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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前言：

        城市中使用车辆在固定导轨上运行并主要用于城市客运的交通系统称为城市轨道交通。

在中国国家标准《城市公共交通常用名词术语》中，将城市轨道交通定义为&ldquo;通常以电

能为动力，采取轮轨运输方式的快速大运量公共交通的总称&rdquo;。

        城市轨道交通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骨干，具有节能、省地、运量大、全天候、无污染（或

少污染）又安全等特点，属绿色环保交通体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特别适应于大中城

市。

        在&ldquo;十三五&rdquo;规划中，城市轨道交通被摆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一方面是

突出了其衔接枢纽，在城市公共交通中&ldquo;承上启下&rdquo;的作用。另一方面，则突出了

其对城市区域布局调整，城市群建设的重要作用。

        截至2018年底，中国大陆地区共有35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185条，运营线路

总长度5761. 4公里。拥有4条及以上运营线路，且换乘站3座及以上，实现网络化运营的城市16

个，占已开通城轨交通运营城市总数的45. 7%。地铁运营线路4354. 3公里，占比75. 6%;其他制

式城轨交通运营线路1407. 1公里，占比24. 4%。当年新增运营线路长度728. 7公里。进

入&ldquo;十三五&rdquo;三年来，累计新增运营线路长度为2143. 4公里，年均新增运营线路长

度714. 5公里。2011-2018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走势图资料来源：中国轨道交通协会

从线路数来看，2018年我国开通运营的线路数共有185条，车站数3394座，其中换乘站305座，

城市轨道交通已经成为我国一二线城市中心与各个副中心连接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成为了城

市公共交通重要组成。2015-2018年我国轨道交通线路数量及车站数统计图

资料来源：中国轨道交通协会

        相关规划明确指出，到2020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比2015年增长近一倍，那时中国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7200公里左右，距离规划的实现还有较大的增长空间。近两年我国

轨道交通投资规模显著增长，2018年达到了5470.2亿元，同比增长14.87%，预计未来几年仍将

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2008-2018年我国轨道交通投资情况分析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本报告由中企顾问网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了国家统

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家经济信息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海关总署

、知识产权局、智研数据中心提供的最新行业运行数据为基础，验证于与我们建立联系的全

国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组织的权威统计资料。

        报告揭示了轨道交通市场潜在需求与市场机会，报告对中国轨道交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



状况分析，并分析了中国轨道交通发展前景预测。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和公司

领导层做战略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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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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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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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轨道交通协会

从地区分布来看，北上广深四个城市仍是全国轨道交通最为主要的区域，2018年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4市客运量占全国总客运量的58%。成都、南京和武汉3市累计完成客运量均突

破10亿人次，增长迅速，其他城市由于线路较少，客运量仍然相对较小。

2018年，城轨交通完成客运进站量133. 2亿人次，比上年增加16. 3亿人次，增幅13. 9%。上海完

成进站量21. 3亿人次，居全国首位;北京完成进站量20. 4亿人次，广州完成进站量17. 4亿人次

，深圳完成进站量11. 0亿人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市完成进站量合计70. 1亿人次，占



全国总客运进站量的52. 6%。2017-2018年各城市城轨交通客运进站量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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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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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客户战略管理

四、重点客户管理功能

第五节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发展建议 （）

一、行业发展策略建议

二、行业投资方向建议

三、行业投资方式建议

  详细请访问：http://www.cction.com/report/202112/2534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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