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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高速铁路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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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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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73.html


华经情报网 www.huaon.com

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中国人口众多、内陆深广，解决大规模人口流动问题，最安全、最快捷、最经济、最环保
、最可靠的交通方式是高速铁路。中国铁路决定把发展客运高速作为实现现代化的一个主要
方向。2003年10月，中国第一条高铁秦沈客运专线通车，由此开启了中国高铁快速发展的
序幕。

2012年4月18日，科技部公布了《高速列车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确定“十二五”
期间我国高速列车科技发展的8大目标，其中包括继续“提高高速铁路体系化安全保障技术”“
提高列车速度”，以及实现“高速列车谱系化、智能化”等。该《规划》是“十二五”期间指导高
铁列车技术发展的科技攻关的重大文件，对推动高铁的发展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2012年，一批铁路重点项目建成投产，世界上第一条高寒高速铁路哈大高铁顺利开通运
营，京石、石武客专建成投产，标志着世界上营业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京广高铁全线贯通，
合蚌、汉宜等一批重点项目顺利开通运营。到2012年底，全国高铁运营里程达到9356公里
，居世界第一位。目前我国铁路完成的旅客周转量、货物发送量、货物周转量、换算周转量
居世界第一位。

截至2013年12月底，中国时速达20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新线里程已经超过13,000公里
，另有近3000公里的既有线铁路被改造成了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路。

“十二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大力发展高速铁路，未来中国高铁将快速发展。到“十二五”末
，我国将基本建成以“四纵四横”高速铁路为骨架的快速铁路网，快速铁路网营业里程达4万
公里以上，其中高铁里程1.8万公里左右，包括时速200-250公里的高速铁路1.13万公里，时
速300-350公里的高速铁路0.67万公里，基本覆盖5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艾凯咨询网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高速铁路市场监测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七章。
首先介绍了高速铁路的定义、发展历史、主要特征等，接着分析了中国铁路行业的现状，然
后详细介绍了国 际国内高速铁路行业的发展。随后，报告对高速铁路做了客运专线网络发
展动态分析和主要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高速铁路行业的未来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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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铁路相关概述
1.1 铁路的定义及其相关介绍
1.1.1 铁路的定义
1.1.2 中国铁路的分类
1.1.3 中国铁路主要干线
1.1.4 中国铁路历次提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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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速铁路定义及相关介绍
1.2.1 高速铁路的定义
1.2.2 高速铁路的发展历史
1.2.3 高速铁路的主要特征
1.2.4 高速铁路的经济优势
1.2.5 高速铁路的产业链分析
1.3 铁路高速化的技术基础
1.3.1 车身流线型减少阻力
1.3.2 大功率电力机车
1.3.3 轨道无接缝超长钢轨
1.3.4 全自动控制系统
1.4 高速铁路的安全体系
1.4.1 高速铁路的行车安全问题
1.4.2 高速铁路行车安全系统要素
1.4.3 高速铁路行车安全系统构架

第二章 2013-2014年中国铁路业的发展现状
2.1 中国促进铁路建设发展的必要性
2.1.1 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迫切要求
2.1.2 统筹城乡发展的迫切要求
2.1.3 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迫切要求
2.1.4 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
2.1.5 国家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迫切需要
2.1.6 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迫切需要
2.2 2013-2014年中国铁路业发展状况
2.2.1 中国铁路发展状况综述
2.2.2 2012年中国铁路行业运行状况分析
2.2.3 2013年中国铁路行业运行状况分析
2.2.4 2014年上半年中国铁路行业运行状况分析
2.3 中国铁路市场开放的条件与途径分析
2.3.1 我国铁路市场开放现状
2.3.2 我国铁路市场开放的约束性分析
2.3.3 我国铁路市场开放的确立条件
2.3.4 铁路市场开放的途径与方式
2.3.5 引入战略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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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13-2014年国外高速铁路分析
3.1 世界高速铁路的发展
3.1.1 世界高速铁路建设历程
3.1.2 世界高速铁路发展现状
3.1.3 国外高速铁路总体发展分析
3.1.4 世界高速铁路运行速度分析
3.1.5 世界高速铁路发展规划分析
3.2 世界高速铁路技术发展分析
3.2.1 站间距离
3.2.2 道岔
3.2.3 无碴轨道
3.2.4 高速列车的制动技术
3.3 国外高速铁路建设与运营组织模式
3.3.1 “建运合一”模式
3.3.2 “建运分离”模式
3.3.3 “建运分离”模式的两种类型
3.4 部分国家高速铁路的发展
3.4.1 美国高速铁路技术的发展状况
3.4.2 日本高速铁路发展状况
3.4.3 德国高速铁路发展状况
3.4.4 法国高速铁路安全管理分析
3.4.5 亚洲部分国家高铁发展动态

第四章 2013-2014年中国高速铁路分析
4.1 中国高速铁路作用及意义
4.1.1 中国发展高速铁路的必要性分析
4.1.2 中国高速铁路自主化的战略意义
4.1.3 中国高速铁路在运输体系中的作用
4.1.4 高速铁路是中国铁路走向复兴的新选择
4.1.5 高速铁路建设对中国区域经济的推动作用
4.2 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综述
4.2.1 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成就分析
4.2.2 中国高速铁路的客运量发展分析
4.2.3 中国高速铁路产业技术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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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中国高速铁路设备制造业发展状况
4.3 2013-2014年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状况
4.3.1 2012年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状况
4.3.2 2013年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状况
4.3.3 2014年上半年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状况
4.4 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模式的探索
4.4.1 选择中国特色高速铁路发展之路
4.4.2 中国高速铁路技术创新模式分析
4.4.3 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模式的启示
4.5 中国高速铁路客运专线分析
4.5.1 发展城际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的必要性
4.5.2 高速铁路客运专线施工装备的选型与优化
4.5.3 建设高速铁路客运专线面临的风险
4.6 中国高速铁路运营管理的模式分析
4.6.1 “网运分离”模式
4.6.2 “网运合一”模式
4.6.3 两种经营管理模式的比较
4.6.4 定性分析及比较之后的结论
4.6.5 中国高铁运营管理提升策略
4.7 高速铁路客运枢纽地区路网服务模式及适用性研究
4.7.1 高速铁路枢纽地区特性分析
4.7.2 路网服务模式及适用性分析
4.7.3 京沪高铁无锡站的实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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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速铁路行业存在的问题及策略
4.9.1 高速铁路经营管理中面临的问题
4.9.2 中国高速铁路的发展措施
4.9.3 中国应借鉴国外高速铁路建设模式
4.9.4 加快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的战略措施
4.9.5 中国高速铁路融资问题解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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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网络发展分析
5.1 中国高速铁路客运专线网络综述
5.1.1 客运专线网络介绍
5.1.2 客运专线网络建设现状
5.1.3 铁道部推进“四纵四横”客运网建设
5.2 京沪客运专线
5.2.1 京沪客运专线介绍
5.2.2 京沪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5.2.3 合蚌高速铁路开通运营的意义分析
5.2.4 京沪高铁的技术亮点及市场潜力
5.3 京港客运专线
5.3.1 京港客运专线介绍
5.3.2 香港段高速铁路建设动态
5.3.3 京港高铁沿线打造旅游联盟
5.3.4 京广高铁开通运营的意义分析
5.4 京哈客运专线
5.4.1 京哈客运专线介绍
5.4.2 京哈高铁贯穿东北三省
5.4.3 哈大高速铁路的运行现状分析
5.4.4 哈大高铁对长客和民航业的影响
5.5 杭福深客运专线
5.5.1 杭福深客运专线介绍
5.5.2 宁杭甬高速铁路发展状况
5.5.3 福厦高速铁路发展状况
5.5.4 厦深高速铁路发展状况
5.6 徐兰客运专线
5.6.1 徐兰客运专线介绍
5.6.2 郑西高速铁路发展状况
5.6.3 宝兰客运专线发展动态
5.6.4 郑徐高速铁路发展动态
5.7 沪昆客运专线
5.7.1 沪昆客运专线介绍
5.7.2 沪昆高速铁路建设动态
5.7.3 沪昆高度铁路对株洲的影响
5.7.4 杭长客运专线的发展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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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青太客运专线
5.8.1 青太客运专线介绍
5.8.2 石台高速铁路对山西的影响
5.8.3 石济客运专线推动济德一体化
5.9 沪汉蓉客运专线
5.9.1 沪汉蓉客运专线介绍
5.9.2 沪汉蓉客运专线的作用分析
5.9.3 汉宜客运专线对宜昌的影响
5.9.4 渝利铁路开通的意义分析

第六章 2013-2014年中国高速铁路重点企业财务状况
6.1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6.1.1 企业发展概况
6.1.2 经营效益分析
6.1.3 业务经营分析
6.1.4 财务状况分析
6.1.5 未来前景展望
6.2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6.2.1 企业发展概况
6.2.2 经营效益分析
6.2.3 业务经营分析
6.2.4 财务状况分析
6.2.5 未来前景展望
6.3 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6.3.1 企业发展概况
6.3.2 经营效益分析
6.3.3 业务经营分析
6.3.4 财务状况分析
6.3.5 未来前景展望
6.4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4.1 企业发展概况
6.4.2 经营效益分析
6.4.3 业务经营分析
6.4.4 财务状况分析
6.4.5 未来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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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6.5.1 企业发展概况
6.5.2 经营效益分析
6.5.3 业务经营分析
6.5.4 财务状况分析
6.5.5 未来前景展望
6.6 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
6.6.1 企业发展概况
6.6.2 经营效益分析
6.6.3 业务经营分析
6.6.4 财务状况分析
6.6.5 未来前景展望
6.7 南车青岛四方车辆有限公司
6.7.1 企业发展概况
6.7.2 经营效益分析
6.7.3 业务经营分析
6.7.4 财务状况分析
6.7.5 未来前景展望
6.8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6.8.1 企业发展概况
6.8.2 经营效益分析
6.8.3 业务经营分析
6.8.4 财务状况分析
6.8.5 未来前景展望
6.9 上市公司财务比较分析
6.9.1 盈利能力分析
6.9.2 成长能力分析
6.9.3 营运能力分析
6.9.4 偿债能力分析
6.10 中国北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6.10.1 公司简介
6.10.2 长客股份高铁业务发展状况
6.10.3 长客股份的成功经验分析
6.10.4 长客股份高寒动车组正式上线
6.11 中国北车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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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 公司简介
6.11.2 唐车公司高速铁路装备发展状况
6.11.3 唐车公司获国际科技进步一等奖
6.11.4 唐车公司动车组新产品分析

第七章 中国2015-2020年高速铁路行业投资分析及前景趋势
7.1 中国高速铁路建设投资分析
7.1.1 我国高速铁路资金投入状况
7.1.2 中国高速铁路投资建设模式
7.1.3 高速铁路建设项目成本与效益分析
7.1.4 投资高速铁路项目的主要风险
7.1.5 我国高速铁路建设项目投资建议
7.2 中国铁路建设的前景展望
7.2.1 中国铁路建设前景光明
7.2.2 “十二五”时期我国铁路发展目标
7.2.3 “十二五”时期中国铁路发展形势
7.2.4 2020年我国铁路规划状况及预测
7.3 高速铁路行业发展前景及趋势
7.3.1 中国高速铁路发展前景展望
7.3.2 中国高速铁路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7.3.3 中国高速铁路的建设规划分析
7.3.4 2015-2020年中国高速铁路发展预测
7.4 “十二五”高速列车发展规划
7.4.1 总体任务与目标
7.4.2 重点任务与主要研究内容
7.4.3 技术路线与主要预期成果
7.4.4 组织与投入模式
7.4.5 实施步骤与保障措施

附录
附录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
附录二：铁路建设管理办法
附录三：合资铁路管理办法（试行）

图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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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高铁发展的四个阶段及产业链延伸
图表 高速铁路建设产业链
图表 高速铁路产业链的毛利率
图表 高速铁路行车安全系统要素耦合关系
图表 机车乘务员作业能力与作业条件的相对变化关系
图表 高速铁路行车事故预防体系结构图
图表 高速铁路行车安全保障体系结构图
图表 高速铁路行车事故救援体系结构图
图表 2011-2013年国家铁路从业人员
图表 2011-2013年国家铁路运输业劳动生产率
图表 2011-2013年国家铁路运输工作量综合单耗、主营单耗
图表 2002-2013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
图表 2002-2013年全国铁路旅客周转量
图表 2013年全国铁路货运量
图表 2002-2012年全国铁路货物发送量
图表 2002-2012年全国铁路货物周转量
图表 2002-2012年全国铁路煤炭发送量
图表 2012年全国铁路主要品类
图表 2002-2012年全国铁路总换算周转量
图表 2012年铁路主要运输效率指标
图表 2012年全国铁路新开工项目情况
图表 2013年全国铁路客运量
图表 2005-2013年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
图表 2005-2013年全国铁路旅客周转量
图表 2013年全国铁路货运量
图表 2013年全国铁路货物发送量
图表 2013年全国铁路货物周转量
图表 2013年全国铁路主要品类
图表 2013年全国铁路总换算周转量
图表 2013年全国铁路主要运输效率指标
图表 2013年全国铁路新开工项目情况
图表 2013年国家铁路机、客、货车拥有量
图表 世界部分国家高速铁路单车平均运营时速
图表 历史上列车最高时速运行记录的试验情况
图表 历史上列车最高时速运行记录的试验情况（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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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日本高速铁路车站站型设计特点
图表 法国高速铁路站型设计特点
图表 法国、德国、日本高速铁路道岔的特性对比
图表 日本新干线主要线路图
图表 日本新干线主要线路发展情况
图表 日本新干线主要技术参数
图表 COSMOS系统结构图
图表 德国的高速铁路线
图表 德国最快的高速列车服务TOP10
图表 中国高速铁路技术领域专利申请趋势变化图
图表 中国高速铁路技术领域专利授权量趋势变化图
图表 中国高速铁路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五的申请人
图表 中国高速铁路技术领域申请量排名前五申请人近五年申请活跃度
图表 全球高速铁路技术领域申请量排名前十的申请人近五年申请活跃度图
图表 中美欧日四方各项技术分支近5年专利申请量图
图表 全球高速铁路技术领域申请量排名前十申请人在各技术分支的申请量分布
图表 中国高速铁路技术领域各国/地区申请人申请量分布图
图表 中美欧日四方在高速铁路技术领域的专利申请情况
图表 我国高铁自主创新曲线
图表 我国高铁技术先进性
图表 世界各国高铁广泛收益列举
图表 欧洲高铁转移需求与引发需求模式
图表 发车频率及价格设计与运营利润之间的关系
图表 高铁和飞机的竞争优势领域对比
图表 西班牙高铁线路与中国高铁线路在一周内发车的频次对比
图表 中国高速铁路利益相关方矩阵
图表 火车站与城市位置关系示意图
图表 发展区域与进出高速铁路站点可达性的相互关系
图表 枢纽周边圈层划分与可达性的关系
图表 典型火车站枢纽地区的尺度
图表 火车站枢纽地区规划实际项目、规划范围与面积表
图表 高铁枢纽地区交通及土地利用特性分析
图表 高铁枢纽地区路网三种服务模式简图
图表 高铁枢纽地区路网三种服务模式的适用性比较
图表 京沪高铁无锡站枢纽地区道路网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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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中国“四纵四横”高铁网示意图
图表 “四纵四横”客运专线建设状况
图表 京沪高速铁路示意图
图表 京港高铁示意图
图表 京哈客运专线走向示意图
图表 厦深高铁线路图
图表 徐兰客运专线示意图
图表 郑西客运专线示意图
图表 沪昆高铁线路图
图表 青太客运专线示意图
图表 石济客运专线对济南和德州的影响
图表 沪汉蓉客运专线走向图
图表 2013-2014年6月末中国中铁总资产和净资产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中铁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中铁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中铁现金流量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中铁现金流量
图表 2013年中国中铁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
图表 2013年中国中铁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
图表 2013年中国中铁主营业务收入分区域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中铁成长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中铁成长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中铁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中铁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中铁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中铁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中铁运营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中铁运营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中铁盈利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中铁盈利能力
图表 2013-2014年6月末中国铁建总资产和净资产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铁建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铁建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铁建现金流量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铁建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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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3年中国铁建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
图表 2013年中国铁建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
图表 2013年中国铁建主营业务收入分区域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铁建成长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铁建成长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铁建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铁建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铁建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铁建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铁建运营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铁建运营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铁建盈利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铁建盈利能力
图表 2013-2014年6月末中铁二局总资产和净资产
图表 2012-2013年中铁二局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4年1-6月中铁二局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2-2013年中铁二局现金流量
图表 2014年1-6月中铁二局现金流量
图表 2013年中铁二局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
图表 2013年中铁二局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
图表 2013年中铁二局主营业务收入分区域
图表 2012-2013年中铁二局成长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铁二局成长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铁二局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铁二局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铁二局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铁二局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铁二局运营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铁二局运营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铁二局盈利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铁二局盈利能力
图表 2013-2014年6月末隧道股份总资产和净资产
图表 2012-2013年隧道股份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4年1-6月隧道股份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2-2013年隧道股份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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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4年1-6月隧道股份现金流量
图表 2013年隧道股份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
图表 2013年隧道股份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
图表 2013年隧道股份主营业务收入分区域
图表 2012-2013年隧道股份成长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隧道股份成长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隧道股份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隧道股份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隧道股份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隧道股份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隧道股份运营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隧道股份运营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隧道股份盈利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隧道股份盈利能力
图表 2013-2014年6月末中国北车总资产和净资产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北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北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北车现金流量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北车现金流量
图表 2013年中国北车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
图表 2013年中国北车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
图表 2013年中国北车主营业务收入分区域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北车成长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北车成长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北车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北车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北车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北车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北车运营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北车运营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北车盈利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北车盈利能力
图表 2013-2014年6月末中国南车总资产和净资产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南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南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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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2-2013年中国南车现金流量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南车现金流量
图表 2013年中国南车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
图表 2013年中国南车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
图表 2013年中国南车主营业务收入分区域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南车成长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南车成长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南车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南车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南车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南车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南车运营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南车运营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中国南车盈利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中国南车盈利能力
图表 2013-2014年6月末四方股份总资产和净资产
图表 2012-2013年四方股份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4年1-6月四方股份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2-2013年四方股份现金流量
图表 2014年1-6月四方股份现金流量
图表 2013年四方股份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
图表 2013年四方股份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
图表 2013年四方股份主营业务收入分区域
图表 2012-2013年四方股份成长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四方股份成长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四方股份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四方股份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四方股份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四方股份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四方股份运营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四方股份运营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四方股份盈利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四方股份盈利能力
图表 2013-2014年6月末天业通联总资产和净资产
图表 2012-2013年天业通联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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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014年1-6月天业通联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图表 2012-2013年天业通联现金流量
图表 2014年1-6月天业通联现金流量
图表 2013年天业通联主营业务收入分行业
图表 2013年天业通联主营业务收入分产品
图表 2013年天业通联主营业务收入分区域
图表 2012-2013年天业通联成长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天业通联成长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天业通联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天业通联短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天业通联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天业通联长期偿债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天业通联运营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天业通联运营能力
图表 2012-2013年天业通联盈利能力
图表 2014年1-6月天业通联盈利能力
图表 2014年前一季度高速铁路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3年高速铁路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2年高速铁路行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4年前一季度高速铁路行业上市公司成长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3年高速铁路行业上市公司成长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2年高速铁路行业上市公司成长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4年前一季度高速铁路行业上市公司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3年高速铁路行业上市公司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2年高速铁路行业上市公司营运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4年前一季度高速铁路行业上市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3年高速铁路行业上市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2年高速铁路行业上市公司偿债能力指标分析
图表 2013-2016年中国高速铁路建设规划
图表 专项整体设计思路
图表 需求导向确定重大技术方向
图表 高铁“十二五”专项实施方案预期目标满足战略需求
图表 高铁“十二五”专项实施方案技术方向支持预期目标
图表 “十二五”高铁按技术方向部署重点任务
图表 “十二五”高铁按战略路径实现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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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高速铁路体系化安全保障技术路线图
图表 高速列车装备谱系化技术路线图
图表 高速铁路能力保持技术路线图
图表 高速铁路可持续性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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