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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行李车是指供运送行李及包裹用的铁路客车。其标记符号为&ldquo;XL&rdquo;。它编挂在旅

客列车的最前部或后部，将载有旅客的车辆和机车隔开。行李车的一端为行李室，它的长度

约占车体长度的3/4，行李室的两侧车体上各设两扇双滑动拉门，通常用带滚轮的吊架悬挂，

在顶部的轨道上滑动。地板上铺有木制离水格子。行李车的另一端设有通过台、行李员办公

室、独立取暖锅炉室、检车乘务员工具室、厕所和清洗室。行李员办公室内设有办公桌、信

格架、保险柜、转椅、电铃、台灯，并有通向行李室的车门及瞭望窗。

    按照行驶结构和功能，行李传送车可分为自行式、拖挂式和厢式三种。厢式行李传送车兼

有运输与装卸功能，但效率相对较低，适合于传输行李、货物较少的场合；拖挂式行李传送

车因移动不够方便，适用于固定机位；自行式行李传送车因移动灵活、传输效率高而获得最

广泛应用。自行式行李传送车主要由汽车底盘（自制）、前升降机构、后升降机构、输送带

架、液压系统及电气控制系统等组成，是集机、电、液于一体的高技术含量产品。其底盘采

用全液压（或电机）驱动、无级变速、液压转向、硬置式前后桥，具有整车高度低、低速行

走稳定性好、操作简单方便、应急操作设置完备、产品升降范围宽、承载能力强、适用面广

等特点，可满足所有飞机机型的使用要求。目前国内外设计制造的行李传送车技术已非常成

熟，其安全性、可靠性都得到很大提高；绝大多数生产商使用自制底盘，基于商用车底盘改

装的已逐步淘汰。未来行李传送车电动化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更加关注操作人员的安全性、

舒适性，应用也将更加广泛。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行李传送车行业研究与前景趋势报告》共十

四章。首先介绍了中国行李传送车行业市场发展环境、行李传送车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

析了中国行李传送车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行李传送车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

告对行李传送车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行李传送车行业发展趋势与投

资预测。您若想对行李传送车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行李传送车行业，本报告

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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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政策风险及防范

11.3.2 技术风险及防范

11.3.3 供求风险及防范

11.3.4 宏观经济波动风险及防范

11.3.5 关联产业风险及防范

11.3.6 产品结构风险及防范

11.3.7 其他风险及防范

11.4 中国行李传送车行业投资建议

11.4.1 行李传送车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11.4.2 投资建议

11.4.3 中国行李传送车企业融资分析

（1）中国行李传送车企业IPO融资分析

（2）中国行李传送车企业再融资分析

 

第四部分 企业策略篇

第十二章 行李传送车行业重点企业经营分析

12.1 行李传送车企业发展总体状况分析

12.1.1 行李传送车企业规模分析

12.1.2 行李传送车行业销售收入分析

12.1.3 行李传送车行业销售利润分析

12.1.4 主要行李传送车企业创新能力分析



12.2 行李传送车行业领先企业个案分析

12.2.1 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2.2.2 新疆机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2.2.3 泉州机场航空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2.2.4 中国民航技术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2.2.5 上海航福机场设备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2.2.6 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2.2.7 无锡空港物流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2.2.8 临沂机场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2.2.9 无锡蓝航空港设备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12.2.10 西部机场集团航空地勤(西安)有限公司

（1）企业发展简况分析

（2）企业经营情况分析

（3）企业经营优劣势分析

 

第十三章 行李传送车企业发展策略分析

13.1 行李传送车行业面临的困境

13.1.1 行李传送车行业发展的主要困境

13.1.2 行李传送车行业对策分析

13.2 行李传送车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13.2.1 重点行李传送车企业面临的困境及对策

（1）重点行李传送车企业面临的困境

（2）重点行李传送车企业对策探讨

13.2.2 中小行李传送车企业发展困境及策略分析

（1）中小行李传送车企业面临的困境

（2）中小行李传送车企业对策探讨

13.2.3 国内行李传送车企业的出路分析

13.3 中国行李传送车行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13.3.1 中国行李传送车行业存在的问题

（1）中国行李传送车面临成长困境

（2）中国行李传送车需要强势品牌

13.3.2 行李传送车行业发展的建议对策

（1）把握国家投资的契机

（2）竞争性战略联盟的实施

（3）企业自身应对策略

13.3.3 市场的重点客户战略实施

（1）实施重点客户战略的必要性



（2）合理确立重点客户

（3）重点客户战略管理

（4）重点客户管理功能

 

第十四章 行李传送车行业研究结论及建议

14.1 报告研究结论

14.2 中国产业研究报告网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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