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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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铁路运输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共十四章

。首先介绍了铁路运输的定义及相关内容，接着分析了中国铁路行业和国内外铁路运输业的

发展情况，然后 对铁路客运、货运及二者预测模型做了具体分析。随后，报告对重点区域、

市场营销、铁路运输与现代物流发展做了细致透析，并介绍了重点企业的经营状况，最后 对

替代行业发展和行业竞争格局进行了分析，还对铁路运输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测。 

    铁路运输业是一个独立的、特殊的物质生产部门，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集体化生活

水平的重要基础设施。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铁路建设加快，到2012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8万公里，

居世界第二位。2013年9月26日，随着我国第一条连接海峡西岸和中部内陆腹地的快速铁

路&mdash;&mdash;向莆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突破一万公里，约占世界

高铁运营里程的45%。 

    2013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0.75亿人，同比增长10.7%；旅客周转量完成10420.66亿人

公里，同比增加661.00亿人公里，增长6.8%。 

    2014年1-7月，全国铁路完成货运量22.09亿吨，同比下降1.6%；货物周转量15840.01亿吨公里

，同比下降3.9%。客运量累计13.38亿人，同比增长12.3%；旅客周转量累计6605.82亿人公里，

同比增长10.4%。 

    &ldquo;十二五&rdquo;时期，仍然是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的时期。&ldquo;十二五&rdquo;末全

国铁路运营里程将增加到12万公里左右。预计到2015年，全国铁路客运量将达到30亿人，货

运量达到48亿吨，与2010年相比，分别增长78.6%、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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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想投资铁路运输行业，本报告将是您 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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