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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铁路运输是现代运输主要方式之一，也是构成陆上运输的两个基本运输方式之一。它在

整个运输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铁路运输由于受气候和自然

条件影响较小，且运输能力及单车装载量大大，在运输的经常性和低成本性占据了优势，再

加上有多种类型的车辆，使它几乎能承运任何商品，几乎可以不受重量和容积的限制，而这

些都是公路和航空运输方式所不能比拟的。2016年全国铁路累计完成客运量28.14亿人，同比

增长11%。2016年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量33.32亿吨，同比下降0.8%。  2016 年全社会运输服

务及铁路运输情况     类别   旅客运输   货物运输       发送量（亿人）   周转量（亿人公里）   发

送量（亿吨）   周转量（亿吨公里）       全社会运输服务   190.02   21239.87   431.34   182432.29       

其中：铁路运输   28.14   12579.29   33.32   23792.26   数据来源：中企顾问网整理

       数据显示：2017年1-8月份中国铁路运输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完成97.00亿元，同比下

降53.10%；2016年1-12月份中国铁路运输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投资完成211.97亿元，同比下

降29.72%。2016-2017年中国铁路运输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额及增速     时间   铁路运输

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_累计值(亿元)   铁路运输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_累计增长率(%)       2016

年8月   208.83   8.08       2016年9月   262.73   17.57       2016年10月   377.10   56.61       2016年11月  

183.00   -29.10       2016年12月   211.97   -29.72       2017年2月   7.18   -11.91       2017年3月   22.57   4.38   

   2017年4月   34.63   -16.61       2017年5月   51.00   -10.95       2017年6月   76.20   -8.91       2017年7月  

89.00   -17.00       2017年8月   97.00   -53.1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企顾问网整理近一年中国

铁路运输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额及增速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企顾问网整理

       数据显示：2017年1-9月中国铁路运输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2601700.00万元，同比增

长0.50%；2016年1-12月中国铁路运输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77481124.00万元，同比下

降0.20%。2016-2017年中国铁路运输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额及增速     时间   铁路运输

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_累计值(万元)   铁路运输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_累计增长率(%)       2016

年9月   53933231.00   9.40       2016年10月   62031368.00   9.30       2016年11月   66607278.00   5.00      

2016年12月   77481124.00   -0.20       2017年2月   4471200.00   12.10       2017年3月   9948500.00   10.80   

   2017年4月   15445400.00   3.50       2017年5月   22480900.00   3.40       2017年6月   30318800.00   1.90    

  2017年7月   38075300.00   3.30       2017年8月   44125100.00   4.20       2017年9月   52601700.00   0.50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企顾问网整理近一年中国铁路运输业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

额及增速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企顾问网整理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铁路运输行业市场分析与投资趋势研究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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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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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行

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资

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报告目录： 第.一章 铁路运输相关概述1.1 铁路运输相关介绍1.1.1 铁路运输的性质1.1.2 铁路运

输的优缺点1.1.3 铁路运输作业内容1.2 铁路运输的成本1.2.1 铁路运输成本的特点1.2.2 铁路运输

成本的种类1.2.3 铁路运输企业成本管理浅析1.2.4 铁路运输企业加强成本控制的策略1.3 铁路运

输服务业1.3.1 铁路运输服务业的特点1.3.2 铁路运输服务业的作用 第二章 中国铁路的发展2.1 

中国铁路产业发展概述2.1.1 中国铁路建设的历程回顾2.1.2 中国铁路产业发展的特征透析2.1.3 

中国铁路行业实现跨越式进步2.1.4 第六次大提速扩容中国铁路生存空间2.2 2015-2017年中国铁

路建设及运行现况2.2.1 2015年中国铁路行业建设概况2.2.2 2016年中国铁路建设综述2016年全

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015亿元，投产新线3281公里，其中高速铁路1903公里。路网规模。

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4万公里，比上年增长2.5%。全国铁路路网密度129.2公里/万平方公

里，比上年增加3.2公里/万平方公里。其中，复线里程6.8万公里，比上年增长5.2%，复线

率54.9%，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里程8.0万公里，比上年增长7.4%，电化率64.8%，

比上年提高3.0个百分点。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5.0万公里，比上年增加2230.9公里，增

长4.6%。数据来源：中企顾问网整理移动装备。全国铁路机车拥有量为2.1万台，比上年增

加87台，其中，内燃机车占41.8%，比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电力机车占58.1%，比上年提

高0.9个百分点。全国铁路客车拥有量为7.1万辆，比上年增加0.3万辆。其中，动车组2586标准

组、20688辆，比上年增加380标准组、3040辆。全国铁路货车拥有量为76.4万辆。2.2.3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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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2.5.5 铁路在拓宽融资渠道的三个重要条件2.5.6 铁路建设的筹资融资策略 

第三章 世界铁路运输的发展3.1 世界铁路运输的总体概括3.1.1 国际铁路运输主要路线及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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