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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4-2019年中国轨道交通空调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

十二章，报告对我国的市场环境、生产经营、产品市场、技术水平、产业链运行、企业竞争

、产品进出口、行业投资环境以及 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详实系统地分析和预测。并在此

基础上，对行业发展趋势做出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预测。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进行

投资决策和企业 经营管理提供权威、充分、可靠的决策依据。 

     国内轨道的长期建设计划给中央空调企业带来了巨大商机。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从2008年

武广高速建设开始，目前已经创造了50~60亿元的中央空调市场空间。同时相关人士预测

，2020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2万km，国务院已批复了25个城市的地铁建设规划，总规

划里程超过5000km，这意味着未来十年内轨道交通将为中央空调创造350亿元左右的市场。 

    据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轨道交通空调行业市场规模已达到61亿元，同比增长17.3%。

未来几年随着我国轨道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轨道交通空调需求量也会快速增长，预计

到2019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00亿元。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从目前的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状况中显示出，城市轨道交通是属于资本密集和技术

密集的行业。轨道交通的大规模发展给暖通空调设备带来了巨大的市场，包 括隧道风机、射

流风机、推力风机、冷水机组、组合空调机组、风机盘管机组、冷却塔、水泵、组合风阀、

多联空调机组、消声器等设备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广泛 使用。 

    但是空调系统的设计和空调技术的应用则相对较为保守，因为地下的空间比较狭小，而且

无法预知的问题又比较多，所以许多最新的空调技术都无法应用于地铁项目中。 

    但是最新技术无法得以应用，这并不代表地铁空调对设备要求的降低，相反，地铁项目对

空调设备的性能参数要求是非常高的。现如今在轨道交通领域中，我们时常会见到海尔，格

力，美的等国内品牌中央空调被广泛的运用。 

    暖通空调作为轨道交通建设投资的重点板块，在促进我国轨道交通行业快速发展和节能减

排方面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轨道交通行业的发展也将带动暖通空调在技术创新上

迈出很大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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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发改委披露的信息，我国2012-2015年轨道交通通车里程年均复合增速将达到23.7%，并

于2015年达到4000公里规模，其中2013年通车里程增加了359公里。此后，2016-2020年通车里

程将保持年均13.9%左右的增长率。 

全国35个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及预测投资额：公里；亿元                                          总计运营里程（公

里）                               2012年             2013             2014E             2015E             2020E             远期计划             

                 北京             446             459             507             592             749             793                               上海          

  450             472             587             635             834             834                               广州             246             299         

   314             431             867             867                               深圳             179             179             179             179        

    350             350                               天津             139             139             164             212             362             1

，036                               重庆             136             190             202             202             405             820                         

     成都             42             50             61             166             350             350                               南京             84            

84             208             293             546             770                               杭州             48             48             48             240

            336             336                               苏州             26             26             65             90             251             380       

                       无锡             -                           56             56             105             158                               南昌             -     

                                                 155             155                               佛山             15             19             19             19          

  121             264                               武汉             57             73             90             133             213             540               

               沈阳             50             68             68             68             187             400                               西安             21    

        44             50             89             196             196                               长春             78             78             115            

115             136             253                               大连             195             214             277             277             277           



                                 哈尔滨             -             17             17             17             128             205                               郑州 

           -             26             26             45             96             202                               宁波             -                                      

  49             72             248                               青岛             -                           25             25             153             519        

                      长沙             -             22             46             46             158             456                               昆明             -  

          59             78             99             188             562                               合肥             -                                         -         

   59             211                               福州             -                                         29             55             180                               

南宁             -                                         32             51             252                               厦门             -                                 

       -             75             246                               东莞             -                                         38             38             194            

                  贵阳             -                                         -             60             140                               常州             -                  

                      -             54             129                               兰州             -                                         -             36            

207                               惠州             -                                         -             45             275                               徐州            

-                                         -             59             59                               太原             -                                         -            

118             234                               乌鲁木齐             -                                         -             48             212                        

      石家庄             -                                         -             60             242                               总计             2，209            

2，567             3，203             4，178             7，992             13，275                               新增通车里程公里

数             358             636             976             3，814             5，283                               平均投资额 （5.5 亿/

公里）             1969             3498             5368             20977             29057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

究中心整理 

四、中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定位及总体设计 202  一、城市轨道交通总体定位 

    城市轨道交通的总体定位是决定项目建设的战略性问题，它应偏重于宏观性、整体性和策

略性的分析。由于各城市在轨道交通前期研究阶段技术积累不多，因此对轨道交通总体定位

的把握在宏观层面上、定性分析上就显得格外重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客流预测 

    客流预测是通过交通预测模型并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对各年限内轨道交通线路客流的模

型、分布、特征、规律等进行预测。然而，这种预测是利用没有轨道交通情况下的现状数据

建立交通方式的分担模式，由于模型与城市发展的规划与变化的矛盾影响了其结果的可信度

，因此对客流预测的结果要有一个理性的分析。要充分认识到现行客流预测不足的一面，以

及还需要经过运营实践反馈调整的另一面。国内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规模的决策完全依靠预

测客流这一做法，虽列入《地铁设计规范》等国家标准，但设计依据似乎仍嫌不足。上海地

铁自1号线开通以来，关于客流大小的争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唯客流论很容易掺入人为的

因素。因此，不妨依据客流预测结果，再以国际上其它一些城市的形态、中心城市人口总量



、人口密度和功能定位等相当的城市客流作为参考来比较，可能更接近实际情况。 

    从表可见，上海的市区人口数、人口密度、中心城区面积等指标，与东京、汉城等城市比

较接近，所以其客流可参考这两个城市来考虑。 

 世界主要城市市区人口密度                            城市             市区人口/ 万人             市区面积/ km2           

 市区人口密度/ （万人/ km2）                               巴黎             218             105             2. 0761                          

    东京             826             591             1. 3976                               汉城             868             676             1. 3843          

                    台北             270             272             0. 9926                               纽约             800             930             0.

8602                               伦敦             250             341             0. 7325                               新加坡             308            

639             0. 4820                               洛杉机             349             1 204             0. 2895                资料来源：博

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2、城市超常规发展 

    我国正处于一个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阶段，然而城市的总体规划以及交通规划、轨道交通

路网规划处于一种滞后或不稳定的状态。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当城市发展成熟以及复合化

功能提高以后，居住地和工作地选择将会更加自由，交通更加活跃，地域之间的交通量将会

更大。如东京市民生活半径为60 km ，而北京市民生活半径仅为20 km。因此，现阶段在轨道

交通总体设计上对一些预留项目一定要有预见性。如车站换乘问题，以上海轨道交通4 号线

（明珠线二期） 为例，作为上海路网中唯一的一条环线，它与路网中其它直径线的换乘必然

很多，如果全部采用&ldquo;岛&mdash;岛&rdquo;换乘模式，不论在换乘客流上怎么自圆其说

，其在预见性方面的考虑显然是不足的。北京复兴门站换乘方式也有很深刻的教训。像上海

城市轨道交通的换乘型式，应首推华盛顿地铁&ldquo;侧&mdash;岛&rdquo;换乘模式。 

    3、建设规模、速度及标准 

    各地建造城市轨道交通都面临资金压力，因此怎样控制建设规模、建设速度和建设标准，

不仅需要一个科学的态度，而且需要掌握好分寸，具有前瞻性。轨道交通工程尤其是地下工

程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建造完以后很难更改，因此一味为了追求建设规模和速度而人为

降低建设标准是不足取的。 

    二、线路总体设计与路网的关系 

    1、路网对单条线路的影响 

    每一座城市要修建轨道交通都不能没有路网。每条线路在总体设计阶段都需要在线路走向

、换乘点设计、规划控制、联络线设计、修建顺序、停车场布置等方面和路网发生关系。线

路走向不稳定会影响路网整体布局的合理性;换乘点不明确会导致换乘方式严重缺陷以及增加

后续工程的建设难度;没有预留停车场和联络线用地位置，就不能从整个线路的角度做到资源

共享，这对工程建设和运营的经济性都十分不利;不重视修建顺序的研究，很难尽早合理发挥



轨道交通的整体效益。做好路网的规划，最终是为了控制建设用地规划，保证路网规划的可

实施性，减少今后工程实施难度并降低造价。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教训应该说是很深刻的了，

如上海地铁1 、2 号线人民广场换乘问题，东方路站节点等问题，都是路网和单条线路没有很

好衔接的最好例证。 

    路网的规划一定要做到专业规划的深度。仅有概念性的路网规划等于没有路网规划。除此

之外，路网规划还应考虑大交通网络，包括公交、私车、市郊铁路、地铁轻轨等多种形式，

应是一个多样化的综合体系。轨道交通的铺设方式也应是多样化的，地面、高架、地下有机

结合，不能一味修建地下线。 

    2、枢纽站设计 

由上海市和法国索菲图公司联合编制的上海城市轨道交通路网规划中，共设置了16 座大型换

乘枢纽站，其中4 线换乘站为2 座，3 线换乘站12 座，2条市域线换乘站为2 座。这种以大型换

乘枢纽站为锚固点，根据城市形态进行路网规划的主题思想是合理的。但在枢纽站设计过程

中，应与商业中心、行政中心、地面交通中心合理分布，不宜过于集中。应避免一味强调所

谓&ldquo;零距离&rdquo;换乘。大型换乘枢纽站设计原则应&ldquo;疏而不散&rdquo;。作为客

流的集散中心，必须要有充分的空间提供给客流&ldquo;集与散&rdquo;。像东方路这种4 线换

乘枢纽站，远期日均客流总量可能高达60～70 万人次，如果不与周边地块规划较好地融合（

最好同步规划） ，客流会对附近地面道路形成很大的冲击。如法国巴黎著名的换乘枢纽

站&mdash;&mdash;&mdash;拉德芳斯，全天客流为50 多万人次（其中包括少量公共汽车系统

） ，换乘客流达40 万人次，而整个换乘枢纽站式一定要结合上海的城市特征及总体规划。 

    三、线路的配线设计 

    线路配线设置包括渡线、折返线、联络线、车辆停放线、存车线以及出入库线。对比国内

外线路配线的设计不难看出，国外配线设计注重功能设置，而国内线路配线设置则较多注

重&ldquo;形式&rdquo;。如《地铁设计规范》规定：每隔3 至5 个车站的站端设渡线或车辆停

车线。为满足规范要求而设一条渡线的例子举不胜举。国外配线设计还表现在注重长远，甚

至考虑到土建结构大修时运营组织方案;而国内配线设置只看到眼前，如投资规模是否大，建

设节点目标能否完成等。这种线路配线的设计很难在运营阶段发挥较好的客运效果。德国慕

尼黑路网配线图，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应该先有运营组织的设想，再考虑线路的配线设计。而我们较多的线路设计对远期运营方

式还是停留在&ldquo;纸上谈兵&rdquo;阶段，线路总体设计在运营方式上考虑还是&ldquo;烂

泥萝卜吃一段揩一段&rdquo;。这对运行里程较短的线路，问题还不算十分突出，无非是运行



效能发挥不是最优，运营灵活性差一些。而对上海路网中规划长达100 多km 的市域线来说，

若不尽早进行研究运营模式，将来运营问题可能会非常突出。很明显，市域线采用一个交路

的运营模式肯定是不经济的，而采用何种模式的确值得探讨。研究市域线的运营模市域线如

果是一种制式，应在中心城区和市郊区采用交错运营的模式，交错点的选择可分别设置在内

、外环线附近，中间折返站最好采用双岛式车站方式，便于两端折返。以规划中的上海市R3 

线为例，其运行交路设想如图所示，具体折返点的选择可根据规划、客流等作进一步研究后

酌定。 

  资料来源：博思数据研究中心整理 

    如果客流分布悬殊或因市域规划等因素，中心区客流高度集中，新发展的城市带发展不快

，造成客流&ldquo;中间大两头小&rdquo;的特点而很不匹配，即使采用上图的交路也避免不了

土建设备投资的浪费;则采用不同制式的轨道交通，则可能会更为经济合理，其运行交路亦可

采用&ldquo;纺锤型&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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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数据，为保证报告的翔实、准确可靠、数据之间具有可比性，报告对 统计样本数据进

行必要的筛选、分组，将宏观样本数据、微观样本数据紧密结合,并采用定量分析为主（包括

经济统计模型的应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深入挖掘数据蕴含的内在规律和潜

在信息。同时采用统计图表等多种形式将分析结果清晰、直观的展现出来，多方位、多角度

为企业提供系统完整的参考信息， 同时也增加了报告研究结论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qitajiaotong1404/B33827CR3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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