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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为完善高速铁路网，提升中西部铁路运输水平，加快推进城市群城际铁路建设，2016年5月，

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计划

在2016-2018年，重点推进86个项目，新建改扩建线路约2万公里，涉及投资约2万亿元。发改

委、交通运输部和铁路总公司印发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根据规划，&ldquo;四纵四

横&rdquo;的高速铁路网将升级为&ldquo;八纵八横&rdquo;。计划到2020年铁路里程达到15万

公里，高速铁路达到3万公里；到2025年，铁路网规模达到17.5万公里左右，其中普速铁路网

规模达到13.1万公里左右，既有线扩能改造2万公里左右，高速铁路3.8万公里左右。可以预见

的，在高铁网全面升级的背景下，围绕产业链的投资势必进一步加大。

国家《铁路信息化总体规划》明确了我国铁路信息的发展目标，要求到2020年在全路建成技

术先进、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管理科学、经济适用、安全可靠、具有中国特色的铁路智能

运输信息系统。为实现这一目标，未来信息化的应用范围将不断扩大，并将最终覆盖我国铁

路的各个领域。

当前，铁路信息化的应用已经比较成熟。我国铁路行业基本实现了列车调度指挥系统（TDCS

）全覆盖；扩大了调度集中系统（CTC）建设范围；完善加强了客货营销系统；继续完成客

票发售与预订系统升级工作；初步建成安全综合监控网络和管理中心等。未来铁道部势必继

续加快信息化部署，进一步扩大信息化的覆盖率。

应用范围的扩大极大拓展了铁路信息化的市场空间。我国铁路信息化的投资规模近几年都保

持快速增长，特别是最近两年的增长率更达到30%以上。受益于铁路大发展的延续，高增长

势头仍将延续。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铁路信息化市场评估与未来发展趋势报告》报告中的资

料和数据来源于对行业公开信息的分析、对业内资深人士和相关企业高管的深度访谈，以及

共研分析师综合以上内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和评价。分析内容中运用共研自主建立的产业分

析模型，并结合市场分析、行业分析和厂商分析，能够反映当前市场现状，趋势和规律，是

企业布局煤炭综采设备后市场服务行业的重要决策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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