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发展趋势与细分市场投资前景分析报告

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已经进入发展快车道，按照国家规模，到 2022

年我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年销售收入将达到 8725 亿元。同时，轨道

交通装备制造企业也面临着：“把握轨道交通行定外部环境变化和行

业发展阶段”，“精确把握轨道交通车辆市场、零部件市场、配套设备

市场需求前景”，“洞悉主要城市潜在市场需求”，“把握出口市场投

资会”，“掌握竞争对手发展战略与潜在威胁”，“前瞻性地把握行业

整体发展趋势”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国内优秀的轨道交

通装备企业愈来愈重视对产业发展趋势的研究，特别是对行业发展趋

势和细分市场需求前景的深入研究。

01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整体发展情况

1. 轨道交通行业运营情况

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分析

2010-2016年中国轨道交通营运里程逐年增长，2016年总里程达

到 12.82万公里。其中，2016年铁路运营里程达到 12.4万公里，占

到轨道交通总运营里程的 96.72%，城市轨道交通总运营里程合计

0.42万公里，占比 3.28%。



轨道交通客流量变化分析

从近五年我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可以看出，整体上呈逐年上升趋势，

2016年的旅客发送量达到 28.14亿人次，同比增长 11.01%。



轨道交通客流来源分析

基于不同的站点区位、土地利用特征和交通衔接配套设施等，城

市轨道站点被分为 3 大类，每一类站点的客流来源有其各自的特点。

轨道交通票制体系分析



轨道交通的票制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它的客流规模以及运

营管理模式，而票制形式的确定又与政府相应的政策和轨道交通线网

的规划布局模式密切相关。目前轨道交通常见票制体系包括单一票制、

计程票制、分区票制、分时票制四种，其中国内城轨交通常见的为计

程票制和分区票制，铁路交通主要是计程票制，从 2014 年开始，国

内铁路开始探索“计程票制+分时票制”的联合方案，在计程票制的

基础上，在淡季实施卧铺、高铁票打折的方案。

轨道交通运营发展趋势

1、城轨交通发展趋势

1）城轨交通建设快速发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速，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有望迎来

黄金发展期。伴随投资额度的加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有望成为继铁

路大规模投资之后新的投资热点，成为“十三五”基础建设投资的新

增长点。

2）城轨交通多元化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发展，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特别是东部沿海区域城镇

化率不断增高，致使城市市区规模越来越大。

3）在经济发达地区城轨交通建设向城际轨道交通建设发展

在经济特别发达的一些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经济区，

城市轨道交通开始向城际轨道交通领域拓展，这三个地区都在以城市

轨道交通的理念编制城际轨道交通发展建设的规划，为城市轨道交通

发展拓展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铁路交通发展趋势



从目前国内铁路建设的现状来看，前瞻产业研究院认为电气化、

高速化是未来铁路交通发展的主要趋势。

2. 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发展现状

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市场规模

从下图可以看出，2010-2016年，我国轨道交通设备制造市场规

模整体呈增长趋势，2016 年实现销售收入 4155 亿元，同比增长

6.57%。

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主要经济指标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6 年，我国铁路运输设备制造行业规

模以上企业有 776 家；实现销售收入 4155 亿元，同比增长 6.57%；

实现产品销售利润 680.1 亿元，同比增长 11.48%；实现利润总额

348.7亿元，同比增长 7.05%。

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发展特点

1、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随着我国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轨道交通装备产业规

模不断扩大，尤其是在“十二五”期间，我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销售

收入平均增长率约为 10.1%。

2、研发能力显著提升

我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整体研发能力

和产品水平大幅提升，初步掌握了高速动车组、大功率交流传动机车、

重载和快捷货运列车、城轨车辆、大型养路机械、列车运行控制、行

车调度指挥、计算机联锁、综合监控等产品制造技术。

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发展瓶颈



我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在主要产品领域基本满足了我国铁路和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需要，部分产品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在研发

能力、标准体系建设、产业配套和国际化能力等方面还不够完善，行

业管理体系不健全，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等问题日益显现，制约着我

国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3. 轨道交通装备行业竞争格局分析

轨道交通装备企业市场份额分析

由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合并而来的中国中车是中国轨道交通装

备行业龙头企业，无论是研发实力还是市场竞争力均占据绝对优势。

公司在机车、客车、货车、动车组、城轨地铁车辆等主要业务领域市

场占有率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企业规模格局

从 2010-2012 年我国轨道交通装备企业不同规模企业分布来看，

行业大型企业销售收入占比逐年上升，2010年为 52.27%，2012年已

经达到 64.65%；中型企业收入占比逐年下降，2013年为 14.05%。2013

年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小型企业销售收入占比为 21.3%。（注：2013 年

以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分规模统计。）

4. 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五力模型分析

上游议价能力分析

总体来看，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上游议价能力一般，具体分析

如下表所示：



下游议价能力分析

总体分析来看，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行业下游议价能力较强，

主要是因为轨道交通装备行业总体客户较为单一。

行业现有竞争者的竞争分析

总体来看，目前我国轨道交通车辆制造行业的参与者较少，行业

竞争一般；而零部件制造业和配套设备制造业的竞争相对较为激烈。



行业潜在进入者威胁分析

对于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行业来说，总体来看，铁路专用设备

及器材、配件制造业，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制造业这两个细分领域所面

临的新进入者威胁较大，一方面是行业进入壁垒相对较低，二是行业

的盈利能力相对较强。

行业替代品的威胁分析

对于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来说，基本上不存在替代产品威胁，

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内部产品技术升级。

02、中国轨道交通机车车辆市场需求前景

1. 机车车辆市场整体经营情况

机车车辆市场产品结构分析



在本报告中，机车车辆主要包含三大类：铁路机车车辆及动车组、

窄轨机车车辆以及城市轨道交通设备。从 2016 年三大类机车车辆销

售收入占比来看，铁路机车车辆及动车组的销售收入最多，为

1769.27亿元，占比 90.99%；其次是城市轨道交通设备，销售收入为

142.50 亿元，占比 7.33%；窄轨机车车辆的销售收入和占比分别为

32.77亿元和 1.69%。

从总体拥有数量来看，2016 年，全国铁路机车拥有量为 2.1 万

台，占比为 2.45%；铁路货车保有量占比最大，为 89.25%。



机车车辆市场规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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