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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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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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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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高铁刹车片是指固定在与车轮旋转的制动鼓或制动盘上的摩擦材料，其中的摩擦衬片及
摩擦衬块承受外来压力，产生摩擦作用从而达到车辆减速的目的。高铁刹车片一般由钢板、
粘接隔热层和摩擦块构成，钢板要经过涂装来防锈，涂装过程用SMT-4炉温跟踪仪来检测涂
装过程的温度分布来保证质量。

随着我国高铁的快速发展，高铁装备的各项性能要求相应提高，尤其对制动性能提出了
更加严格的要求。高速列车制动力主要有电制动力和摩擦力，而摩擦制动力是列车安全停车
的最后保障。摩擦制动力依靠制动系统中的制动盘和刹车片之间的摩擦来实现，而制动系统
中刹车片性能的好坏对列车制动效果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有鉴于此，目前我国高铁制动系统
的刹车片主要依赖进口。
2014-2016年高铁刹车片市场规模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截止到 2015 年年底，我国高铁营运总里程达到 1.9 万公里。
按照最保守的 0.75 辆/公里的高铁动车组保有量计算，我国拥有标准列动车组 1781 辆，假
设 300 公 里以上动车组和 300 公里以下动车组的比例各占一半。300 公里以上动车组平均
一个8组标准列共需要刹车闸片120-160 片；200-250 公里动车组则需要刹车闸 片160-192
片。300公里以上刹车闸片目前国产的价格大约在10000 元左右； 200-250公里的刹车闸片
价格约为3500 元左右。
2014-2016年我国高铁刹车片市场需求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15年我国高铁刹车片行业市场规模约69.2亿元，其中200-2
50KM动车刹车片市场规模约13.14亿元，300KM动车刹车片市场规模约56.06亿元。近几年
我国高铁刹车片行业市场规模如下图所示：
2014-2016年中国高铁刹车片行业市场规模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口径：我国没有针对高铁刹车片产品的专项
统计，高铁刹车片进出口贸易纳入“铁道及电车道机车等车辆其他制动器及其零件”统计，海
关代码为“86072900”。
2015年我国铁道及电车道机车等车辆其他制动器及其零件进口数量为681.29吨，进口数量
同比下降39.14%；进口金额为1715.7万美元，进口金额同比下降27.59%。进口均价为2518
3.15美元/吨，进口均价同比增长18.98%。
2014-2016年我国铁道及电车道机车等车辆其他制动器及其零件进口分析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我国高铁刹车片的需求主要集中在列车配置和维修替换两个

部分。2011年高铁刹车片新车配置数量为28170片，维修替换数量为295950片，其中30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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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动车组新车配置刹车片17120片，维修替换刹车片29590片。200KM-250KM新车配置刹车
片11050片，维修替换刹车片119150片。
2014-2016刹车片需求数量
我国高铁刹车片需求高度集中，2015年高铁刹车片维修替换占据了91.62%。
2015年我国高铁刹车片需求集中度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近些年来，我国加大了对高铁的投资力度。在过去的“十二五”
期间，我国铁路新线投产达到 3.05 万公里，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3.58 万亿元，为历史上投资
完成和投资新线最多的五年。截止到 2015 年年底，我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 1.9万公里，年
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30%；高铁营业里程居世界第一，占世界高铁总里程的 60%以上；同时
，高铁营业里程占我国铁路营业总里程的比重也从“十二五”初期的 5.63%，提升到了 2015
年年底的 15.7%。另外，“四纵四横”高铁主骨架基本建成。根据十三五高铁的规划，到 202
0 年，高铁营运里程将达到 3 万公里，中长期将达到 4 万公里以上。
高铁营业里程及其占铁路营业里程比重（公里、% % ）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2015
年，铁路总公司坚持以改革为动力，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以中西部铁路建设为重点，采
取强有力措施，全力以赴推进铁路建设。

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全年铁路建设所需资金全部得到落实，充分发挥了铁路建设对
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加大与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力度，通过采取优化工作流程、交叉平行作
业等措施，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做好已批可研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批复、工程招标等
工作，实现各环节紧密衔接，确保新开工项目有序实施，实现61个项目开工建设。
均衡安排新线投产，扎实做好工程收尾、初步验收、联调联试、静动态验收、安全评估、运
营准备等工作。合肥至福州、哈尔滨至齐齐哈尔、沈阳至丹东、吉林至图门至珲春、丹东至
大连、成都至重庆、天津至保定、海南环岛等高铁项目建成投产，全年新线投产9000公里
以上。

“一带一路”十年发展规划的确立正大幅提升中国轨交海外市场拓展的力度。中国“高铁外
交”的持续攻势下，全球已有28个国家与中国洽谈引进高铁技术或合作开发。目前全球已知
规划的高铁项目超过 5 万公里，年均投资超过 1 万亿。
一带一路”路线图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中国高铁相较海外巨头具有价格最低、后发系统总成较优、

运营里程最长等多方面优势。多年的建设运营已经帮助中国高铁产业链将舶来技术融会贯通
。南北车合并，动车组国产化持续推进，中国已经具备高铁整车及系统输出的能力。海外需
求给中国轨交打开更大的市场空间，轨交门系统等核心零部件出口需求也将打开。
       1、我国高铁是世界高铁发展的后起之秀

世界高铁发展分为三个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是高铁发展的初期，以日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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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欧洲的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相继建设高速铁路。世界上第一条商业运营速度超过 200
公里/小时的真正意义上的高铁是日本的东海岛新干线，连接东京和大阪，途经名古屋和京
都，全长 515.4 公里，于 1959 年开始兴建，到 1964 年正式通车。而法国的第一条高铁线
路是巴黎至里昂的 TGV 东南线，与 1976 年动工，1981 年投入运行。而德国的高铁发展较
慢，德国的第一条高铁于 1987 年开工建设，1991 年正式投入运营，线路连接汉诺威和维
尔茨堡。高铁发展的第二阶段为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期，在欧洲形成了修建高铁
的热潮。在这个阶段，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瑞典以及英国纷纷开始修建高铁。在这一期
建成的高铁里程约为 1500km。而第三阶段是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今，正在修建和规划
修建高铁的国家和地区超过 20 个，地面交通有全球化的趋势。21世纪将成为高铁发规模发
展的世纪。

而中国高铁在世界上可以算后起之秀，同时也是后来者居上的典范。我国高铁的技术引
进自日本、法国、德国和加拿大四个国家，博采众长。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需
要大规模远距离的运输，是最适合建设高铁的国家。2010 年以后，中国完成了全球超过 95
%以上的高铁建造，我国高铁营业里程 2014 年年底已经达到 16456 公里，占据全世界高铁
运营里程的一半以上，远远甩开了高铁里程位居第二的日本，成为全球高铁里程之冠。再加
之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对高铁修建要求高，要面临高寒、高海拔、隧道、桥梁等一系
列复杂施工技术。在克服种种困难后，我国的高铁制造团队积累了大量的兴建高铁的经验，
并且可以在大量的工程营造中不断优化工序提升效率，累积标准化的桥梁和隧道设计。在墨
西哥高铁招标的过程中，我国是唯一一个在时限内完成并提交标书的国家，这也说明我国在
兴建高铁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和大量标准化设计。
       2、我国高铁优势明显

由于我国的标准化设计，使得我国高铁的兴建效率在高于竞争对手的同时，成本也可以
大大低于对手。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建设高铁的成本为 1-1.25 亿元人民币/公里，而欧洲
高铁（设计时速 300 公里/小时及以上）的建设成本高达每公里 1.5-2.4 亿元人民币，加利
福尼亚高铁的建设成本（不包括土地、机车车辆和建设期利息）甚至高达每公里 5200万美
元，我国高铁的成本比欧洲低 1/3-1/2。

同时，由于我国高铁里程快速增加，在高铁运营方面我国也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自 201
1年以来，我国已经有四年多高铁无重大事故，如果按照运营里程*运营时间来测算高铁的稳
定安全性的话，我国高铁的安全性能也位居世界第一。

在高铁技术方面，我国也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我国高铁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我国从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德国西门子和和法国阿尔斯通分别引进高铁技术并且进
行本土化改造，研制出的列车分别为 CRH1、CRH2、CRH3 和 CRH5 型。
第二阶段是根据 2008 年 2 月科技部与铁道部共同签署的《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
计划》的要求，建立并完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强的时速 350 公里及以上中国
高速铁路技术体系。我国在现有平台和技术的基础上，自主研发新一代高速铁路动车组，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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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H380 系列。其中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CRH380A 系列动车组，
是该系列中自主化程度最高，传动牵引系统等关键技术都由国内企业生产的动车组,国产化
率已经达到 90%。该型号动车组经过美国知识产权的评估，结果是“世界各国相关高速动车
组在美国申请的专利与南车四方股份公司准备出口到美国的CRH380A型高速动车组相关性
不大，没有发现任何可能会发生产权纠纷的情况。”这已经充分说明了中国高铁知识产权的
自主性。而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也在 CRH380AL 动车组的上线仪式上，与众多来自南车青
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一同乘坐新下线的动车组，将时速冲击
到486.1公里，创造了世界高速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度记录。而第三阶段的研发是沿着正向
研发的思路进行，代表则是今年 6 月 30 日刚刚正式下线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其中大量采用
了中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专门为中国标准动车组制定的一批技术标准。11 月 18 日，
时速 350 公里中国标准动车组，在大西客运专线跑出385km/h 试验速度，各项技术性能表
现优异。这标志着在静态、低速试验后，中国标准动车组顺利通过了高速试验关键“大考”，
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3、我国高铁出海 稳步推进、 捷报频传

2009 年，中国正式提出高铁“走出去”战略，初步设定三大战略方向：通过俄罗斯进入欧
洲的欧亚高铁；从乌鲁木齐出发，经过中亚最终到达德国的中亚线；还有从昆明出发，连接
东南亚国家，一直抵到新加坡的泛亚铁路网。从我国领导人不遗余力担任高铁推销员就能看
出，我国以举国之力向世界推广高铁的目标已经非常明显。而最近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将为
我国高铁出海奠定坚实的资金保障。
我国高铁出海频率加快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高铁刹车片国产化势在必行。

在“十二五”规划期间，高铁被提升为“十二五”期间战略新兴产业中的优先发展领域。201
3 年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0.3 万公里，比2012年增长5.7%，其中，高铁营业里程达
到1.1 万公里。根据铁总最新数据显示，2014 年高铁运营里程已超1.6 万公里， 2015年高
铁运营里程达1.9万公里。高铁持续建设新线，原有线路有望继续加密，动车组存量不断增
长，高铁零部件国产化迫在眉睫。2016 年，中国标准化动车组原型车有望定型，大力推进
中国高铁技术的自主创新和高铁零部件国产化已势在必行。高铁刹车片是高铁至今仍难全面
国产化的三大耗材之一，西门子、川崎等整车厂对消耗品不予技术转让，包括刹车闸片、车
轮润滑油和受电弓三项，导致进口成本非常高。
       预计未来两年高铁刹车片市场规模快速增长。

我国动车组保有量呈上升趋势，2014 年保有量已达1404组，2015年达到1883组，预计
到2016 年我国动车组保有量还将持续增长。根据2013 年度动车组招标情况，350KM以上
动车组占比62.16%，按350KM以上动车组保有量占比62%进行计算，从不同动车组车型刹
车片需求来看，350KM 以上动车组每列需要160 片，250KM 每列需求量在160-190 片之间,
取平均值175 片/标准列计算。根据高铁运行的经验数据分析，350KM 高铁刹车片的一般每
年需要更换3 次，250KM 高铁一般每年需要更换3-4 次，按照保守估计都更换3 次计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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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考虑到国产化带来的价格下降因素，预计国内高铁刹车片的总市场规模也将保持快速增长
，高铁刹车片的国产化替代空间非常广阔。

中国报告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高铁刹车片行业市场监测及投资价值分析十三五
报告》内容严谨、数据翔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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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
、市场前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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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
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
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本报告是全面了解行业以及对本行业进行投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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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中国高铁刹车片行业发展概述
第一节 高铁刹车片行业发展情况
一、高铁刹车片定义
二、高铁刹车片行业发展历程
第二节 高铁刹车片产业链分析
一、产业链模型介绍
二、高铁刹车片产业链模型分析
第三节 中国高铁刹车片行业经济指标分析
一、赢利性
二、成长速度
三、附加值的提升空间
四、进入壁垒／退出机制
五、风险性
六、行业周期
七、竞争激烈程度指标
八、当前行业发展所属周期阶段的判断

第二章 高铁刹车片生产工艺及技术趋势研究
第一节 质量指标情况
第二节 国外主要生产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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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内主要生产方法
第四节 国内外技术对比分析
第五节 国内外最新技术进展及趋势研究

第三章 国际高铁刹车片市场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 国际高铁刹车片市场现状分析
一、国际高铁刹车片市场供需分析
二、国际高铁刹车片价格走势分析
三、国际高铁刹车片市场运行特征分析
第二节 国际高铁刹车片主要国家及地区发展情况分析
一、美国
二、亚洲
三、欧洲
第三节 国际高铁刹车片重点企业分析
一、美国西屋制动有限公司
二、德国Becorit

第四章 2014-2016年国内高铁刹车片市场运行结构分析
第一节 国内高铁刹车片市场规模分析
一、总量规模
二、增长速度
三、市场季节变动分析
第二节 国内高铁刹车片市场供给平衡性分析

第五章 2014-2016年中国高铁刹车片行业市场现状分析
第一节 高铁刹车片市场现状分析及预测
一、2014-2016年我国高铁刹车片市场规模分析
二、2017-2022年我国高铁刹车片市场规模预测
第二节 高铁刹车片产能分析及预测
一、2014-2016年我国高铁刹车片产能分析
二、2017-2022年我国高铁刹车片产能预测
第三节 高铁刹车片产量分析及预测
一、2014-2016年我国高铁刹车片产量分析
二、2017-2022年我国高铁刹车片产量预测
第四节 高铁刹车片市场需求分析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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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4-2016年我国高铁刹车片市场需求分析
二、2017-2022年我国高铁刹车片市场需求预测
第五节 高铁刹车片价格趋势分析
一、2014-2016年我国高铁刹车片市场价格分析
二、2017-2022年我国高铁刹车片市场价格预测
第六节 高铁刹车片行业生产分析
一、产品及原材料进口、自有比例
二、国内产品及原材料生产基地分布
三、产品及原材料产业集群发展分析
四、产品及原材料产能情况分析
第七节 2014-2016年高铁刹车片行业市场供给分析
一、高铁刹车片生产规模现状
二、高铁刹车片产能规模分布
三、高铁刹车片市场价格走势
四、高铁刹车片重点厂商分布
五、高铁刹车片产供状况分析

第六章 2014-2016年国内高铁刹车片进出口贸易分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国内高铁刹车片进口情况分析
第二节 2014-2016年国内高铁刹车片出口情况分析
第三节 2014-2016年国内进出口相关政策及税率研究
第四节 代表性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市场分析
第五节 2017-2022年高铁刹车片进出口预测分析

第七章 2014-2016年高铁刹车片行业采购状况分析
第一节 2014-2016年高铁刹车片成本分析
一、原材料成本走势分析
二、劳动力供需及价格分析
三、其他方面成本走势分析
第二节 上游原材料价格与供给分析
一、主要原材料情况
二、主要原材料价格与供给分析
三、2017-2022年主要原材料市场变化趋势预测
第三节 高铁刹车片产业链的分析
一、行业集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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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环节的增值空间
三、行业进入壁垒和驱动因素
四、上下游行业影响及趋势分析

第八章 2014-2016年中国高铁刹车片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一节 行业竞争结构分析
一、现有企业间竞争
二、潜在进入者分析
三、替代品威胁分析
四、供应商议价能力
五、客户议价能力
第二节 行业集中度分析
一、市场集中度分析
二、企业集中度分析
三、区域集中度分析
第三节 行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一、生产要素
二、需求条件
三、支援与相关产业
四、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
五、政府的作用
第四节 高铁刹车片竞争力优势分析
一、整体产品竞争力评价
二、产品竞争力评价结果分析
三、竞争优势评价及构建建议
第五节 高铁刹车片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一、高铁刹车片行业竞争分析
二、国内外高铁刹车片竞争分析
三、中国高铁刹车片市场竞争分析
四、中国高铁刹车片市场集中度分析
五、中国高铁刹车片竞争对手市场份额
六、中国高铁刹车片主要品牌企业梯队分布

第九章 高铁刹车片国内拟在建项目分析及竞争对手动向
第一节 国内主要竞争对手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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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拟在建项目分析

第十章 中国高铁刹车片重点企业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 博云新材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概况
三、公司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 博深工具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概况
三、公司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广州铁路洪江市高速列车摩擦材料制造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概况
三、公司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 北京西屋华夏技术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概况
三、公司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 山东金麒麟集团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概况
三、公司运营情况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章 高铁刹车片地区销售情况及竞争力深度研究
第一节 中国高铁刹车片各地区对比销售分析
第二节 高铁刹车片“东北地区”销售分析
一、2014-2016年东北地区销售规模
二、东北地区“规格”销售分析
三、2017-2022年东北地区“规格”销售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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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高铁刹车片“华北地区”销售分析
一、2014-2016年华北地区销售规模
二、华北地区“规格”销售分析
三、2017-2022年华北地区“规格”销售规模分析
第四节 高铁刹车片“华东地区”销售分析
一、2014-2016年华东地区销售规模
二、华东地区“规格”销售分析
三、2017-2022年华东地区“规格”销售规模分析
第五节 高铁刹车片“华南地区”销售分析
一、2014-2016年华南地区销售规模
二、华南地区“规格”销售分析
三、2017-2022年华南地区“规格”销售规模分析

第十二章 高铁刹车片下游应用行业发展分析
第一节 下游应用行业发展状况
第二节 下游应用行业市场集中度
第三节 下游应用行业发展趋势

第十三章 2017-2022年高铁刹车片行业前景展望
第一节 行业发展环境预测
一、全球主要经济指标预测
二、主要宏观政策趋势及其影响分析
三、消费、投资及外贸形势展望
四、国家政策
第二节 2017-2022年行业供求形势展望
一、上游原料供应预测及市场情况
二、2017-2022年高铁刹车片下游需求行业发展展望
三、2017-2022年高铁刹车片行业产能预测
四、进出口形势展望
第三节 高铁刹车片市场前景分析
一、高铁刹车片市场容量分析
二、高铁刹车片行业利好利空政策
三、高铁刹车片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第四节 对高铁刹车片未来发展预测分析
一、中国高铁刹车片发展方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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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7-2022年中国高铁刹车片行业发展规模
三、2017-2022年中国高铁刹车片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第五节 2017-2022年高铁刹车片行业供需预测
一、2017-2022年高铁刹车片行业供给预测
二、2017-2022年高铁刹车片行业需求预测
第六节 影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关键趋势
一、市场整合成长趋势
二、需求变化趋势及新的商业机遇预测
三、企业区域市场拓展的趋势
四、科研开发趋势及替代技术进展
五、影响企业销售与服务方式的关键趋势
六、中国高铁刹车片行业SWOT分析
第七节 行业市场格局与经济效益展望
一、市场格局展望
二、经济效益预测
第八节 总体行业“十三五”整体规划及预测
一、2017-2022年高铁刹车片行业国际展望
二、2017-2022年国内高铁刹车片行业发展展望

第十四章 2017-2022年高铁刹车片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分析
第一节 投资环境的分析与对策
第二节 投资机遇分析
第三节 投资风险分析
一、政策风险
二、经营风险
三、技术风险
四、进入退出风险
第四节 投资策略与建议
一、企业资本结构选择
二、企业战略选择
三、投资区域选择
四、专家投资建议

第十五章 2017-2022年高铁刹车片行业盈利模式与投资策略分析
第一节 2017-2022年国外高铁刹车片行业投资现状及经营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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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境外高铁刹车片行业成长情况调查
二、经营模式借鉴
三、在华投资新趋势动向
第二节 2017-2022年我国高铁刹车片行业商业模式探讨
第三节 2017-2022年我国高铁刹车片行业投资国际化发展战略分析
一、战略优势分析
二、战略机遇分析
三、战略规划目标
四、战略措施分析
第四节 2017-2022年我国高铁刹车片行业投资策略分析
第五节 2017-2022年最优投资路径设计
一、投资对象
二、投资模式
三、预期财务状况分析
四、风险资本退出方式

第十六章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将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第一节 “十三五”期间影响投资因素分析
一、财政预算内资金对全社会融资贡献率的分析
二、信贷资金变动对投资来源变动的贡献率分析
三、外商投资因素对未来投资来源的贡献率分析
四、自筹投资增长对投资来源的贡献率分析
第二节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稳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经济结构失衡
二、产业结构面临的问题
三、资本泡沫过度膨胀
四、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五、通货膨胀风险加剧
六、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未改
第三节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形势面临的问题
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
二、国际竞争更加激烈
三、投资的作用将下降
四、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增加
五、迫切需要解决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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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劳动力的供给态势将发生转折

第十七章 高铁刹车片企业制定“十三五”发展战略研究分析
第一节 “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的背景意义
一、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
二、企业强做大做的需要
三、企业可持续发展需要
第二节 “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原则
一、科学性
二、实践性
三、前瞻性
四、创新性
五、全面性
六、动态性
第三节 “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依据
一、国家产业政策
二、行业发展规律
三、企业资源与能力
四、可预期的战略定位

第十八章 2017-2022年高铁刹车片行业项目投资与融资建议
第一节 中国生产、营销企业投资运作模式分析
第二节 外销与内销优势分析
第三节 2017-2022年全国投资规模预测
第四节 2017-2022年高铁刹车片行业投资收益预测
第五节 2017-2022年高铁刹车片项目投资建议
第六节 2017-2022年高铁刹车片项目融资建议
图表目录：
图表：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速度
图表：全国粮食产量及其增速
图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月度同比）（%）
图表：进出口总额（亿美元）
图表：广义货币（M2）增长速度（%）
图表：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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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情况（%）
图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速度
图表：人口及其自然增长率变化情况
图表：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速（%）
图表：201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
图表：2015-2020年中国GDP增长预测
图表：国内外知名机构对2015-2020年中国GDP增速预测
图表：高铁刹车片行业产业链
图表：2014-2016年我国高铁刹车片行业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4-2016年我国高铁刹车片行业亏损企业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4-2016年我国高铁刹车片行业从业人数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4-2016年我国高铁刹车片行业资产规模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4-2016年我国高铁刹车片行业产成品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4-2016年我国高铁刹车片行业工业销售产值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4-2016年我国高铁刹车片行业销售成本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4-2016年我国高铁刹车片行业费用使用统计图
图表：2014-2016年我国高铁刹车片行业主要盈利指标统计图
图表：2014-2016年我国高铁刹车片行业主要盈利指标增长趋势图
（GYz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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