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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3-2017年中国高速铁路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七章。

首先介绍了高速铁路行业的概念以及全球发展概况，接着分析了中国高速铁路行业发展环境

，然后对中国高速铁路行业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高速铁路行业面

临的机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高速铁路行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

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通过《2013-2017年中国高速铁路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生产企业及投资机

构将充分了解产品市场、原材料供应、销售方式、市场供需、有 效客户、潜在客户等详实信

息，为研究竞争对手的市场定位，产品特征、产品定价、营销模式、销售网络和企业发展提

供了科学决策依据。

    中国的高速铁路的 建设始于1999年所兴建的秦沈客运专线。经过10多年的高速铁路建设和

对既有铁路的高速化改造，中国目前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以及最高运营速度的高速 铁路

网。当今世界上，客运铁路速度的分挡一般定为：时速100~120公里称为常速；时速120~160

公里称为中速或准高速；时速160~200公里称 为快速；时速200~400公里称为高速；时速400公

里以上称为特高速。 

    2004年1月国务院会议上，  通过了奠定中国高铁网&ldquo;四纵四横&rdquo;基本构架的《中

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时，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将高铁列入了重

点支持领域，对《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做出调整，将2020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由10  万公里调

整为12 万公里以上，其中客运专线由1.2 万公里调整为1.6  万公里，电气化率由50%调整为60%

。据估算，建造一条高速铁路（如客运专线）的造价为每公里1 亿元，  不难测算出，对高铁

的总投资将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2008 年8 月1 日， 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通车运营；2009  年12月26 日，京港高

铁武广段开通运营；2010年2 月6 日，世界首条修建在湿陷性黄土地区，连接中国中西部的郑

西高速铁路开通运营；2011  年6 月30 日，贯通&ldquo;三市四省&rdquo;  ，串起京沪&ldquo;经

济走廊&rdquo;的京沪高铁开通运营；2012年9月28日，京广高铁郑州至武汉段开通运营。由此

，高铁通过运输方式上的革新及自身的便捷特性，以 一种势不可当的劲头进入了全民的视野

和生活。  2012年12月26日，京广高铁北京至郑州段正式开通运营，世界运营里程最长的高

铁&mdash;京广高铁全线开通运营。这条世界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铁，开辟了北京至 广州间的

最快陆上通道，从北京出发，最快1小时07分到石家庄，2小时30分到郑州，4小时29分到武汉

，5小时10分到长沙，7小时59分到广州。它还 将中国大部分高铁连接起来：在北京、石家庄



、郑州、武汉、广州，分别和已开通运营的北京至上海高铁，北京至天津城际铁路，北京经

京秦、秦沈客专与哈大高 铁，石家庄至太原高铁，郑州至西安高铁，武汉至合肥至南京高铁

，南京至上海至杭州高铁，武汉至宜昌高铁，广州至深圳高铁，广州至珠海城际铁路相连，

向东南 还可进一步与杭州经宁波、温州、福州至厦门高铁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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