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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15-2020年中国公路客运中心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章。

介绍了公路客运中心行业相关概述、中国公路客运中心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公路客运

中心行业的现状、中国公路客运中心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公路客运中心行业做了重点企业

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公路客运中心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公路客运中心产业有

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公路客运中心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公路客运中 心是由运输企业或相关交通部门组建，以设施、场地及配套设备为依托，提供

公路客运服务、运输组织、中转换乘、行包托运、信息服务和辅助服务的场所。公路客 运中

心是公路旅客运输网络的节点，是组织运输生产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是公路旅客运输经营

主体与旅客发生运输交易活动的场所，是公益性交通基础设施，也是 培育和发展公路旅客运

输市场的载体。  

     2010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突破400万公里，达400.82万公里，比上年末增加14.74万公里

，&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新增66.30万公里。2010年 全国等级公路里程330.47万公里，

比2009年末增加24.84万公里。2010年，全国营业性客车完成公路客运量305.27亿人、旅客周转

量 15020.81亿人公里，比上年分别增长9.8%和11.2%。高速公路旅客平均行程99.24公里，其中

跨省平均行程290.0公里。  

     伴随着公路网的扩大和公路等级的提高，以及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城市

的交通区位发生了变化，在新建公路交汇点、新兴小城镇和旅游景点，形成 了明显的交通区

位优势。原有站点布局密度低、覆盖面小，已不适应城镇发展需要，增加新的站点，调整现

有站点布局和功能划分，建立与路网及城市规模相适应的 站场布局，已势在必行。  

     交通运输部的&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给公路客运中心建设与运营描绘了一个清晰的蓝

图。首先，公路客运网络将不断完善。根据规划，到2015年末，中国公路总里程将 达到450万

公里，每年以平均10万公里的速度增长。其次，&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国家将建设100

多个与铁路客运相连的综合客运枢纽，其中36个重点城市将打 造约40个集公路、铁路、轨道

交通、城市公交、出租车等多种形式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型的综合客运枢纽。这种客运枢纽

的建设，让公路客运、城市公交和铁路运 输实现了无缝接轨，加大了旅客流量，进一步扩大

客车的市场空间。再次，&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中提出来的&ldquo;鼓励发展大中型高档

客车&rdquo;，实现运输装备标准化、专业 化，使得到&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中高端客车

的市场份额要由2010年的28%上升到40%，这预示着公路客运中心行业将面临一个巨大的机遇

。 



  

第一章　中国公路客运中心的发展综述 

1.1 公路客运中心的相关概述 

1.1.1 公路客运中心的概念 

1.1.2 公路客运中心的等级 

（1）一级公路客运站场 

（2）二级公路客运站场 

（3）三级公路客运站场 

（4）四级公路客运站场 

（5）简易车站 

1.1.3 公路客运中心的分类 

（1）按站场规模分 

（2）按车站位置和特点分 

（3）按车站服务方式分 

1.1.4 公路客运中心的功能 

（1）客运站场基本功能 

（2）公路客运枢纽功能 

1.1.5 公路客运中心的设施 

（1）通讯信息设施 

（2）站点生产服务设施 

（3）生产生活辅助服务设施 

1.2 公路客运中心的架构分析 

1.2.1 公路客运中心的基本架构 

1.2.2 公路客运中心的系统分析 

（1）订票系统 

（2）售票系统 

（3）检票系统 

（4）现场管理系统 

（5）基础数据系统 

  

第二章　中国公路客运中心发展环境分析 

2.1 公路客运中心行业政策环境分析 



2.1.1 行业管理体制分析 

2.1.2 行业发展规划解读 

（1）《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年-2030年）》 

（2）《交通运输&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 

（3）《公路水路交通运输环境保护&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 

（4）《道路运输业&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纲》 

（5）《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6）《公路水路交通运输信息化&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 

2.1.3 行业政策与法律法规 

2.2 公路客运中心行业经济环境分析 

2.2.1 宏观经济总体发展状况 

（1）GDP增长情况 

（2）GDP与公路客运相关性分析 

2.2.2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 

（1）人均收入增长情况 

（2）人均收入与公路客运相关性分析 

2.3 公路客运中心社会环境分析 

2.3.1 公路客运中心行业发展必要性分析 

2.3.2 公路客运中心行业的需求现状分析 

（1）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缩小 

（2）中国城镇化进程速度加快 

（3）流动人口数量将停止增长 

（4）旅游业发展的大众化趋势 

  

第三章　中国公路客运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3.1 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3.1.1 交通运输行业发展概况 

（1）&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将完成大发展 

（2）交通运输&ldquo;一体化&rdquo;进程加快 

3.1.2 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态势 

（1）交通运输总体概况 

（2）全社会客运量及增长分析 



（3）固定资产投资及增长分析 

3.1.3 交通运输行业趋势展望 

3.2 公路客运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3.2.1 公路客运行业发展概况 

3.2.2 公路客运行业运输装备情况 

（1）公路营运载客汽车保有量 

（2）公路客运大型客车保有量 

（3）公路客运车辆载客位提高 

3.2.3 公路客运行业旅客运输量分析 

（1）公路旅客运输量及其增长 

（2）公路旅客周转量及其增长 

3.2.4 公路客运行业存在问题及对策 

3.2.5 公路客运行业发展前景展望 

（1）大型企业战略重组 

（2）企业所有制多元化 

（3）人员素质不断提高 

（4）高速公路客运发展迅速 

（5）客车发动机多元化发展 

（6）车型由向大型豪华转变 

3.3 重点区域公路客运市场发展情况 

3.3.1 长三角地区公路客运市场发展分析 

（1）拥有发达的经济环境和基础设施 

（2）毗邻公交模式助力同城效应升级 

（3）两省一市间共同规划且联动监管 

3.3.2 珠三角地区公路客运市场发展分析 

（1）拥有先行的支持政策和战略规划 

（2）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带来新的机遇 

（3）轨道交通将大面积分流公路客运 

3.3.3 京津冀地区公路客运市场发展分析 

（1）拥有良好的都市交通圈客运基础 

（2）场站建设助推京津保客运一体化 

（3）&ldquo;进京入港&rdquo;快捷通道利好客运 



3.3.4 长株潭地区公路客运市场发展分析 

（1）拥有优越的地理结构和区位交通 

（2）&ldquo;一体化&rdquo;提速酿客运发展良机 

（3）城市群核心区构建起公路大外环 

3.4 农村公路客运市场发展情况 

3.4.1 农村公路网络建设进展分析 

（1）农村公路建设的重要性 

（2）农村公路网络建设情况 

（3）农村公路建设投资情况 

3.4.2 农村公路客运市场发展现状 

3.4.3 农村公路客运市场需求特征 

3.4.4 农村公路客运市场制约因素 

（1）基础设施制约因素 

（2）村民意识制约因素 

3.4.5 农村公路客运市场发展策略 

（1）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2）政府政策支持发展 

（3）加强村民普法教育 

3.5 公路客运智能化发展情况分析 

3.5.1 智能交通发展历程分析 

3.5.2 智能交通发展现状分析 

（1）规划政策层面发展现状 

（2）技术层面的发展现状 

（3）投资层面的发展现状 

（4）管理层面的发展现状 

3.5.3 公路客运智能化发展方向 

3.5.4 公路客运智能化系统应用 

  

第四章　中国公路客运中心建设情况分析 

4.1 公路客运车站选址分析 

4.1.1 公路客运站选址理论 

（1）中心型理论 



（2）外围型理论 

（3）综合型理论 

4.1.2 公路客运车站选址的基本原则 

4.1.3 低碳目标下客运站选址原则 

4.1.4 公路客运站选址的基本要求 

4.1.5 公路客运站选址的影响因素 

（1）城市规模特征 

（2）服务对象特点 

（3）交通路网组织结构 

（4）社会经济因素 

（5）地理条件状况 

（6）政策 

4.1.6 市中心客运站选址方式分析 

4.1.7 城市边缘客运站的发展方向 

4.2 公路客运中心布局规划分析 

4.2.1 公路客运中心布局的原则 

4.2.2 公路客运中心布局影响因素 

（1）社会经济发展因素 

（2）城市布局形态因素 

（3）交通条件因素 

（4）站外交通组织及集疏运 

（5）资金因素 

4.2.3 公路客运中心确定规模方式 

（1）区域客运站建设总规模 

（2）客运站的布设数量分析 

（3）客运站的用地规模分析 

4.2.4 公路客运中心形象分析 

（1）公路客运站形象的含义 

（2）公路客运站场形象的重要性 

（3）打造公路客运站场品牌 

4.2.5 公路客运中心布局形态分析 

4.3 公路客运中心场资源的商业开发 



4.3.1 公路客运站场资源商业开发的必要性 

4.3.2 公路客运站场资源商业开发策略分析 

（1）选择商业物态 

（2）确定经营方式 

（3）制定开发计划 

4.3.3 商业开发的注意事项及实施建议 

  

第五章　国内外公路客运中心运营模式分析 

5.1 国内外公路客运中心对比分析 

5.1.1 客运站场建设 

5.1.2 客运站场管理 

5.1.3 客运站场服务 

5.1.4 客运站场发展 

5.2 国外公路客运中心的发展模式分析 

5.2.1 国外公路客运站主要服务项目 

5.2.2 国外公路客运站发展模式分析 

（1）现代化多功能、多方式联合客运站 

（2）自用型、自用兼开放型联合客运站 

5.3 中国公路客运中心的发展模式分析 

5.3.1 &ldquo;站运分离&rdquo;单站发展模式 

5.3.2 &ldquo;站运合一&rdquo;单站发展模式 

5.3.3 &ldquo;站运分离&rdquo;集成发展模式 

5.3.4 &ldquo;站运合一&rdquo;集成发展模式 

5.4 国外公路客运中心的发展经验借鉴 

5.4.1 中国公路客运中心与西方国家相比的优势 

5.4.2 中国公路客运中心与西方国家相比的劣势 

5.4.3 国外汽车客运中心发展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1）国外公路客运站点建设的先决性和科学性 

（2）西方国家对多方式联运站建设与投资力度 

（3）西方国家客运站站内结构布局与功能搭配 

（4）国外汽车站管理模式的竞争机制与经济效益 

  



第六章　中国公路客运中心运营情况分析 

6.1 公路客运中心发展现状概述 

6.1.1 公路客运中心发展历程 

6.1.2 公路客运中心发展现状 

6.1.3 公路客运中心存在问题 

6.2 公路客运车站运营状况分析 

6.2.1 公路客运车站的建设与运营 

6.2.2 公路客运车站运营存在的问题 

6.2.3 公路客运车站运营问题解决途径 

6.3 农村客运车站发展状况分析 

6.3.1 农村客运站点规划与建设原则 

6.3.2 农村客运站点级别划分与确定 

6.3.3 农村公路客运车站的运营规模 

6.3.4 农村客运站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6.3.5 农村客运站点建设运营的建议 

6.4 公路客运中心联合运营模式分析 

6.4.1 建立城市公路客运中心联合运营模式 

6.4.2 公路客运中心联合运营主体服务对象 

6.4.3 公路客运中心联合运营模式运作方式 

6.5 公路客运中心的换乘衔接分析 

6.5.1 公路客运中心与城市公共交通的换乘衔接 

6.5.2 各公路客运中心之间的换乘衔接 

6.5.3 公路客运中心与铁路客运枢纽的换乘衔接 

6.5.4 公路客运中心与其他运输换乘衔接 

  

第七章　中国公路客运中心信息化发展分析 

7.1 中国公路客运中心信息化发展概述 

7.1.1 公路客运中心信息化定义 

7.1.2 公路客运中心信息化现状 

7.1.3 公路客运中心信息化意义 

（1）对于公路客运站本身 

（2）对于公路旅客运输企业 



（3）对于旅客 

7.2 中国公路客运中心信息化内容分析 

7.2.1 公路客运中心信息化体现 

7.2.2 公路客运中心信息化指标 

7.2.3 公路客运中心信息化影响因素 

（1）外部因素 

（2）内部因素 

7.3 公路客运中心联合运营智能信息系统分析 

7.3.1 公路客运中心ERP系统 

7.3.2 公路客运中心信息系统 

7.3.3 客运枢纽ITS服务系统 

7.3.4 公共信息服务系统 

7.3.5 枢纽安全监控与紧急状况处置系统 

7.4 中国公路客运中心信息化问题相关研究 

7.4.1 公路客运中心信息化问题分析 

7.4.2 公路客运中心信息化系统开发过程 

（1）系统规划 

（2）系统分析 

（3）系统设计 

（4）系统实现 

7.4.3 公路客运中心信息化改进措施 

（1）售检票系统数据实行信息共享 

（2）加大售检票系统数据利用力度 

（3）增加客运站信息化服务的品种 

（4）提高客运站信息化服务的质量 

7.4.4 公路客运中心信息化发展前景 

  

第八章　中国重点地区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8.1 长三角地区主要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8.1.1 上海市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1）上海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分析 

（2）上海市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 



（3）上海市客运站布局网络分析 

（4）上海市客运站运营管理现状 

（5）上海市客运站&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6）上海市客运站发展前景展望 

8.1.2 南京市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1）南京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分析 

（2）南京市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 

（3）南京市客运站布局网络分析 

（4）南京市客运站运营管理现状 

（5）南京市客运站&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6）南京市客运站发展前景展望 

8.1.3 苏州市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1）苏州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分析 

（2）苏州市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 

（3）苏州市客运站布局网络分析 

（4）苏州市客运站运营管理现状 

（5）苏州市客运站&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6）苏州市客运站发展前景展望 

8.1.4 杭州市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1）杭州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分析 

（2）杭州市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 

（3）杭州市客运站布局网络分析 

（4）杭州市客运站运营管理现状 

（5）杭州市客运站&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6）杭州市客运站发展前景展望 

8.2 珠三角地区主要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8.2.1 广州市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1）广州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分析 

（2）广州市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 

（3）广州市客运站布局网络分析 

（4）广州市客运站运营管理现状 

（5）广州市客运站&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6）广州市客运站发展前景展望 

8.2.2 深圳市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1）深圳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分析 

（2）深圳市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 

（3）深圳市客运站布局网络分析 

（4）深圳市客运站运营管理现状 

（5）深圳市客运站&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6）深圳市客运站发展前景展望 

8.2.3 东莞市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1）东莞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分析 

（2）东莞市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 

（3）东莞市客运站布局网络分析 

（4）东莞市客运站运营管理现状 

（5）东莞市客运站&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6）东莞市客运站发展前景展望 

8.3 京津冀地区主要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8.3.1 北京市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1）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分析 

（2）北京市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 

（3）北京市客运站布局网络分析 

（4）北京市客运站运营管理现状 

（5）北京市客运站&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6）北京市客运站发展前景展望 

8.3.2 天津市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1）天津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分析 

（2）天津市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 

（3）天津市客运站布局网络分析 

（4）天津市客运站运营管理现状 

（5）天津市客运站&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6）天津市客运站发展前景展望 

8.3.3 石家庄市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1）石家庄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分析 



（2）石家庄市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 

（3）石家庄市客运站布局网络分析 

（4）石家庄市客运站运营管理现状 

（5）石家庄市客运站&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6）石家庄市客运站发展前景展望 

8.4 长株潭地区主要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8.4.1 长沙市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1）长沙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分析 

（2）长沙市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 

（3）长沙市客运站布局网络分析 

（4）长沙市客运站运营管理现状 

（5）长沙市客运站&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6）长沙市客运站发展前景展望 

8.4.2 株洲市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1）株洲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分析 

（2）株洲市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 

（3）株洲市客运站布局网络分析 

（4）株洲市客运站运营管理现状 

（5）株洲市客运站&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6）株洲市客运站发展前景展望 

8.4.3 湘潭市公路客运中心市场发展分析 

（1）湘潭市流动人口的发展分析 

（2）湘潭市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 

（3）湘潭市客运站布局网络分析 

（4）湘潭市客运站运营管理现状 

（5）湘潭市客运站&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 

（6）湘潭市客运站发展前景展望 

  

第九章　中国公路客运中心主要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9.1 广东省拱北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客运中心经营情况分析 

9.1.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1.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1.3 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9.1.4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1.5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 上海芷新（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经营情况分析 

9.2.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2.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2.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2.4 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9.2.5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2.6 企业信息化建设分析 

9.2.7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8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 

9.3 福建华威集团客运中心经营情况分析 

9.3.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3.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3.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3.4 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9.3.5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3.6 企业信息化建设分析 

9.3.7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3.8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4 广州交通集团天河汽车客运站经营情况分析 

9.4.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4.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4.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4.4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4.5 企业信息化建设分析 

9.4.6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5 安徽省六安市汽车运输总公司客运中心经营情况分析 

9.5.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5.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5.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5.4 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9.5.5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5.6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6 山西省晋城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客运中心经营情况分析 

9.6.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6.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6.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6.4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9.6.5 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9.6.6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6.7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6.8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7 福建武夷交通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南平汽车站经营情况分析 

9.7.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7.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7.3 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9.7.4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7.5 企业信息化建设分析 

9.7.6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8 上海南站长途客运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9.8.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8.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8.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8.4 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9.8.5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8.6 企业信息化建设分析 

9.8.7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8.8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9 天津通莎长途客运有限公司通莎客运中心站经营情况分析 

9.9.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9.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9.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9.4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9.5 企业信息化建设分析 

9.9.6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9.7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0 广西运德集团南宁埌东客运站经营情况分析 

9.10.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10.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10.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10.4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10.5 企业信息化建设分析 

9.10.6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1 西安城东客运站经营情况分析 

9.11.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11.2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11.3 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9.11.4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11.5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1.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2 宜宾锦湖高客站经营情况分析 

9.12.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12.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12.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12.4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12.5 企业信息化建设分析 

9.12.6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2.7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3 广州广园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广园客运站经营情况分析 

9.13.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13.2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13.3 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9.13.4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13.5 企业信息化建设分析 

9.13.6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3.7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14 重庆市涪陵汽车客运站经营情况分析 

9.14.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14.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14.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14.4 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9.14.5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14.6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5 湖北省十堰亨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十堰高速客运站经营情况分析 

9.15.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15.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15.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15.4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15.5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6 吉林市雾凇路客运站经营情况分析 

9.16.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16.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16.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16.4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16.5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7 湖北公路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宏基客运站经营情况分析 

9.17.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17.2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17.3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9.17.4 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9.17.5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17.6 企业信息化建设分析 

9.17.7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8 广州番禺汽车客运站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9.18.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18.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18.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18.4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18.5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9 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张家港汽车站经营情况分析 

9.19.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19.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19.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19.4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19.5 企业信息化建设分析 

9.19.6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19.7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0 无锡汽车客运站经营情况分析 

9.20.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20.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20.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20.4 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9.20.5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20.6 企业信息化建设分析 

9.20.7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0.8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1 辽宁省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快速汽车客运站经营情况分析 

9.21.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21.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21.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21.4 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9.21.5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21.6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1.7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2 山东省交通运输集团济南长途汽车总站经营情况分析 

9.22.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22.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22.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22.4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22.5 企业信息化建设分析 

9.22.6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2.7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3 江苏盐阜公路运输集团盐城汽车客运站经营情况分析 

9.23.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23.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23.3 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9.23.4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23.5 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9.23.6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23.7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4 保山交通运输集团保山客运站经营情况分析 

9.24.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24.2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24.3 企业组织架构分析 

9.24.4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24.5 企业信息化建设分析 

9.24.6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5 昆明市西部汽车客运站经营情况分析 

9.25.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25.2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25.3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25.4 企业信息化建设分析 

9.25.5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5.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6 珠海九州港客运服务有限公司客运中心经营情况分析 

9.26.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26.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26.3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26.4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6.5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7 锦州公路客运总站经营情况分析 

9.27.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27.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27.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27.4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27.5 企业信息化建设分析 

9.27.6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7.7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8 越秀南客运站经营情况分析 

9.28.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28.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28.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28.4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28.5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8.6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29 广州市交通站场建设管理中心夏茅汽车站经营情况分析 

9.29.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29.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29.3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29.4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29.5 企业最新发展动向分析 

9.30 上海交运高速客运站有限公司经营情况分析 

9.30.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30.2 企业运送能力分析 

9.30.3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30.4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31 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公路客运站经营情况分析 

9.31.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31.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31.3 企业吞吐能力分析 

9.31.4 企业运营线路分析 



9.31.5 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9.32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经营情况分析 

9.32.1 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9.32.2 企业基础设施分析 

9.32.3 企业建设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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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中国公路客运中心投融资与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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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hellip;&hellip;

     本报告利用博思数据研究中心长期对公路客运中心行业市场跟踪搜集的一手市场数据，同

时依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行 业协会、全国及海

外专业研究机构提供的大量权威资料，采用与国际同步的科学分析模型，全面而准确地为您

从行业的整体高度来架构分析体系。让您全面、准确地 把握整个公路客运中心行业的市场走

向和发展趋势。  

     报告对中国公路客运中心行业的内外部环境、行业发展现状、产业链发展状况、市场供需

、竞争格局、标杆企业、发展趋势、机会风险、发展策略与投资建议等进行 了分析，并重点

分析了我国公路客运中心行业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报告将帮助公路客运中心企业、学术科

研单位、投资企业准确了解公路客运中心行业最新发展动 向，及早发现公路客运中心行业市

场的空白点，机会点，增长点和盈利点&hellip;&hellip;准确把握公路客运中心行业未被满足的

市场需求和趋势，有效规避公路客运中心行业投 资风险，更有效率地巩固或者拓展相应的战

略性目标市场，牢牢把握行业竞争的主动权。形成企业良好的可持续发展优势。 

  详细请访问：http://www.bosidata.com/wuliu1501/O628534DKJ.html

http://www.bosidata.com/wuliu1501/O628534DKJ.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