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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铁路建设产业现状深度调研及十三五未来前景预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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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aogao.chinabaogao.com/tielu/2435682435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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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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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铁路总公司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088亿元，超额完成全年计划，这是继2010年铁
路固定资产投资达到8426.52亿元后的第二高。其中新线投产8427公里，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
2014年12月30日，中国南车、中国北车公布合并方案。合并采取南车吸收合并北车的方式
进行，新公司拟更名为“中国中车”。2015年3月5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则同
意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进行合并的方案。2015年3月9日，中国南车、中国北车临时股东大
会通过合并议案，公司股票自3月10日开市起复牌。这意味着，引广泛关注的两车合并顺利
实施，将成为铁路行业当之无愧的“巨无霸”。其对于高铁乃至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整体发
展均具有深远影响。2015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
示，2015年铁路投资要保持在8000亿元以上，新投产里程8000公里以上，使交通真正成为
发展的先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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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22年中国铁路建设产业现状深度调研及十三五未来前景预测报告》由观研天
下（Insight&Info Consulting Ltd）领衔撰写，在周密严谨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国家
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行业协会，国家信息中心，商务部等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主要研行业市场经济特性（产能、产量、供需），投资分析（市场现状、市场结
构、市场特点等以及区域市场分析）、竞争分析（行业集中度、竞争格局、竞争对手、竞争
因素等）、产业链分析、替代品和互补品分析、行业的主导驱动因素、政策环境。为战略投
资或行业规划者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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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参考价值。
【报告大纲】
第一章 铁路的相关概述
1.1 铁路简介
1.1.1 铁路的定义
1.1.2 中国铁路主要干线
1.1.3 中国铁路七次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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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2013-2015年国际铁路行业发展分析
2.1 国际铁路业发展综述
2.1.1 国际铁路分布
2.1.2 铁路市场化改革
2.1.3 各国投融资政策
2.2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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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年美国铁路建设行业发展
2.3.1 美国高速铁路项目
2.3.2 美国铁路改革分析
2.3.3 美国铁路管制分析
2.3.4 洛杉矶疏港铁路改造项目
2.4 2013-2015年俄罗斯铁路建设行业发展
2.4.1 铁路货运及投资状况
2.4.2 扩建西伯利亚大铁路
2.4.3 俄罗斯铁路改革分析
2.4.4 2030年铁路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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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13-2015年其他国家或区域铁路建设行业发展
2.5.1 英国
2.5.2 德国
2.5.3 法国
2.5.4 拉美
2.6 不同国家铁路建设政策环境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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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达国家铁路行业融资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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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年中国铁路建设行业发展分析
3.1 2013-2015年中国铁路产业发展综述
3.1.1 产业发展特征
3.1.2 产业发展阶段
3.1.3 铁路改革发展
3.1.4 安全管理体制
3.2 2013-2015年中国铁路建设现状分析
3.2.1 投资建设
3.2.2 科技创新
3.2.3 劳动效率
3.2.4 节能减排
3.3 2013-2015年中国合资铁路建设情况分析
3.3.1 建设发展概况
3.3.2 运营管理模式
3.3.3 税收政策分析
3.3.4 建设经验分析
3.3.5 突围发展建议
3.4 中国市郊铁路建设发展分析
3.4.1 发展历程
3.4.2 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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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发展模式
3.5 2013-2015年中国铁路建设市场开放分析
3.5.1 市场化改革提速
3.5.2 市场开放条件
3.5.3 开放途径分析
3.5.4 开放约束性分析
3.5.5 引入战略投资者
3.6 中国铁路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3.6.1 产业发展的问题
3.6.2 企业规范化阻碍
3.6.3 投融资问题及对策
3.6.4 瓶颈解决途径分析
3.6.5 基本建设发展对策
第四章 2013-2015年高速铁路发展分析
4.1 高速铁路概述
4.1.1 高速铁路定义
4.1.2 行业发展历程
4.1.3 高速技术支持
4.1.4 技术经济优势
4.2 2013-2015年全球高速铁路发展分析
4.2.1 高铁建设回顾
4.2.2 高铁发展动态
4.2.3 发展原则及理念
4.2.4 技术发展现状
4.2.5 高铁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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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2013-2015年中国高速铁路发展分析
4.4.1 高铁建设成就
4.4.2 高铁发展现状
4.4.3 推动区域经济
4.4.4 拉动基础制造业
4.4.5 未来发展前景
4.5 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特色及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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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中国特色分析
4.5.2 自主技术创新
4.5.3 实施设计规范
4.5.4 技术标准体系
4.5.5 发展模式启示
4.6 中国高速铁路运营管理模式分析
4.6.1 “网运分离”模式
4.6.2 “网运合一”模式
4.6.3 两种模式比较分析
4.7 GSM-R数字移动通信系统对高速铁路适用性的研究
4.7.1 GSM-R系统的组成
4.7.2 GSM-R系统的主要特点
4.7.3 GSM-R系统的应用
4.7.4 GSM-R对高速铁路的适应性
4.8 中国高速铁路发展的策略及前景趋势
4.8.1 发展策略建议
4.8.2 未来总体规划
4.8.3 技术发展方向
第五章 中国重点铁路项目建设及发展分析
5.1 2013-2015年中国铁路重点工程项目
5.1.1 蒙西华中煤运通道荆岳段
5.1.2 广通至大理铁路改造工程
5.1.3 天津西南环线铁路工程
5.1.4 宁西铁路二线工程
5.2 京沪高速铁路
5.2.1 建设历程简介
5.2.2 客票收入情况
5.2.3 客运规模分析
5.2.4 建设技术亮点
5.2.5 市场潜力分析
5.3 兰渝铁路
5.3.1 铁路建设规划
5.3.2 沿线地区发展
5.3.3 铁路建设进展
5.3.4 技术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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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预计通车时间
5.4 青藏铁路
5.4.1 创造世界之最
5.4.2 建设技术分析
5.4.3 助推西藏发展
5.4.4 客货发送量分析
5.4.5 延伸线建设分析
5.5 京九铁路
5.5.1 铁路建设历程
5.5.2 应用先进技术
5.5.3 铁路立交设计
5.5.4 沿线地区影响
5.5.5 繁荣中部经济
5.6 厦深铁路
5.6.1 铁路工程简介
5.6.2 建设经济意义
5.6.3 潮阳站扩大规模
5.6.4 联调联试阶段
第六章 2013-2015年中国部分区域铁路建设分析
6.1 西部地区
6.1.1 内蒙古
6.1.2 新疆
6.1.3 甘肃省
6.1.4 陕西省
6.1.5 云南省
6.1.6 四川省
6.2 东北地区
6.2.1 辽宁省
6.2.2 吉林省
6.2.3 黑龙江
6.3 中部地区
6.3.1 山西省
6.3.2 河南省
6.3.3 安徽省
6.3.4 湖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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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 湖南省
6.3.6 江西省
6.4 沿海地区
6.4.1 上海市
6.4.2 广东省
6.4.3 福建省
6.4.4 江苏省
6.4.5 浙江省
6.4.6 山东省
第七章 2013-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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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1 公司发展概述
7.1.2 公司组建方案
7.1.3 公司治理结构
7.1.4 实施货运改革
7.1.5 首次规模招标
7.2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7.2.1 公司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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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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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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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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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1 公司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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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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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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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2015年中国铁路行业投资分析
8.1 投资机会
8.1.1 境内外社会资本准入
8.1.2 铁路大建设提供机会
8.1.3 能源危机拓发展空间
8.1.4 西部地区铁路网建设
8.2 投融资分析
8.2.1 投融资体制改革政策
8.2.2 产业投资基金方案
8.2.3 融资渠道拓宽条件
8.2.4 筹资融资策略分析
8.3 中国铁路建设引入BOT融资方式分析
8.3.1 BOT融资简介
8.3.2 BOT优势分析
8.3.3 铁路BOT融资可行性分析
8.3.4 中国铁路BOT融资的建议
8.4 投资风险及建议
8.4.1 风险投资主要问题
8.4.2 铁路建设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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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政府主导多元投资
8.4.4 铁路企业增收建议
第九章 铁路行业发展前景及趋势分析
9.1 中国铁路建设“十二五”规划
9.1.1 “十二五”中国铁路发展形势
9.1.2 “十二五”中国铁路建设目标
9.2 中国铁路建设的前景分析
9.2.1 铁路建设前景预测
9.2.2 2015年高铁建设规划
9.2.3 西部铁路发展蓝图
9.2.4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9.3 铁路建设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9.3.1 国际铁路发展趋势
9.3.2 中国铁路建设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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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
附录四：铁路专用线与国铁接轨审批办法
附录五：铁路建设工程安全风险管理暂行办法
附录六：铁路建设工程施工招标投标实施细则
附录七：新建铁路项目安全评估暂行办法（2011年）
附录八：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铁路的实施意见（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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