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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高铁，全称高速铁路，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有不同规定。欧洲早期组织即国际铁路联盟

（UIC）1962年将旧线改造时速达200公里、新建时速达250~300公里的铁路定为高铁。当前各

国新建的高速铁路大多把最高速度定位在250～350公里/小时。1985年日内瓦协议做出新规定

：新建客货共线型高铁时速为250公里以上，新建客运专线型高铁时速为350公里以上。中国

国家铁路局的定义为：新建设计开行250公里/小时（含预留）及以上动车组列车、初期运营

速度不小于200公里/小时的客运专线铁路。   

经过十年发展，我国高铁营业里程已达2.9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成为世

界上高铁里程最长、运输密度最高、成网运营场景最复杂的国家。随着我国高铁速度等级的

不断上升，高铁带来的交通便利已惠及全国180个地级市，370余个县级城市，中国高铁的兴

盛无可比拟。

  高铁的建设包括土建、铺轨、电气化施工、调试、通车。其中土建工作约2-3年，铺轨需

要0.5-1年，电气化施工约1-1.5年，联调联试3-4个月，最后通车。累计来看，从新开工到铺轨

一般需要3-5年时间。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高铁产业发展现状与行业竞争对手分析报告》共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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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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三、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四、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第四节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三、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四、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第五节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三、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四、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第六节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三、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四、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第七节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三、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四、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第八节 秦皇岛天业通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三、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四、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第九节 南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三、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四、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第十节 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

一、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二、企业产销能力分析

三、企业经营状况优劣势分析

四、企业投资兼并与重组分析

 

第五部分 发展前景展望

第十章 中国高铁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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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1、基建工程投资预测分析

2、车辆设备市场预测分析

3、零部件市场前景预测分析

4、信息化系统市场前景预测分析

 

第十一章 2021-2027年高铁行业投资机会与风险防范

第.一节 高铁行业投融资情况

一、行业资金渠道分析

二、固定资产投资分析

三、兼并重组情况分析

四、高铁行业投资现状分析



1、高铁产业投资经历的阶段

2、2015-2019年高铁行业投资状况回顾

3、2015-2019年中国高铁行业风险投资状况

4、2021-2027年我国高铁行业的投资态势

第二节 2021-2027年高铁行业投资机会

一、产业链投资机会

二、细分市场投资机会

三、重点区域投资机会

四、高铁行业投资机遇

第三节 2021-2027年高铁行业投资风险及防范

一、政策风险及防范

二、技术风险及防范

三、供求风险及防范

四、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及防范

五、关联产业风险及防范

六、产品结构风险及防范

七、其他风险及防范

第四节 中国高铁行业投资建议

一、高铁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二、高铁行业主要投资建议

三、中国高铁企业融资分析

1、中国高铁企业IPO融资分析

2、中国高铁企业再融资分析

 

第六部分 发展战略研究

第十二章 2021-2027年高铁行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第.一节 2019年高铁行业面临的困境

第二节 高铁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一、重点高铁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1、重点高铁企业面临的困境

2、重点高铁企业对策探讨

二、中小高铁企业发展困境及策略分析



1、中小高铁企业面临的困境

2、中小高铁企业对策探讨

三、国内高铁企业的出路分析

第三节 中国高铁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一、中国高铁行业存在的问题

二、高铁行业发展的建议对策

1、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2、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实施

3、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三、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1、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2、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3、重点客户战略管理

4、重点客户管理功能

第四节 中国高铁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第十三章 高铁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第.一节 高铁行业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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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对我国高铁品牌的战略思考

一、高铁品牌的重要性

二、高铁实施品牌战略的意义

三、高铁企业品牌的现状分析

四、我国高铁企业的品牌战略

五、高铁品牌战略管理的策略

第三节 高铁经营策略分析



一、高铁市场细分策略

二、高铁市场创新策略

三、品牌定位与品类规划

四、高铁新产品差异化战略

第四节 高铁行业投资战略研究

一、2019年高铁行业投资战略

二、2021-2027年高铁行业投资战略

三、2021-2027年细分行业投资战略

 

第十四章 研究结论及投资建议

第.一节 高铁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二节 高铁子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第三节高铁行业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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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图表目录：

图表 高铁行业生命周期

图表 高铁行业产业链结构

图表 2015-2019年全球高铁行业市场规模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高铁行业市场规模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重要数据指标比较

图表 2015-2019年中国高铁市场占全球份额比较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工业总产值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销售收入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利润总额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资产总计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负债总计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竞争力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市场价格走势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主营业务收入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主营业务成本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销售费用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管理费用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财务费用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销售毛利率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销售利润率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成本费用利润率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总资产利润率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需求分析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进口数据

图表 2015-2019年高铁行业集中度

更多图表见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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