域铁路连接线原则采用时速 250
公里及以下标准；城际铁路则采用时速 200 公里及以下标准。中国高铁建设始于 2004
年，自 2008 年建成第一条高 速铁路以来，中国高铁建设保持高速增长。2008-2015
年，中国高铁建设总投资额高达 5.35 万 亿，使得高铁成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截止
2015 年，我国高铁营业里程 1.9 万公里，成为 世界上高铁运营里程最长的国家。
中国高铁运营里程（万公里）
2015 年世界各国高铁运营里程（公里）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 年规划八纵八横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高铁行业市场运营态势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共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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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铁行业发展综述 1
第一节 铁路的定义及其相关介绍 1
一、铁路的定义 1
二、中国铁路的分类 1
三、中国铁路主要干线 5
四、中国铁路历次提速状况 5
第二节 高速铁路定义及相关介绍 8
一、高速铁路的定义 8
二、高速铁路的发展历史 8
三、高速铁路的主要特征 10
四、高速铁路的经济优势 11
五、高速铁路的社会效益 12
第三节 铁路高速化的技术基础 15
一、车身流线型减少阻力 15
二、大功率电力机车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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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轨道无接缝超长钢轨 16
四、全自动控制系统 17
第四节 高速铁路的安全体系 17
一、高速铁路的行车安全问题 17
二、高速铁路行车安全系统要素 18
三、高速铁路行车安全系统构架 21
第五节 高铁行业产业链分析 23
一、产业链结构分析 23
二、主要环节的增值空间 24
三、与上下游行业之间的关联性 25
四、行业产业链上游相关行业分析 25
五、行业下游产业链相关行业分析 36
六、上下游行业影响及风险提示 37

第二章 高铁行业市场环境及影响分析（PEST） 40
第一节 高铁行业政治法律环境（P） 40
一、行业主要法律法规 40
二、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51
三、政策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60
第二节 行业经济环境分析（E） 61
一、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61
二、宏观经济环境对行业的影响分析 87
第三节 行业社会环境分析（S） 89
一、高铁产业社会环境 89
二、社会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91
三、高铁产业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91
第四节 行业技术环境分析（T） 92
一、高铁技术分析 92
二、高铁技术发展水平 97
三、行业主要技术发展趋势 97
四、技术环境对行业的影响 98

第三章 国际高铁行业发展分析及经验借鉴 100
第一节 世界高速铁路的发展 100
一、世界高速铁路建设历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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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高速铁路发展现状 101
三、国外高速铁路总体发展分析 101
四、世界高速铁路运行速度分析 102
五、世界高速铁路发展规划分析 103
第二节 世界高速铁路技术发展分析 103
一、站间距离 103
二、道岔 104
三、无碴轨道 105
四、高速列车的制动技术 106
第三节 国外高速铁路建设与运营组织模式 106
一、“建运合一”模式 106
二、“建运分离”模式 107
三、“建运分离”模式的两种类型 108
四、主要国际高速铁路的建设模式 111
第四节 部分国家高速铁路的发展 111
一、日本高速铁路发展状况 111
二、德国高速铁路发展状况 113
三、法国高速铁路安全管理分析 116
四、其他国家地区高铁发展情况分析 117

第四章 我国高铁行业运行现状分析 122
第一节 中国高速铁路作用及意义 122
一、中国发展高速铁路的必要性分析 122
二、中国高速铁路自主化的战略意义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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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国高铁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127
一、我国高铁行业发展总体概况 127

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 版，“十三五”期间， 中国计划在“四纵四横”高铁主骨架基
础上，完善高速铁路网络，形成八纵八横主通道，并在此
基础上规划建设高速铁路区域连接线，进一步完善路网、扩大覆盖。到 2020
年，我国将实现 运营高速铁路 3 万公里；到 2025 年，高速铁路 3.8
万公里左右。这意味着与 2015 年底相比仅 用十年的时间我国高铁里程将翻倍。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高铁已经完全拥 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速度快、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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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丰富是中国高铁领先全球的三大优势。 中国高铁出海受到国家高度重视。2009
年，中国正式提出高铁“走出去”战略。2013 年，中国
提出以高铁取代古老的风力、马力和人力运输，重建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将高铁出海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中国高铁优势突出

目前世界上拥有高速铁路 的国家已经有 20
个。除了中国外，亚洲其他国家、欧洲、美国等很多国家都在规划大力发展
高铁建设。从国家规划来看，到 2025 年中国高铁营运里程为 38,000 公里，俄罗斯为
7,000 公里，法国 4,500 公里，日本为 3,622 公里。根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 38
个国家和地区有计 划修建高速铁路，总里程将在 2025 年达到 9.78
万公里，是现有高铁运营里程总量的 2.8 倍， 全球开始步入高铁时代。
主要城市轨道交通方式性能对比

预计 2015-2025 年，除中国外世界上其他国家高铁建 设里程为 4.36 万公里。其中 2.63
万公里是由中国所主导的一带一路的建设，这些项目大部分 都是由中国来建设的。另外的
1.73 万公里中，保守估计中国可以参与其中的 30%，即为 0.52 万公里。预计 2015-2025
年期间，由中国参与的国外地铁建造里程为 3.15 万公里。预计其中 70%在 2020-2025
年建设完成，30%在 2015-2020 年建设完成，即 0.95 万公里。由于中国高铁自 2013
年进行出海计划，而地铁建设周期一般为 3-5 年，因此估计海外项目建成运营自 2017
年以后逐渐增加。
“一带一路”战略高铁规划

近年来，我国动车组保有量快速增加， 2015 年动车组保有量达到 1.76 万，过去 5
年复合增速为 32.4%。“十三五”期间新增动车组的 需求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1
国内新铺线路的需求；2已运营线路的补车需求。由于高铁的便捷、快速、准时等优点，近
年来选择高铁出行的旅客越来越多，客运量大幅增长，势必带来动
车组的补车需求，预计“十三五”期间我国高铁动车组车辆密度将从目前的 0.97
辆/公里上升到 1.14 辆/公里左右；3 海外新铺线路的需求。
中国动车组保有量（万辆）
中国动车组密度（辆/公里）
对“十三五”期间高铁建设对动车组的需求做出预测。其中的关键假设有：1 假设 2016-2020

年，国内高速铁路每年新增运营里程 2,200 公里，国外高速铁路每年新增运营里程
由中国建造部分为 2,375 公里；2 假设 2016-2020
年国内外已运营高速铁路动车组密度每年增 加 0.04 辆 / 公 里 。则 2016/17/18/19/20 年 中
国 制 造 新 增 动 车 组 分 别 为 2,894/5,469/5,740/6,011/6,282
辆，“十三五”期间，中国制造新增动车组总量为 26,395 辆。
2016-2020 中国高铁车辆需求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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