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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13 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

纲要》）。作为指导未来 30 年铁路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纲要》可以看作是对 2019 年 9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的进一步落实。 

《规划纲要》出台背景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

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个阶段是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是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2050 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两步走战略基础上，2019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从 2021 年到本

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具体来看，《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到 2035 年，基本形成“全

国 123 出行交通圈”和“全球 123 快货物流圈”，即“都市区 1 小时通勤、城市群 2 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 3 小

时覆盖”以及“国内 1 天送达、周边国家 2 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 3 天送达”。 

虽然《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涉及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管道、邮政等多个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但是其对各

个领域的交通建设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目标。而《规划纲要》的发布，则是在铁路建设领域对《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的落实，并提出了更为具体、细化的发展目标。 

《规划纲要》主要内容 

《规划纲要》由三部分组成：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保障措施。 

在第一部分“总体要求”中，《规划纲要》提出了 1 个总目标，即“交通强国铁路先行总目标”。与《交通强

国建设纲要》一致，《规划纲要》的发展目标也分两个阶段，各 15 年。第一阶段到 2035 年，“率先建成服务安全

优质、保障坚强有力、实力国际领先的现代化铁路强国”；第二阶段到 2050 年，“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现代化铁

路强国，全面服务和保障社会注意现代化强国建设”。 

在第二部分“主要任务”中，《规划纲要》确定了 11 大板块共 39 项重点任务，包括建设发达完善现代化铁路

网（含高速铁路、普速铁路、城际和市域铁路网、现代综合枢纽等 4 项）、发展自主先进的技术装备体系、创新优

质高效的运输服务供给，等等。 

在第三部分“保障措施”中，《规划纲要》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保障措施。 

在《规划纲要》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总体要求”中的发展目标。如上所述，发展目标分两个阶段，相比于

第二阶段来说，第一阶段的目标更为明确。《规划纲要》提出，到 2035 年，“全国铁路网 20 万公里左右，其中高

铁 7 万公里左右”；“20 万人口以上城市实现铁路覆盖，其中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通达”。 

中国铁路建设的现状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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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营业里程来看（见图 1），截至 2019 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3.9 万公里，排名世界第二位，仅次于

美国；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 3.5 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一，远超排名第二的日本（日本高速铁路仅为 3000 多公

里）。根据最新数据，截至 2020 年 7 月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 14.14 万公里，其中高铁营业里程 3.6 万公里。 

 

图 1：2008-2019 年中国铁路营业里程（单位：万公里） 

资料来源：Wind 资讯，国家统计局，远东资信整理 

按照《规划纲要》，如果 2035 年要实现 20 万公里的铁路营业里程，这意味着未来 15 年要新增将近 6 万公里，

平均每年需要新增近 4000 公里里程；如果要实现 7 万公里的高速铁路营业里程目标，则未来 15 年要新增约 3.4 万

公里，平均每年需要新增约 2200 公里。虽然未来 15 年的年均增量要落后于最近 10 年（2009-2019）的水平，但是，

考虑到中国现阶段的铁路建设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样的增量幅度已经相当可观。 

 

图 2：2009-2019 年中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情况 

资料来源：Wind 资讯，交通部，远东资信整理 

从投资完成额来看（见图 2），最近 6 年（2014-2019 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都保持在 8000 亿元

的水平上，没有明显的增加或减少（除了 2015 年）。由于同期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出现一定增长（特别是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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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占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 2014 年的 47.1%下降至 2019 年的 34.2%。虽然过去

6 年的铁路投资没有明显变化，但是，2020 年铁路投资料迎来较为可观的增长。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同时明确“增加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 1000 亿元”。关于这 1000 亿元

资金的来源，《关于 2019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0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明确“中央财政向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注资 500 亿元，支持发行 500 亿元铁路建设债券用作资本金，加大沿海干线高铁、城际铁路和沿江

高铁项目建设力度。” 

2019 年 11 月 1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适当降低包括铁路在内的部分项目资本金最低

比例，下调幅度不超过 5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铁路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从 20%降至 15%。如果按 20%最低资本金

比例测算，则 1000 亿元资本金可带来 5000 亿元投资；如果按 15%测算，则可带来约 6667 亿元投资。因此，新增

的 1000 亿元国家铁路建设资本金，最多可带动的铁路项目投资额约在 5000 至 6667 亿元之间。 

根据国家铁路局的数据，2020 年第一季度（1-3 月），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额同比大幅下降 21.0%。不

过，第二季度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累计同比已经转正。最新数据显示，2020 年 1-7 月，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累计完成额同比增长 1.6%。如果铁路投资继续保持 4-7 月的增长势头，则全年有望创下近年来新高。 

铁建双雄或将受益 

在中国国内，铁路建设工程市场由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和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铁）

双头垄断。根据中国中铁 2019 年年度报告，在国内市场，中国中铁“在铁路大中型基建市场的份额一致保持在 45%

以上”。由于中国铁建和中国中铁的铁路业务规模相差不大，据此推算，两家公司在铁路建设工程市场的份额大概

在 85%至 90%。因此，中国铁建和中国中铁将是铁路投资增长的主要受益者。 

 

图 3：铁路工程新签订合同额（单位：亿元） 

注：新签合同额可能包含海外业务。 

资料来源：Wind 资讯，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远东资信整理 

然而，长期来看，根据《规划纲要》，中国铁路的年新增营业里程可能会逐步下降，中国铁建和中国中铁的铁

路业务规模有萎缩的风险。当然，海外铁路工程业务的增长或许可以起到填补作用。从近 5 年的数据来看（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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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家公司的铁路工程新签合同额占比已有明显下降。近 3 年，铁路业务新签合同额占比虽然较为稳定，但是仍有小

幅下滑。这主要得益于两家公司在其他工程业务领域的有力拓展，而不是因为铁路工程业务的萎缩（对比图 3）。 

 

图 4：铁路工程新签订合同额占比 

注：铁路工程新签合同额占比=铁路工程（业务）新签合同额÷建筑工程新签合同额*100%。 

资料来源：Wind 资讯，上市公司年度报告，远东资信整理 

2020 年第一季度，新冠疫情对建筑施工产生一定影响，中国铁建和中国中铁的营业收入同比分别下降 7.63%和

2.12%，但是新签合同额依旧增长强劲。2020 年 1-6 月，中国铁建在工程承包业务方面的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 25.07，

其中，铁路工程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 25.01%；中国中铁在基础设施建设业务方面的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 26.9%，其

中，铁路工程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 22.3%。从全年视角来看，铁路投资的增加将继续支撑铁建双雄实现业绩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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