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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铁路机车配件是铁路线路的组成部分，这里所指的轨道包括钢轨、轨枕、连结零件、道床

、防爬设备、轨撑和道岔等。作为一个整体性工程结构，轨道铺设在路基之上，起着列车运

行的导向作用，直接承受机车车辆及其荷载的巨大压力。在列车运行的动力作用下，它的各

个组成部分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和稳定性，保证列车按照规定的最高速度，安全、平稳和不

间断地运行。

    一带一路&rdquo;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致力推进&ldquo;一带一路&rdquo;沿线国家的互

联互通，部署中国与邻国间的铁路公路项目，并筹建400亿美金的丝路基金提供资金支持

。&ldquo;一带一路&rdquo;为中国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制造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契机。

    &ldquo;一带一路&rdquo;将以基础设施（交通、能源、通信）的互联互通为优先，促进亚太

贸易促进文化交流。随着国内高铁建设日趋完善，&ldquo;四纵四横&rdquo;高 铁干线接近打

造完成，未来高铁转战海外的发展路径已逐渐清晰。中国需在&ldquo;一带一路&rdquo;沿线国

家复制&ldquo;投资-建设-拉动GDP&rdquo;的模式，带动本国高端制造业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

。同时，在国内高铁的建设和各类运营经验均已成熟的背景下，国家领导人持续在各发展中

国家推销高铁产品，也将催化高铁出海的前景。总体而言，中国铁路机车车辆配件制造业有

望保持持续发展趋势。

    在铁路运输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给城轨地铁车

辆制造注入了新的动力。很多大中城市为改善交通拥堵状况、减少污染，都在积极发展以城

市轨道交通为主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此外，国家大力推进装备现代化，发展适应不同层次

需求和不同运用条件的铁路机车、客车、货车、动车组和城轨地铁车辆，也大大促进了轨道

交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总体来看，中国轨道交通运输市场需求旺盛，增长速度较快，对轨

道交通装备制造行业有积极的促进因素。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数据显示：2016年12月中国铁路机车产量为197辆，同比下降44.8%

。2016年1-12月止累计中国铁路机车产量1292辆，同比下降43.3%。

 2016年1-12月全国铁路机车产量统计表                                    月份                                    铁路机车产量_

当期值(辆)                                    铁路机车产量_累计值(辆)                                    铁路机车产量_同比增

长(%)                                    铁路机车产量_累计增长(%)                                                    2016年12月              

                     197                                    1292                                    -44.8                                    -43.3                                

                   2016年11月                                    120                                    1095                                    -62.5                    

               -43                                                    2016年10月                                    89                                    975                

                   -57                                    -39.1                                                    2016年9月                                    104         



                          895                                    -32                                    -41.4                                                    2016年8月  

                                 63                                    791                                    -58.6                                    -42.4                        

                           2016年7月                                    114                                    728                                    -43.8                 

                  -40.4                                                    2016年6月                                    204                                    614          

                         -14.6                                    -39.7                                                    2016年5月                                    96  

                                 410                                    -52.5                                    -47.2                                                    2016

年4月                                    85                                    314                                    -31.5                                    -45.3         

                                          2016年3月                                    121                                    229                                    -52.5  

                                 -49.2                                                    2016年2月                                    -                                    90  

                                 -                                    -44.8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产业研究报告

网整理

 2016年1-12月全国铁路机车产量统计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整理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数据显示：2017年6月中国铁路机车产量为180辆，同比下降11.8%

；2017年1-6月止累计中国铁路机车产量为677辆，同比增长11.9%。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18-2024年中国铁路机车配件市场需求状况分析及投资前景

建议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据，以及中心对

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等多个角度进行

研究分析。它是业内企业、相关投资公司及政府部门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洞悉行业竞争

格局，规避经营和投资风险，制定正确竞争和投资战略决策的重要决策依据之一，具有重要

的参考价值！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是国内权威的市场调查、行业分析专家，主要服务有市场调查报告，

行业分析报告，投资发展报告，市场研究报告,市场分析报告,行业研究报告,行业调查报告,投

资咨询报告,投资情报，免费报告,行业咨询,数据等，是中国知名的研究报告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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