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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铁路建设行业市场深度调查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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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4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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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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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铁路运输能力大、快速、经济、安全、集约，是国民经济大
动脉、关键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工程，是我国交通运输网络的骨干方式之一。自 2004
年国家 出台《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并实施以来，我国铁路建设进入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期
。2005-2010 年铁路运营里程年均复合增速达到
3.9%，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复合增速达到 44%。但是 2011
年动车事故一度使得中国铁路建设放缓。近几年，中国铁路投资重回高位，2015
年中国铁路 固定资产投资达到 8,238 亿元。

2016 年 7 月，《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调 整方案正式出台，期限为 2016-2025
年，远期展望到 2030 年。预计目标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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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高铁 3.8 万公里左右；2030 年基本实现内外互联互通、区
际多路畅通、省会高铁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
2005-2015 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单位：万公里）

2005-2015 中国铁路投资额（单位：亿元）

“十三五”期间，铁路发展方向包括六个方面： 一是在“四纵四横”高铁主骨架基础上，完善
高速铁路网络；二是以中西部地区为重点，优化干 线铁路布局；三是全面推进城际铁路建
设；四是统筹协调支线铁路建设；五是加快综合枢纽及 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六是加快实施
周边互联互通。“十三五”期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达 3.5 万亿元至 3.8
万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约 3 万亿元，建设新线 3 万公里。
中长期铁路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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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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铁路主要干线 11
三、中国铁路七次大提速 14
第二节 铁路发展简史 16
一、世界铁路发展历史 16

自 2004 年至今，我国铁路网 规模增长约 66%，而同期高速公路网规模增长
260%，GDP 增长了 318%，居民消费水平增长 了约
270%，相比之下，铁路发展仍较为缓慢。我国铁路购票仍处在紧张状态，高铁八纵八横的
网络尚未完全成型，相邻城市群之间尚未全部实现高速连接，一些城市群地区城际铁路仍是
空白。由此可见，中国铁路仍然是增和交通运输体系的短板，依然有较大发展空间。

从铁路网密度看，2015 年我国按面积和按人口计算的铁路网密度分别约为 126km/万
km2和 0.8km/万人，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即使 按照《规划》提出的我国 2025
年规划指标，按面积与按人口的铁路网密度指标将分别达到 182km/万 km2与
1.3km/万人，也未达到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
2015 年世界各国单位面积铁路密度（km/万 km2）

2015 年世界各国人均铁路密度（km/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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