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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rarr;内容简介 

    当今中国城市面临着道路拥堵、流动性差、环境污染和安全问题。城市扩张速度过快、机

动车规模日渐庞大等使得这些交通运输问题愈加恶化。而轨道交通被公认为最环保的运输方

式。根据《交通运输&ldquo;十二五&rdquo;发展规划》，&ldquo;十二五&rdquo;期间将加快综

合交通运输枢纽的建设，以高速铁路、轨道交通等建设为契机，重点建设一批集多种运输方

式于一体的综合客运枢纽。随着《规划》的实施，一股大规模建设地铁的浪潮席卷而来，各

跨国公司跃跃欲试，均想抢食中国轨道交通市场这块大蛋糕。未来十年，中国轨道交通市场

将建7395公里地铁线，总价值达38000亿元，截至2020年，中国将有33个城市配有177条地铁线

。目前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已呈多样化发展趋势，尤其是城际轨道交通线和市郊线的建设越

来越多，大运量、中运量和市郊线多种形式并存，轨道交通发展呈现多样化。未来的研发重

点是技术制式的整合、自动化控制系统、低地板技术、转向架技术和悬浮技术等。我国城市

轨道交通建设由最初的一个城市发展为20多个城市同时建设，引发出对统一建设标准的需求

；由一个城市的一条线发展成网络的多条线，引发网络化带来的规划、客流预测、综合经济

评价和枢纽换乘等技术问题；由单一的传统轮轨模式发展成多种制式并存，已在建和准备实

施的制式已达6种，包括大运量地铁、中运量轻轨、跨座式单轨、城际快速铁路、磁悬浮和直

线电机系统等，引发出对新型交通方式的成套技术研究需求。 

    在铁路智能化系统，国外企业原有的设备、技术、保障能力等一体化先天优势在被&ldquo;

国产化&rdquo;政策快速削弱，未来市场竞争将主要有国内企业间展开，其核心将在产品的稳

定性、可靠性方面，即技术水平的竞争；另一方面，由于铁道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对铁路道

岔及其转折设备、铁路通信信号控制软件及控制设备、铁路牵引供电设备等产品及生产企业

实施行政许可制度；在公司所从事的铁路智能化方面目前虽未实施行政许可制度，但未来存

在着相关准入方式的施行，所以，取得相关的铁路系统的行政许可，或者与原铁路行业企业

展开有效合作，是未来该行业竞争的关键。在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方面，目前的主要竞

争集中在各子系统之间。城市轨道交通智能化包括综合监控、乘客资讯、综合安防、通信、

自动售检票和信号6个子系统，其中技术含量最高的是综合监控系统、通信系统和信号系统，

可以预见这三个领域也是未来竞争的核心。但是对客户而言，具有整套的系统解决方案将减

少各系统融合和维护的成本，这样集成6子系统形成完整产业链的公司将会有更多的竞争优势

，同时也是未来行业的发展趋势。 

    本研究咨询报告由中研普华咨询公司领衔撰写，在大量周密的市场调研基础上，主要依据

了国家统计局、国家海关总署、国家商务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中



国交通建设监理协会 、中国行业研究网以及国内外相关报刊杂志的基础信息等公布和提供的

大量资料，着重对我国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行业的发展态势，包括行业运行、市场发展、应

用现状、行业竞争态势以及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需求状况等进行了分析，对轨道交通智能化

系统行业的市场需求及技术发展趋势进行了研判。报告数据丰富及时、图文并茂，还对国家

相关产业政策进行了介绍和趋向研判，是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生产企业、科研单位、经销企

业等单位准确了解当前中国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市场发展动态，把握企业定位和发展战略方

向不可多得的决策参考资料，同时对银行信贷部门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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