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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观研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产业市场现状规划调查及投资发展趋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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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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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1、未来三年我国高铁建设进程加快，需求有望超预期
         （1）动车新增通车里程触底回升叠加运营密度提升，动车需求迎来向上拐点
到2020年我国高铁里程数有望超过3万公里：2009年我国高铁步入自主创新阶段，高速铁路
营运里程数开始迅速增长。2016年我国铁路营业总里程达到12.4万公里，居世界首位。其
中高速铁路营运里程数为2.2万公里，占世界高铁运营总里程60%以上，2009-2016年均复
合增速达34.95%。同时在2016年国家发布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计划到2020年我国高
铁里程数将达到3万公里以上，到2025年中国高速铁路通车里程将达到3.8万公里以上。

从建设进度来看，未来三年我国高铁新增里程相比17年快速增长：根据我们对高铁建
设线路的统计，“十三五”期间我国高铁新增通车里程数有望达到13447公里，其中2017年为
低点，2018年开始快速增加，带动设备需求触底回升。

 图：2009-2016年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数增长迅速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图：未来三年我国高铁新增通车里程迎来向上拐点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高铁提速带来动车组加密需求：2017年9月21日起，全国铁路调整新运行图，复兴号

列车将在京沪高铁率先实现350公里时速运营，未来时速350公里设计线路预计都将逐步复
速。目前我国高铁动车组车辆保有量密度约为0.94辆/公里，根据通车里程测算，十三五期
间高铁新增通车里程1.3万公里，考虑到动车加密需求，车辆需求平均每年预计在320标准列
以上。
图：2014年以来我国动车组营运密度稳步提升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图：2009-2016年国内动车保有量逐年增长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
理

城际铁路投资加速，成为动车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根据2015年12月国家发展改
革委、交通运输部对外发布《城镇化地区综合交通网规划》，到2020年，京津冀、长江三
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基本建成城际交通网络，相邻核心城市之间、核心城市与周边
节点城市之间实现1小时通达。到2020年，其余城镇化地区初步形成城际交通网络骨架，大
部分核心城市之间、核心城市与周边节点城市之间实现1到2小时通达。届时我国新建城际铁
路约8000公里，覆盖98%的节点城市和近60%的县（市）。如果按照动车运营密度每公里0.
9辆来计算，新增的8000公里城际铁路带来的动车需求为7200辆，对应900标准列，年均需
求为180标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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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十三五”期间我国城际铁路新增里程数为8000公里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货运动车组启动研发，有望成为未来动车需求的一个重要增量：2017年，轨道交通货
运快速化关键技术开始改革，包括时速120公里驮背运输车辆、时速160公里快捷货运列车
及时速250公里货运动车组的研制，自此铁路货运向着提高速度、方便客户、改善设施的方
向发展。2017年10月25日，时速250公里的货运动车组正式启动研发，将搭建货运快速化产
品平台与试验平台，形成技术标准体系。中国铁路货运改革越来越明朗，把握“一带一路”建
设机遇，从服务国内市场到运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转变。

图：全国铁路货运量逐步回升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动车开启“小批量，多批次”招标模式，未来招标有望恢复增长：自2013年动车组招标
重启，于2015年迎来历史高峰，铁总启动最大规模动车招标，2015年两次招标总数高达467
标准列，招标总价近800亿。然而2016年遭遇机车车辆招标低谷，动车招标量同比大幅下股
票报告网整理http://www.nxny.com研究源于数据8研究创造价值[Table_Page]机械设备-行业
专题报告滑，2016年动车组招标数仅为110标准列。2017年11月3日铁总启动年内第二次标
动招标，招标列数为75列。同时铁总公告招标146套CTCS-3级车载列控系统，结合之前招
标的204套车载列控系统，对应标动为175列，预计年底之前还会有标动招标落地。截止11
月份，2017年铁总启总共招标205标准列，并将招标时点提前至1月，意味着“小批量、多批
次”将成为未来动车组招标的新模式。
图：我国动车历史招标数量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2）维修更换高峰期到来，进一步打开需求空间

动车的检修按照不同的里程和时间被分为5个级别，级别越高对检修的要求和修理费用
也会越高一级和二级检修为日常检修，通常由铁路运营企业完成；高级检修包括三、四、五
级修，通常为整车制造企业和铁路运营企业一起完成。动车组在五级修后会进行三级修至五
级修的循环。
图：2015年国内动车组高级修招标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图：2016年国内动车组高级修招标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图：2017年国内动车组高级修招标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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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国内动车组高级修市场规模预计超过800亿元：2009-2016年动车组保有
量的年均增速达到37.03%。根据我国动车组维修的规律，未来的3-5年将是动车维修市场的
黄金时期，预计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动车高级维修费用市场总规模超过800亿元。
图表：“十三五”期间我国动车组高级维修费用市场规模超过800亿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3）标动占比大幅提升，国产化进入加速期

标准动车组恢复招标，未来有望成为动车招标最主要车型：①2017年中国标动“复兴号
”正式上线运营，铁总拉开了标动采购序幕。根据2017年4月采购的配套设备100套，每列动
车组配2套，可推算出上半年标动招标为50列。2017年11月3日铁总启动年内第二次标动招
标，招标列数为75列。同时铁总公告招标146套CTCS-3级车载列控系统，结合之前招标的2
04套车载列控系统，对应标动为175列，预计年底之前还会有标动招标落地。②时速250公
里和时速200公里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开展研制，同时时速160公里的中国标准动车组正在开
展试验，标动系列不断补全，未来有望成为动车招标主要车型，国产化率大幅提升，产业链
上核心零部件供应商有望最大受益。
图：2017年动车招标中标动占取主要份额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标动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国产化率要求高：标动拥有完全自代表中国高铁的最先
进技术，在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比84%。目前在中国标动CRCC认证企业和产品
中，国产品牌所占比重越来越多，国产化率逐步提高，直接参与主要部件及配套零部件设计
制造的企业近300家。未来标动招标将成为动车招标的主要形式，国内轨交零部件企业迎来
新的机遇。         2、 “十三五”期间我国城轨迎来通车高峰期

“十三五”我国城轨迎来通车高峰期，2018年增速加快：根据我们近期对各城市在建城
轨项目的逐条统计，“十三五“期间我国城轨新增里程数将达到5390公里，预计2017年下半年
车辆交付有望加快，并且逐季度向上。同时从产业链上市公司数据来看，2012中国中铁在
城市轨道工程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79.8%，2016年新签城轨合同额同比增长79.0%，中国中
铁在城轨工程市场占有率约为50%。中国中车2016年城轨车辆在手订单同比增速也达到40
%,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中车城市轨交业务实现收入同比增长38%，从产业链上进一步验证
我国城轨通车高峰期到来. 
图表：“十三五”期间城轨建设迎来高峰期 资料来源：观研天下整理

观研天下发布的报告书内容严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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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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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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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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华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南地区概述
二、华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2015-2017年华南地区轨交设备市场规模分析
第五节 华北地区市场分析
一、华北地区概述
二、华北地区经济环境分析
三、2015-2017年华北地区轨交设备市场规模分析

第八章 2015-2017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竞争情况
第一节 2015-2017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竞争结构分析（波特五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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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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7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SWOT分析
一、行业优势分析
二、行业劣势分析
三、行业机会分析
四、行业威胁分析
第三节 2015-2017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竞争环境分析（PEST）
一、政策环境
二、经济环境
三、社会环境
四、技术环境

第九章 中国轨交设备所属行业数据监测
第一节 中国轨交设备所属行业总体规模分析
一、企业数量结构分析
二、行业资产规模分析
第二节 中国轨交设备所属行业产销与费用分析
一、产成品分析
二、销售收入分析
三、负债分析
四、利润规模分析
五、产值分析
六、销售成本分析
七、销售费用分析
八、管理费用分析
九、财务费用分析
十、其他运营数据分析
第三节 中国轨交设备所属行业财务指标分析
一、行业盈利能力分析
二、行业偿债能力分析
三、行业营运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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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十章 我国轨交设备行业重点生产企业分析（随数据更新有调整）
第一节 企业一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二节 企业二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三节 企业三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四节 企业四
一、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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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五节 企业五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六节 企业六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七节 企业七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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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八节 企业八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九节 企业九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节 企业十
一、企业概况
二、主营产品
三、运营情况
1、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2、 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3、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4、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5、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四、公司优劣势分析

第十一章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发展前景分析与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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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分析
一、2018-2024年行业国内投资环境分析
二、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市场机会分析
三、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投资增速预测
第二节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第三节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市场发展预测
一、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市场规模预测
二、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市场规模增速预测
三、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产值规模预测
四、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产值增速预测
第四节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盈利走势预测
一、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毛利润同比增速预测
二、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预测

第十二章 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投资风险与营销分析
第一节 2018-2024年轨交设备行业投资风险分析
一、2018-2024年轨交设备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二、2018-2024年轨交设备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三、2018-2024年轨交设备行业竞争风险分析
四、2018-2024年轨交设备行业其他风险分析
第二节 2018-2024年轨交设备行业企业经营发展分析及建议
一、2018-2024年轨交设备行业经营模式
二、2018-2024年轨交设备行业生产模式
三、2018-2024年轨交设备行业销售模式
第三节 2018-2024年轨交设备行业应对策略
一、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二、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实施
三、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第十三章 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发展策略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品牌战略分析
一、轨交设备企业品牌的重要性
二、轨交设备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轨交设备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轨交设备企业的品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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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轨交设备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二节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一、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二、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三、对重点客户的营销策略
四、强化重点客户的管理
五、实施重点客户战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三节 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战略综合规划分析
一、战略综合规划
二、技术开发战略
三、业务组合战略
四、区域战略规划
五、产业战略规划
六、营销品牌战略
七、竞争战略规划

第十四章 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发展策略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产品策略分析
一、产品开发策略
二、市场细分策略
三、目标市场的选择
第二节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营销渠道策略
一、 2018-2024年轨交设备行业营销模式
二、2018-2024年轨交设备行业营销策略
第三节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价格策略
第四节 观研天下行业分析师投资建议
一、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投资区域分析
二、2018-2024年中国轨交设备行业投资产品分析
图表详见正文
更多图表详见正文（GYGSLJP）

特别说明：观研天下所发行报告书中的信息和数据部分会随时间变化补充更新，报告发行年
份对报告质量不会有任何影响，并有助于降低企事业单位投资风险。

详细请访问：http://baogao.chinabaogao.com/jixie/3116323116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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