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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高铁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涵盖行业最新
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以大量直观
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争战略和投
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我
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
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608/441898.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800元    纸介版：98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10000元

订购电话: 010-60343812、010-60343813、400-600-8596、400-700-9383

电子邮箱: sales@chyxx.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608/4418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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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高速铁路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有不同规定。中国国家铁路局的定义为：新建设计开行250
公里/小时（含预留）及以上动车组列车，初期运营速度不小于200公里/小时的客运专线铁
路。特点：新建异于既有线提速，时速不低于250及客专性。

根据铁路局 2015 年铁道部统计公报，2015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238
亿元，投产新线 9531 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3306公里。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2.1
万公里，比上年增长 8.2%，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超过1.9 万公里，比上年增长
15.46%，超额完成原定十二五规划。 高铁投资目前已经到了高位，2014
年高铁新增营业里程（竣工）为 5428 公里，比 2013 年新增营业里程激增224.6% ；2015
年高铁竣工里程仅为 2544 公里，同比下降 53% 。可见，高铁投资将 逐渐放缓。

2015 年发改革批复的铁路项目共 22 项， 里程共计 6052.82 公里， 投资总额为 8209.8
亿元, 车辆购置费为 487 亿元。其中高铁（设计行车速度 250Km/h 及以上）项目为 15
个，里程合计 4321.71 公里，占批复总里程 71.4%；投资额为 6903.19
亿元，占批复总投资额 84.08%；车辆购置费为 412.7 亿元，占批复车辆购置费 84.74%。
2008-2015年铁路营业里程 （公里）

2008-2015年高铁营业里程 （公里）

2008-2015年铁路、高铁密度

2009-2015高铁新增营业里程 （公里）

智研咨询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高铁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前景分析报告》共十二章。
首先介绍了高铁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高铁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高铁行业市场运行的
现状，然后介绍了高铁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高铁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
分析了高铁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高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高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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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章 中国高铁行业发展综述 26
第一节 高铁行业发展概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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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铁的概念 26
二、中国的高铁标准 26
三、高速铁路的特征 26
四、高速铁路建设的意义 28
第二节 高铁经济发展分析 30
一、高铁经济的发展现状 30
二、高铁经济的同城效益 30
三、高铁经济的发展影响 32
四、高铁经济的战略思考 34
第三节 高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37
一、高铁建设对城市本体发展的影响 37
二、高铁建设对城市区域空间的影响 41
三、高铁对区域城市网络的影响 43
四、高铁对城市圈空间布局的影响 44
第二章 中国高铁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51
第一节 高铁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51
一、高铁行业监管体制分析 51
二、高铁行业相关政策汇总 51
三、高铁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52
（一）《“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52
（二）《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53
（三）《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 55
（四）《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62
（五）《国家铁路“十二五”发展规划》 67
（六）《高速列车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 77
第二节 高铁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86
一、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86
二、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87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89
四、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0
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析 91
六、居民消费价格变化分析 92
第三节 高铁行业社会环境分析 93
一、人口规模及结构情况 93
二、城市化发展进程情况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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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铁路投资建设情况分析 95
四、铁路客运市场发展分析 97
第三章 全球高铁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98
第一节 全球高铁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98
一、全球高速铁路发展阶段 98
二、全球高铁发展水平分析 99
三、全球高铁发展模式分析 101
（一）工程建设指挥部模式 101
（二）建设与运营合一模式 101
（三）建设与运营分离模式 102
四、全球高铁建设情况分析 106
第二节 全球主要国家高铁运营分析 107
一、法国高铁建设运营状况分析 107
（一）法国高速铁路运营现状 107
（二）法国TGV高铁运营现状 108
（三）法国高铁融资模式分析 113
二、德国高铁建设运营状况分析 114
（一）德国高速铁路运营现状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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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国高铁融资模式分析 118
三、日本高铁建设运营状况分析 118
（一）日本高速铁路运营现状 118
（二）日本新干线的运营现状 123
（三）日本高铁融资模式分析 123
四、西班牙高铁建设运营状况分析 124
（一）西班牙高铁运营现状分析 124
（二）西班牙AVE子弹火车运营 126
（三）西班牙高铁融资模式分析 126
第三节 全球高铁车辆设备企业分析 130
一、加拿大庞巴迪公司 130
（一）公司发展基本情况 130
（二）公司主营业务分析 130
（三）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130
（四）公司订单情况分析 131
（五）公司在华经营分析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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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铁工程承包市场现状分析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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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铁路局 2015 年铁道统计公报统计，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 25.35
亿人，比上年增加 2.30 亿人，增长 10.0%。其中，国家铁路 24.96亿人，增长
9.9%。全国铁路旅客周转量完成 11960.60 亿人公里，比上年增加 718.76亿人公里，增长
6.4%。其中，国家铁路 11905.30 亿人公里，增长 6.4%。然而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经济
十分不平衡，重点节假日的人口流动为世界之最。2015 年春运（2月 4 日到 3 月 15 日共
40 天） 全国共发送旅客 28.09 亿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 10.4%。其中，铁路 2.95
亿人次，道路 24．22 亿人次，水路 4284 万人次，民航 4914
万人次。选用铁路方式的乘客中，乘坐动车组的占 41.4%，创历史新高。仅春节 7
天中，在近4500 万人次乘坐火车的旅客中（其中有不少临时开行的旅客列车）
，动车组发送旅客1843.9 万人次，占总发送量的 41.7%。高铁以其高速、舒适等特点，承
载着越来越多的客运需求，重点节假日综合、统筹考虑高铁和普通列车开行的比例和对数，
能力的合理分配，还需要临时增开一定数量的临时列车以弥补相应的运输需求。随着人民水
平的提高和经济能力的上升，未来对高铁的需求还会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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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全国动车组保有量 1883组、17648 辆，比上年增加 479 组、3952
辆。动车保有量增速虽然较快，但线路的车辆密度较非常低，2015 年每公里高铁仅匹配
0.93 辆动车（8 辆为 1 列） ，加密需求具有刚性。
2008-2015年动车保有量及车辆密度

2014-2015年发改委批复铁路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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