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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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铁路信息化建设市场竞争力分析及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共七章。首先介绍了中国铁路行业的建设发展状况、国内外铁路信息化建设现状，接着报告

对铁路通信系统、 铁路信号系统、铁路电气化系统、铁路信息化系统及高铁数字化信息化系

统的发展做了细致透析。随后，报告对铁路信息化建设做了应用案例分析与企业分析，最 后

，报告预测了铁路行业及铁路信息化建设的未来前景与趋势。      铁路信息化是铁路现代化的

主要标志，其根本目的是将通信、信息、控制技术运用于铁路运输组织、客货营销与经营管

理的各项活动中，通过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提高铁路运输服务质量，提高铁路运输生产率

，降低铁路运输生产成本，实现铁路运输现代化。 

    世界技术发达国家从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就将信息技术运用于铁路运输生产与管理中，

陆续开发并投入使用了铁路客票座席预约、运输生产情况统计、运营管理、货车实时追踪等

系统，提高了铁路运输的核心竞争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因特网技术的采用，国

际上铁路信息技术的应用向综合化、集成化方向发展，不同运输形式以及其他服务行业的信

息系统互连互通，在全球范围内为旅客或货主提供方便快捷的全方位服务，成为交通运输业

的神经系统。 

    自1975年铁道部电子中心开始筹备以来，经过30多年的历程，中国铁路信息化从无到有，逐

步发展，特别是TMIS、客票预订与发售等系统建设以来，财会管理与资金清算、铁路运输统

计、机务管理、车辆管理、办公自动化等许多应用项目已经投入使用，应用涵盖了铁路运输

组织、客货营销、经营管理的各主要环节。这些系统的陆续建成投产，使铁路货物运输现代

化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已经成为铁路货物运输生产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跨越式发展

战略为铁路信息化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铁路信息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目前铁路的大规模建设已经拉开序幕，&ldquo;十二五&rdquo;将延续&ldquo;十一五&rdquo;

的发展势头，2015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2.3万公里，基本建设投资达到2.4万亿元，分

别比&ldquo;十一五&rdquo;增加35%和21%。 

    2013年初铁道部发布新版的《铁路主要技术政策》，该项技术政策已于2013年2月1日起实施

。新版政策中提出，将全面推进铁路信息化建设，积极发展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地理信息

、卫星导航、下一代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另外，针对此前关注的铁路通信信号问题，新

版政策也表示，将完善中国列车运行控制系统（CTCS），并发展GSM-R，全面实现高速铁

路GSM-R网络覆盖，逐步建立覆盖全路的数字移动通信系统，以及开展下一代铁路移动通信



技术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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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交通运输部、工信部、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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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铁路信息化建设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铁路信息化建设，

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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