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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铁路建设市场需求及投资前景评估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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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on.com//detail/160516.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000元    纸介版：90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9200元

订购电话: 400-700-0142 010-80392465

电子邮箱: kf@hua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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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on.com//detail/1605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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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加快铁路发展，是中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迫切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
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铁路作为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在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肩
负着重大责任。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铁路建设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中国铁路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2012年，铁路投资保持高速增长，国家多次增调铁路建设投资规模，加大中央预算内资
金投入，全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309.8亿元。到2012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8万公
里，居世界第二位；高铁运营里程达9356公里，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国家铁路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6638亿元，投产铁路新线5586公里，其中高铁1672公里。截至2013年底，全国
铁路营业里程达10.3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1.1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

2012年5月，铁道部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
了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领域、方式及相关政策措施。铁路投资全面向民资开放，铁路建设上
下游企业迎来投资建设机会。

2013年3月，我国铁路建设市场化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撤并原国家铁道部，部分职责并入
交通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此举是是深化铁路管理体制改革、实现政企分
开、推动铁路建设和运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2014年1-6月，国家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351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1996亿元。国
家铁路下半年需要完成投资6000亿元，是上半年完成额的三倍，面临一定挑战。

“十二五”是中国铁路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根据规划，到2015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
达到12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速铁路1.6万公里以上，西部铁路5万公里以上，复线率和电气化
率分别达到50%、60%。以高速铁路为骨架、总规模5万公里的快速铁路网基本建成，总规
模7万公里的区际大能力通道布局成网，繁忙干线实现客货分线运输。客货枢纽及配套设施
进一步完善，建成双层集装箱运输网络，路网布局和技术结构更加合理。

艾凯咨询网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铁路建设市场需求及投资前景评估报告》共九章。
首先介绍了铁路的定义、分类、发展史等，接着全面分析了国际国内铁路建设的现状，然后
阐述了高速铁路 的发展。随后，报告对铁路行业做了重点项目建设动态分析、区域发展分
析、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和投资分析，最后分析了铁路建设行业的发展前景及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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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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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铁路的相关概述
1.1 铁路的定义及概述
1.1.1 铁路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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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中国铁路主要干线
1.1.3 中国铁路七次大提速
1.2 中国铁路的分类
1.2.1 国家铁路
1.2.2 地方铁路
1.2.3 合资铁路
1.2.4 专用铁路
1.2.5 专用线
1.3 铁路发展简史
1.3.1 世界铁路发展历史
1.3.2 中国铁路发展历史
1.3.3 改革开放30年铁路建设回顾

第二章 2013-2014年国外铁路行业的发展
2.1 国际铁路业发展综述
2.1.1 世界上铁路总长及各洲的分布
2.1.2 世界铁路市场化改革的经验
2.1.3 国际铁路市场环境概况
2.1.4 国外铁路的提速情况
2.1.5 外国铁路建设投融资状况
2.2 2013-2014年国际铁路市场发展现状
2.2.1 东南亚市场
2.2.2 中东市场
2.2.3 非洲市场
2.2.4 中亚市场
2.2.5 拉美市场
2.2.6 中东欧市场
2.3 美国铁路发展概况
2.3.1 美国提出高速铁路网建设规划
2.3.2 美国政府铁路提速计划
2.3.3 美国首个高速铁路项目启动
2.3.4 美国洛杉矶疏港铁路改造项目分析和借鉴
2.3.5 美国铁路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2.3.6 美国铁路管制的改革及经验借鉴
2.4 俄罗斯铁路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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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2012年俄罗斯远东铁路运输量简析
2.4.2 2013年俄罗斯铁路货运及投资状况
2.4.3 2013年俄罗斯扩建西伯利亚大铁路
2.4.4 俄罗斯实施改革大力促进铁路发展
2.4.5 2030年俄罗斯铁路建设规划
2.5 其他国家铁路行业发展状况
2.5.1 意大利铁路系统运营形势好转
2.5.2 英国政府批准新高铁项目
2.5.3 德国铁路客运量增长
2.5.4 法国推进廉价高铁计划
2.5.5 拉美启动跨洋铁路建设
2.6 国外铁路发展政策概况
2.6.1 铁路投资政策
2.6.2 铁路税收政策
2.6.3 铁路补贴政策
2.7 世界发达国家铁路融资法规
2.7.1 美国
2.7.2 德国
2.7.3 英国
2.7.4 法国
2.7.5 日本

第三章 2013-2014年中国铁路建设行业的发展
3.1 中国促进铁路建设发展的必要性
3.1.1 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迫切要求
3.1.2 统筹城乡发展的迫切要求
3.1.3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迫切要求
3.1.4 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
3.1.5 国家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迫切需要
3.1.6 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迫切需要
3.2 2013-2014年中国铁路建设行业发展概况
3.2.1 中国大规模铁路建设全面展开
3.2.2 我国铁路建设投资平稳增长
3.2.3 2012年中国铁路建设进展状况
3.2.4 2012年中国铁路建设理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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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2013年中国铁路建设投资规模
3.2.6 2013年中国铁路建设进展状况
3.2.7 2014年中国铁路建设进展总体思路
3.3 中国铁路网规划再次大幅调整
3.3.1 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不断调整
3.3.2 铁路网规划大幅调整的原因
3.3.3 调整后方案的四大主要变化
3.3.4 规划调整后铁路投资的四大方向
3.3.5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3.4 中国铁路市场开放的条件与途径
3.4.1 2013年中国铁路市场化改革提速
3.4.2 中国铁路市场开放的约束性分析
3.4.3 中国铁路市场开放的确立条件
3.4.4 铁路市场开放的途径与方式
3.4.5 引入战略投资者
3.5 中国市郊铁路的发展
3.5.1 市郊铁路的发展概况
3.5.2 市郊铁路的技术特征
3.5.3 市郊铁路的发展模式
3.6 中国铁路建设引入BOT融资方式分析
3.6.1 BOT方式的含义
3.6.2 BOT方式筹集建设资金的优越性
3.6.3 中国铁路建设可采用BOT方式
3.6.4 中国铁路利用BOT方式的建议
3.7 中国铁路建设存在的问题
3.7.1 中国铁路建设面临的战略性选择
3.7.2 阻碍民营资本进入铁路建设领域的因素
3.7.3 铁路线网建设不足引发过境权争夺
3.7.4 铁路建设中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3.8 中国铁路建设行业发展的策略
3.8.1 中国发展铁路建设的策略经验
3.8.2 解决铁路“瓶颈”制约的途径
3.8.3 中国发展和谐铁路建设的策略方针
3.8.4 铁路建设项目投资控制的策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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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2013-2014年高速铁路的发展
4.1 高速铁路的定义及相关概述
4.1.1 高速铁路的定义
4.1.2 高速铁路的发展史
4.1.3 高速铁路的技术经济优势
4.1.4 铁路高速化的技术基础
4.2 世界高速铁路的发展
4.2.1 世界高速铁路建设回顾
4.2.2 世界高速铁路行业发展概况
4.2.3 世界各国高速铁路发展动态
4.2.4 国外高速铁路的发展原则及理念
4.2.5 世界高速铁路技术发展状况
4.3 国外高速铁路建设与运营组织模式
4.3.1 “建运合一”模式
4.3.2 “建运分离”模式
4.3.3 “建运分离”模式的两种类型
4.4 2013-2014年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
4.4.1 高铁建设对中国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
4.4.2 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取得长足发展
4.4.3 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居世界首位
4.4.4 2012年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发展动态
4.4.5 2013年中国高速铁路建设进展状况
4.4.6 2014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计划
4.5 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模式的探索
4.5.1 选择中国特色高速铁路发展之路
4.5.2 建立中国高速铁路技术标准体系
4.5.3 技术创新推动中国高速铁路走向世界前列
4.5.4 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模式的启示
4.6 京沪高速铁路
4.6.1 2008年4月京沪高速铁路全线开工
4.6.2 2011年6月30日京沪高铁开通运营
4.6.3 2012年京沪高铁客票收入情况
4.6.4 2013-2014年上半年京沪高铁客运量分析
4.6.5 京沪高铁的技术亮点及市场潜力
4.7 中国高速铁路运营管理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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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网运分离”模式
4.7.2 “网运合一”模式
4.7.3 两种经营管理模式的比较
4.7.4 定性分析及比较之后的结论
4.8 GSM-R数字移动通信系统对高速铁路适用性的研究
4.8.1 GSM-R系统的组成
4.8.2 GSM-R系统的主要特点
4.8.3 GSM-R系统的应用
4.8.4 GSM-R对高速铁路的适应性
4.9 高速铁路发展的策略及前景趋势
4.9.1 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措施
4.9.2 中国应借鉴国外高速铁路建设模式
4.9.3 中国高速铁路总体规划及展望
4.9.4 中国高速列车技术未来发展方向

第五章 2013-2014年中国重点铁路项目建设情况
5.1 2013-2014年中国铁路重点工程项目陆续开工
5.1.1 2012年铁路工程项目进展情况
5.1.2 2013年铁路工程项目进展情况
5.1.3 2014年上半年铁路工程项目进展动态
5.2 兰渝铁路
5.2.1 2008年9月兰渝铁路开工建设
5.2.2 兰渝铁路为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机遇
5.2.3 2012年兰渝铁路建设进展状况
5.2.4 2013年兰渝铁路南充东至高兴正线铺通
5.2.5 2015年兰渝铁路有望建成通车
5.3 青藏铁路
5.3.1 青藏铁路创造的世界之最
5.3.2 青藏铁路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伟大壮举
5.3.3 青藏铁路助推西藏跨越式发展
5.3.4 青藏铁路客货发送量继续增长
5.3.5 青藏铁路延伸线跨越雅鲁藏布江
5.4 京九铁路
5.4.1 京九铁路概况
5.4.2 京九铁路成功应用先进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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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京九铁路的立交设计
5.4.4 京九铁路对沿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5.4.5 京九铁路成为我国中部经济腾飞的大动脉
5.5 厦深铁路
5.5.1 厦深铁路工程简介
5.5.2 建设厦深铁路的经济意义
5.5.3 2012年厦深铁路潮阳站扩大规模
5.5.4 2013年厦深铁路进入联调联试阶段

第六章 2013-2014年中国部分地区的铁路建设
6.1 西部地区
6.1.1 内蒙古铁路建设发展成就
6.1.2 2012年新疆铁路建设投资完成情况
6.1.3 2012年敦煌至格尔木铁路开工建设
6.1.4 2013年甘肃开建首条地方投资铁路
6.1.5 2013年西安至银川铁路获批立项
6.1.6 “十二五”云南省铁路网建设布局展望
6.2 东北地区
6.2.1 2012年哈大高铁建成通车
6.2.2 2013年盘营客运专线开通运营
6.2.3 黑龙江抢抓机遇加快铁路建设
6.2.4 吉林省积极探索铁路建设融资新途径
6.3 中部地区
6.3.1 2012年河南省继续推进铁路建设投资
6.3.2 2013年湖北首条城际铁路全线贯通
6.3.3 2013年“昌吉赣客专”铁路项目获批
6.4 沿海地区
6.4.1 广西铁路建设发展成就
6.4.2 2012年广东省探索铁路建设新路径
6.4.3 2013年连盐铁路项目取得重大进展
6.4.4 2013年向莆铁路正式建成通车
6.4.5 浙江省铁路建设发展成效显著

第七章 2013-2014年中国铁路建设行业重点企业经营状况
7.1 中国铁路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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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公司简介
7.1.2 铁路总公司组建方案
7.1.3 铁路总公司治理结构
7.1.4 2013年铁路总公司实施货运改革
7.1.5 2013年铁路总公司启动首次大规模招标
7.2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7.2.1 企业发展概况
7.2.2 经营效益分析
7.2.3 业务经营分析
7.2.4 财务状况分析
7.2.5 未来前景展望
7.3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7.3.1 企业发展概况
7.3.2 经营效益分析
7.3.3 业务经营分析
7.3.4 财务状况分析
7.3.5 未来前景展望
7.4 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7.4.1 企业发展概况
7.4.2 经营效益分析
7.4.3 业务经营分析
7.4.4 财务状况分析
7.4.5 未来前景展望
7.5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7.5.1 企业发展概况
7.5.2 经营效益分析
7.5.3 业务经营分析
7.5.4 财务状况分析
7.5.5 未来前景展望
7.6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7.6.1 企业发展概况
7.6.2 经营效益分析
7.6.3 业务经营分析
7.6.4 财务状况分析
7.6.5 未来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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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上市公司财务比较分析
7.7.1 盈利能力分析
7.7.2 成长能力分析
7.7.3 营运能力分析
7.7.4 偿债能力分析

第八章 中国铁路行业投资分析
8.1 投资机会
8.1.1 政府允许境内外社会资本投资中国铁路
8.1.2 铁路大建设为相关行业带来投资机会
8.1.3 能源危机凸现高速铁路发展空间
8.2 投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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