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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高速铁路相关概述

第.一节铁路的定义及其相关概述

一、中国铁路的分类

二、中国铁路主要干线

三、中国铁路历次提速情况

第二节高速铁路定义及相关概述

一、高速铁路的定义

二、高速铁路的发展历史

三、高速铁路的主要特征

四、高速铁路的经济优势

第三节铁路高速化的技术基础

一、车身流线型减少阻力

二、大功率电力机车

三、轨道无接缝超长钢轨

四、全自动控制系统

第四节高速铁路的安全体系

一、高速铁路的行车安全问题

二、高速铁路行车安全管理

三、高速铁路行车安全系统构架

 

第二章 世界高速铁路产业运行状况分析

第.一节世界高速铁路产业发展分析

一、世界高速铁路建设历程

二、世界各国高速铁路的发展回顾

三、世界高速铁路发展水平分析

第二节世界高速铁路技术分类

一、TGV技术

二、ICE技术

三、新干线技术



四、摆式列车

五、磁悬浮技术

第三节世界高速铁路建设与运营组织模式

一、&ldquo;建运合一&rdquo;模式

二、&ldquo;建运分离&rdquo;模式

三、工程建设指挥部模式

第四节世界国家高速铁路的发展分析

一、法国高铁建设运营状况分析

（一）法国高速铁路运营现状

（二）法国TGV高铁运营现状

（三）法国高铁融资模式分析

二、德国高铁建设运营状况分析

（一）德国高速铁路运营现状

（二）德国ICE高铁运营现状

（三）德国高铁融资模式分析

三、日本高铁建设运营状况分析

（一）日本高速铁路运营现状

（二）日本新干线的运营现状

（三）日本高铁融资模式分析

四、西班牙高铁建设运营状况分析

（一）西班牙高铁运营现状分析

（二）西班牙AVE子弹火车运营

（三）西班牙高铁融资模式分析

 

第三章 中国高速铁路建设运行环境解析

第.一节 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中国GDP增长情况分析

二、工业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四、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五、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分析

六、居民消费价格变化分析



七、对外贸易发展形势分析

第二节中国高速铁路建设运行政策环境分析

一、高铁行业监管体制分析

二、高铁行业相关政策汇总

三、高铁行业相关发展规划

（一）《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

（二）《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

（三）《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四）《铁路&ldquo;十三五&rdquo;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

第三节中国高速铁路建设产业社会环境分析

一、人口环境分析

二、教育环境分析

三、文化环境分析

四、科技环境分析

五、生态环境分析

六、中国城镇化率

第四节中国高铁技术发展水平分析

一、高速铁路技术体系分析

（一）工务工程

（二）牵引供电

（三）列车运行控制

（四）高速列车

（五）客运服务

二、高铁主要技术发展分析

（一）高铁土建工程施工技术

（二）高铁车辆设备生产技术

（三）高铁控制系统技术水平

三、高铁的创新发展分析

（一）车体头型的创新

（二）车体密封的创新

（三）弓网受流技术的创新

（四）高速转向架的创新



四、高铁关键技术自主创新

（一）无砟轨道技术

（二）大跨多塔缆索桥技术

（三）大吨位箱梁制运架技术

 

第四章中国高速铁路建设行业整体运行形势透析

第.一节高速铁路建设的意义

一、高速铁路建设的经济效益

二、高速铁路的作用及建设的目的

第二节高铁经济发展分析

一、高铁经济的发展现状

二、高铁经济的同城效益

三、高铁经济的发展影响

四、高铁经济的战略思考

第三节高铁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一、高铁建设对城市本体发展的影响

二、高铁建设对城市区域空间的影响

三、高铁对区域城市网络的影响

四、高铁对城市圈空间布局的影响

第四节中国高速铁路行业存在的问题及策略

一、高速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亟待深入

二、中国应借鉴国外高速铁路建设模式

 

第五章中国铁路投资建设情况分析

第.一节铁路行业投资现状

一、铁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二、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结构

第二节铁路建设现状

一、铁路营业里程

二、铁路新增里程

三、铁路复线里程

四、铁路电气化里程



五、铁路新开工项目动向

六、铁路通车动向

第三节铁路运输情况

一、旅客运输

二、货物运输

第四节铁路工程企业运营现状

一、铁路工程企业单位数

二、铁路工程从业人数

三、铁路工程营业收入

 

第六章中国高速铁路投资建设情况分析

第.一节高铁建设的产业链分析

第二节高铁投资资金来源分析

一、中央财政预算投入

二、铁路建设基金

三、地方政府及社会投资

四、铁路建设债券

五、既有铁路通过股改上市

第三节高铁投资建设情况分析

一、高速铁路规划布局

二、高铁建设投资规模

三、高铁投资结构情况

四、高铁路网建设规模

五、高铁投产新线里程

六、高铁客运规模分析

第四节高铁工程承包市场现状分析

第五节高铁工程项目造价情况分析

一、高铁工程项目造价情况

二、京沪高铁工程造价情况

第六节高铁工程建设成本管理分析

一、高铁工程成本管理现状

二、高铁成本管理影响因素



三、高铁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

第七节西部地区高铁建设情况分析

一、西部高铁建设现状分析

二、西部高铁建设规划分析

第八节高铁建设项目进程情况分析

一、高铁已建项目情况分析

二、高铁项目建设规划情况

 

第七章中国高速铁路建设产业发展模式及适用性分析

第.一节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发展模式的探索

一、选择中国特色高速铁路发展之路

二、建立中国高速铁路技术标准体系

三、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模式的启示

第二节高铁建设运营管理模式分析

一、&ldquo;网运分离&rdquo;模式

二、&ldquo;网运合一&rdquo;模式

三、经营管理模式比较

第三节高速铁路客运枢纽地区路网服务模式及适用性研究

一、高速铁路枢纽地区特性分析

二、高速铁路枢纽地区路网服务模式及适用性

（一）高速铁路枢纽地区路网服务模式

（二）枢纽地区路网服务模式的适用性

三、京沪高铁无锡站的实例说明

 

第八章中国高速铁路信息化发展及应用分析

第.一节高铁信息化市场发展状况分析

一、轨道交通信息化发展状况分析

（一）轨道交通信息化投资规模

（二）轨道交通信息化产品结构

二、高铁信息化投资情况分析

三、高铁信息化竞争格局分析

四、高铁信息化发展前景分析



第二节高铁信息化数字化系统发展状况分析

一、高速铁路信息化数字化系统简介

二、高铁信息化数字化系统发展现状

三、高铁信息化数字化系统发展壁垒

（一）经验壁垒

（二）技术壁垒

（三）资金壁垒

四、高铁信息化数字化系统竞争格局

第三节高铁信息化细分产品市场发展及应用分析

一、高速铁路调度指挥系统发展及应用分析

（一）高速铁路调度指挥系统的概述

（二）高速铁路调度指挥系统需求分析

（三）高速铁路调度指挥系统安全影响因素

二、高铁车号自动识别系统发展及应用分析

（一）高铁车号自动识别系统的功能

（二）高铁车号自动识别系统的组成

（三）高铁车号自动识别系统竞争格局

三、高铁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发展及应用分析

（一）高铁智能网络视频监控系统简介

（二）高铁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层次结构

（三）高铁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应用情况

（四）高铁智能视频监控系统建设难点

四、高铁信号微机监测系统发展及应用分析

（一）高铁信号微机监测系统功能作用

（二）高铁信号微机监测文件系统分析

（三）高铁信号微机监测系统常见故障

（四）高铁信号微机监测系统竞争格局

五、高铁防灾安全监控系统发展及应用分析

（一）高铁防灾安全监控系统的概述

（二）高铁防灾安全监控系统发展现状 

（三）高铁防灾安全监控系统应用情况 

 



第九章中国主要高铁客运专线建设运营分析

第.一节高铁&ldquo;四纵&rdquo;客运专线建设运营分析

一、北京-上海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运营情况分析

（四）客运专线的经济效应分析

二、北京-武汉-广州-深圳-香港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专线的运营情况分析

（五）客运专线的经济效应分析

三、北京-沈阳-哈尔滨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专线的建设意义分析

四、杭州-宁波-福州-深圳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专线的运营情况分析 

（五）客运专线的建设意义分析 

第二节高铁&ldquo;四横&rdquo;客运专线建设运营分析

一、徐州-郑州-兰州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专线的运营情况分析

（五）客运专线的建设意义分析

二、上海-杭州-南昌-长沙-贵阳-昆明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专线的重点工程分析

（五）客运专线的运载规模分析

三、青岛-石家庄-太原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专线的运营情况分析

（五）客运专线的经济效应分析

四、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专线的运营情况分析

（五）客运专线的经济效应分析

第三节西部地区高铁客运专线建设运营分析

一、贵广高铁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运营情况分析

（四）客运专线建设最新动态

二、西成高铁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重点工程分析

（四）客运专线的前景分析

三、宝兰客专客运专线

（一）客运专线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专线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专线的重点工程分析



（四）客运专线的建设意义分析

 

第十章中国城际高铁客运系统运营状况分析

第.一节环渤海城际客运系统运营分析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系统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系统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系统的运营情况分析

五、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分析

第二节长三角城际客运系统运营分析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系统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系统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分析

第三节珠三角城际客运系统运营分析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系统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系统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系统的运营情况分析

五、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分析

第四节长株潭城际客运系统运营分析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系统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系统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系统的运营情况分析

五、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分析

第五节成渝经济圈城际客运系统运营分析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分析

二、客运系统路线及站点分布

三、客运系统的建设进度情况

四、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分析

第六节其他城际高铁客运系统运营分析



一、中原城市群城际客运系统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

（二）客运系统的运营情况

（三）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

二、武汉城市圈城际客运系统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

（二）客运系统的运营情况

（三）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

三、关中城镇群城际客运系统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

（二）客运系统的建设情况

（三）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

四、海峡西岸城镇群城际客运系统

（一）客运系统的投资规模

（二）客运系统路线站点分布

（三）客运系统的经济效应

 

第十一章中国高铁对交通运输格局的影响分析

第.一节交通运输格局情况分析

一、交通运输行业投资规模

二、旅客运输格局分析

三、货物运输格局分析

四、高铁在城市对外交通的影响

第二节高铁与民航的竞争影响分析

一、高铁与民航的优劣势对比

二、高铁对航空的替代性分析

三、高铁对航空运输的影响

四、高铁和航空客运功能整合

五、空铁联运的发展模式分析

六、高铁影响航空客运情况

第三节高铁与公路的竞争影响分析

一、高铁与公路客运优劣势对比



二、高铁对公路运输的影响分析

（一）高铁对公路货运的影响

（二）高铁对公路客运的影响

三、高铁和公路客运功能整合

四、公路运输发展新定位分析

五、公路客运发展调整对策分析

第四节高铁与铁路的竞争影响分析

一、高铁对铁路行业的影响分析

（一）既有干线铁路运能长期饱和

（二）高铁释放铁路货运能力

二、高速铁路促进铁路的改革

三、高速铁路发展战略意义

 

第十二章中国高速铁路建设重点企业运营财务指标分析

第.一节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介绍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七、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八、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二节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介绍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七、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八、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三节中铁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介绍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六、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七、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八、企业发展能力分析

第四节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七、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第五节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企业主营业务分析

三、企业经济指标分析

四、企业盈利能力分析

五、企业偿债能力分析

六、企业运营能力分析

七、企业成本费用分析

 

第十三章2020-2026年中国高速铁路发展趋势及前景分析

第.一节高铁行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成网运营，构建多方式一体化运输网络

二、良性竞争，促进综合运输发展

三、丰富的票价模式，一票制的不断推广

四、推动信息化发展，不断提升高速铁路运输产品的服务水平



五、重视安全，发展环境友好型的高速铁路

第二节高铁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第三节高速铁路&ldquo;十三五&rdquo;总体规划

第四节2020-2026年中国高速铁路建设情况预测

一、2020-2026年中国高速铁路建设投资规模预测

二、2020-2026年中国高铁路网建设规模预测

三、2020-2026年中国高铁客运规模预测

 

第十四章2020-2026年中国高速铁路建设产业投资战略研究（）

第.一节2020-2026年中国高铁行业投资机会 

一、高铁行业投资壁垒分析 

（一）许可资质壁垒 

（二）资金壁垒 

（三）技术壁垒 

二、高铁行业投资机会分析

三、能源危机凸现高速铁路发展空间

第二节2020-2026年中国高铁行业投资风险

一、行业政策风险

二、宏观经济风险

三、市场竞争风险

四、行业技术风险

五、项目投资风险

六、安全事故风险

第三节2020-2026年中国高铁建设项目投资控制策略

一、项目决策阶段投资控制

二、项目设计阶段投资控制

三、工程发包阶段投资控制

四、施工建设阶段投资控制

五、竣工验收阶段投资控制

第四节2020-2026年中国高铁行业投融资策略

一、高铁行业融资渠道分析

（一）股权融资渠道



（二）债券融资渠道

二、高铁行业投融资模式分析

（一）&ldquo;部省合资&rdquo;投融资模式

（二）PPP投融资模式

（三）ABS融资模式

（四）CPPP投融资模式

（五）BOT投融资模式

（六）GBP投融资模式

三、高铁行业投融资实例分析

（一）台湾高铁投融资模式

（二）武广高铁投融资模式

（三）京沪高铁投融资模式

四、高铁行业投融资模式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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