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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中国高速铁路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运营里程和在建规模跃居世界

第.一，高铁创新体系别具特色，科技创新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中国高速铁路前进的步

伐不会停止。新时代，中国高速铁路肩负着交通强国的历史使命，正在为满足人民对美好交

通的向往而创新发展，也在为主动应对全球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而不懈奋斗。在创新发展的

大道上，中国高速铁路的优势十分显著。...

   中国高速铁路在不长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运营里程和在建规模跃居世界

第.一，高铁创新体系别具特色，科技创新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中国高速铁路前进的步

伐不会停止。新时代，中国高速铁路肩负着交通强国的历史使命，正在为满足人民对美好交

通的向往而创新发展，也在为主动应对全球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而不懈奋斗。在创新发展的

大道上，中国高速铁路的优势十分显著。...   十三五期间的建设压力较十二五期间稍微缓呾，

但年均依然超过10%的高铁里程自为铁总带来较大的投资压力指标 2020 年 五年增加值 年均增

长率(%)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高铁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潜力分析报告》共九章。首

先介绍了中国高铁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高铁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高铁行业市场

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高铁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高铁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最后分析了中国高铁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高铁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

投资中国高铁行业，本报告是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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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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客运系统建设进度分析

（4）客运系统经济效应分析

五、成渝经济圈城际客运系统建设分析

（1）客运系统投资规模分析

（2）客运系统路线及站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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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设延期导致建设成本太飙升 

（2）来自岛内其他运输方式的竞争 

（3）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缓慢

五、台湾高铁BOT模式存在的问题 

（1）投标方案选择不够科学 

（2）不健康的财务结构 

（3）政府和企业关系分际不清

六、台湾高铁BOT模式的启示

 

第8章：高铁对交通运输格局的影响

第.一节 中国交通运输格局现状分析 

一、中国旅客运输格局分析 

二、中国货物运输格局分析

三、高铁在城市对外交通的影响

第二节 中国高铁与民航业的竞争分析 

一、民航与高铁的经济特性对比 

二、高铁相对于航空的市场变化 

三、高铁对航空业的替代性分析 

四、高铁对航空的影响情况分析

（1）国外高铁对民航的影响分析

（2）中国高铁对民航的影响分析 

（3）中国高铁对民航的量化分析 

（4）民航应对高铁调整策略分析

五、高铁和航空客运功能整合分析

六、中国高铁影响航空的案例分析 

七、日本高铁影响航空的经验借鉴

第三节 中国高铁与公路的竞争分析

一、高铁与公路客运优劣势分析 



二、高铁对公路行业的影响分析 

（1）高铁对公路货运的影响

（2）高铁对公路客运的影响

三、高铁和公路客运功能整合

四、中国公路运输发展新定位 

五、中国公路运输发展调整策略 

第四节 中国高铁与铁路的影响分析

一、高铁对铁路行业的影响分析

（1）干线铁路运能长期饱和

（2）高铁释放铁路货运能力

二、高速铁路发展调整战略分析

 

第9章：2013-2018年中国高铁行业领先企业经营分析

第.一节 高铁行业建设企业经营分析

一、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概况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6）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二、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概况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6）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二节 高铁行业设备企业经营分析

一、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概况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6）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二、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概况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6）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三、中国北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分析

（1）企业概况

（2）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3）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4）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5）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6）企业成长能力分析

 

第.10章：2020-2026年中国高铁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第.一节 中国高铁行业发展风险分析 

一、高铁行业政策风险分析 

二、高铁行业融资风险分析 

三、高铁行业技术风险分析 

四、高铁行业供求风险分析 

五、高铁行业经济波动风险 

六、高铁行业关联产业风险 

七、高铁行业安全事故风险

第二节中国高铁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一、高铁行业影响因素分析

二、高铁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三、高铁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1）高铁行业土建工程投资前景 

（2）高铁行业车辆设备市场前景

（3）高铁行业的零部件市场前景 

（4）高铁行业信息化系统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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