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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装备行业之铁路货车篇—— 

供需弱平衡，或进一步重组 
 

[Table_summary1] 
■  物流业结构性调整释放铁路货运新需求，未来 10年我国铁路货车年均采购需

求约 5.5万辆。我国物流成本占GDP比重过高主要原因在于未充分发挥铁路

货运优势，国家推出三年行动方案等政策支持公转铁和集装箱多式联运发

展，旨在提高铁路货运占比，优化物流业运输结构。三年行动方案和集装箱

多式联运的发展将在短中期相继成为铁路货车新增需求的核心驱动力。考虑

到三年行动方案推动及我国目前铁路货运的现实情况，未来两年内铁路货车

新增需求或达 9.5万辆，至 2030年合计新增铁路货车需求约 20-35万辆。未

来 10 年我国铁路货车年均采购需求约 5.5 万辆，其中新造货车需求年均 3.5

万辆，跟新换代年均约 2万辆，合计年均市场规模约 220亿元。 

■ 全球市场由本土厂商占主导，中国市场主要以中车为主导，供需处于弱平衡状

态。全球铁路货车供应商竞争格局相对分散，并且由本土厂商占据主导。中

国铁路货车市场主要由中车集团及其它四家企业瓜分，中车占据主导地位，

与动车组和地铁相比竞争相对充分。考虑到目前国内铁路货车产能在 6.85 万

辆左右，行业供需仍处于去产能后的弱平衡状态，未来或进一步重组，部分

落后产能的企业可能淘汰出局。 

■ 警惕产能过剩风险。鉴于行业供需格局处于弱平衡状态，未来或进一步整合。

关注货运需求大幅下滑进而造成产能严重过剩以及铁路集装箱铁水联运推进

不力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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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物流业结构性调整释放铁路货运新需求 

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成本过高已成为物流行业发展的主要矛盾，究

其原因主要在于未充分发挥铁路货运低成本、低消耗、高效率优势。近年来，

国家相继发布多项政策支持公转铁、集装箱多式联运发展，以提升铁路货运在

物流业占比。 

 

图 1：中国物流成本占 GDP 比重过高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2：中国物流公路运输占据绝对统治地位  图 3：运输距离大于 50 公里公路成本高于铁路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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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国家政策推动充分利用铁路货运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招商银行研究院 

 

1.1 三年行动方案将铁路黑货运输推向新高度 

煤炭和金属矿石是中国铁路货运的主要对象，俗称“黑货”，也是“公转

铁”短期首选货物品种。国铁集团（原铁路总公司）于 2018年起实施《2018-

2020 年货运增量行动方案》（下文中简称三年行动方案），力争到 2020 年实

现全国铁路货运量达到 47.9 亿吨，较 2017 年增长 30%。规划到 2020 年全国

铁路煤炭运量达到 28.1 亿吨，较 2017 年增运 6.5 亿吨；全国铁路疏港矿石运

量达到 6.5 亿吨，较 2017 年增运 4 亿吨。 

 

图 5：中国铁路货运量结构（2018 年）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我国煤炭铁路运输通道以晋陕蒙外运通道为主，“公转铁”将充分挖掘既

有通道的运输潜力并新增部分运输路线需求，进而拉动铁路货运装备增长。三

时间 政策 相关内容

2019年9月 《关于加快推进铁路专用线建设的指导意见》
到2025年，沿海主要港口、大宗货物年运量150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新建物流园区铁

路专用线接入比例均达到85%，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全部实现铁路进港。

2018年9月 《推进运输结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2020年全国铁路货运量较2017年增加11亿吨、增长30%；全国多式联运货运量年均增长

20%，重点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0%以上

2018年8月 《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多式联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到2020年，长江经济带主要港口铁路进港率达到80%以上，重点集装箱港口铁水联运量年

均增长15%以上

2018年7月 《2018-2020年货运增量行动方案》
2020年全国铁路货运量达到47.9亿吨，大宗商品运量占铁路货运总量比例稳定保持在90%

以上；2018-2020年，集装箱多式联运年均增长30%以上

2018年6月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
优化调整货物运输结构，推动铁路货运重点项目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到2020年，全

国铁路货运量比2017年增长30%，全国重点港口集装箱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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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行动方案明确以扩充煤炭外运通道能力为着力点，围绕大秦、唐呼、侯月、

瓦日、宁西、兰渝等六线和山西、陕西、内蒙古、新疆、沿海、沿江等六区域

为重点，深入挖掘运输潜力；同时新建蒙华铁路和陕北铁路煤炭运输网络这两

大亿吨级铁路煤炭运输通道。2018 年全国铁路煤炭货运量约为 23.8 亿吨，预

计未来 2 年煤炭货运增量在 3 亿吨左右，释放铁路货车增量需求约为 4.2 万辆。 

 

图 6：我国重点煤炭运输线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我国金属矿石主要以进口为主，疏港运输方式中公路占比较高。三年行动

方案明确在环渤海地区、山东省、长三角地区，2018 年底前，沿海主要港口

和唐山港、黄骅港的煤炭集港改由铁路或水路运输；2020 年采暖季前，沿海

主要港口和唐山港、黄骅港的矿石焦炭等大宗货物原则上主要改由铁路或水路

运输。2018 年矿石铁路货运量达到 3.11 亿吨，预计未来 2 年铁路矿石货运增

量约为 3.5 亿吨，释放铁路货车增量需求 5 万辆左右。 

 

图 7：短期政策驱动下铁路货运量迎来了回升  图 8：三年行动实施下铁路货车采购迎来小高峰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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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行动方案推动下，综合考虑我国铁路货运现实情况，预计未来两年

铁路货车新增需求将达 9.5 万辆，届时全国铁路煤炭运量将超过全国煤炭产量

75%以上，全国铁路疏港矿石运量占陆路疏港矿石总量的 85%。铁路黑货运

量触及天花板，集装箱多式联运将取代黑货成为铁路货运中长期增长点。 

1.2 以铁路集装箱为核心的多式联运成为铁路货运增长新引擎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铁路集装箱运输比例一直较低，港口铁路专用线建

设将拉开集装箱铁水联运高速发展序幕。我国铁路运送集装箱吞吐量占全国主

要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比重只有 0.55%左右，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 30%水

平，铁路集装箱运输的优势尚未得到有效发挥，发展空间极大。发改委在《关

于加快推进铁路专用线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发展目标：“到 2025 年，沿

海主要港口、大宗货物年运量 150 万吨以上的大型工矿企业、新建物流园区铁

路专用线力争接入比例均达到85%，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全部实现铁路进港”。

铁路专用线重点项目将消除集装箱铁水联运基础建设缺失问题，拉开铁水联运

高速发展序幕。 

 

图 9：我国铁路运送集装箱吞吐量占比非常低  图 10：我国铁路集装箱运量及占铁路货运量比重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联运分会，招商银行研究院 

 

2018 年，全国铁路集装箱发送量为 1375.1 万 TEU，同比增速 33.4%，连

续三年实现铁路集装箱发送量增幅30%以上。随着铁路专用线建设推进，铁路

集装箱发送量增幅有望加码，预计 2022 年前后完成铁路集装箱运量占铁路货

运总量的 10%，2030年该比重或将提高至 25%-35%左右，由此带来的铁路货

运增量空间在 15-25 亿吨，新增铁路货车需求 20-35 万辆。 

预计到 2030 年，中国市场合计新增铁路货车需求在 30 万-45 万辆之间，

市场规模约为 1500 亿元，年均 150 亿元市场规模，约占全球市场 12%，是全

球最重要市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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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未来十年铁路货车年均需求约 5.5万辆 

铁路货车的采购需求主要由新增货车需求和更新换代需求驱动，其中新增

货车需求包括了前述国内市场需求和海外需求。海外需求方面，我国最大铁路

货车供应商中国中车将其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动车组、客车和地铁车辆上，货

车出口相对较少，因此我国货车产品在技术和专利申请数量上与美国和俄罗斯

的铁路货车供应商相比相对落后。根据中国中车历年的货车出口数据，预计中

国铁路货车海外需求将保持在年均 2000-3000辆左右，叠加前述国内新增货车

需求，未来 10 年我国新造货车年均订单量约为 3.5 万辆。 

图 11：铁路货车采购需求结构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铁路货车可以按照其用途不同，可分为通用货车和专用货车，其中通用货

车包括了敞车、棚车、平车、罐车等，专用货车包括了长大货车、毒品车等。

目前国铁集团新采购的通用货车载重量主要是 70 吨级别，如 C70 型敞车、

P70 型棚车、NX70 型共用平车等。未来载重 70 吨、80 吨级别的通用敞车以

及用于铁路集装箱多式联运的 70 吨级别共用平车将是国铁集团主要的采购和

升级换代方向。 

采购需求

新增货车

需求

本土需求

海外市场需求

更新换代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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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铁路货车主要类型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招商银行研究院 

 

未来 10年年均更新换代约 2万辆。我国铁路货车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次升

级换代，升级换代的过程中伴随着铁路货车轴重、载重和速度等技术指标的提

升，目前研制开行了载重 80 吨级通用货车。上世纪 80 年代国家铁路货车购置

量年均保持在 1万辆以上，90年代增长到年均 2万辆以上。目前我国铁路货车

中载重 60 吨级别货车约 45 万辆，载重 70 吨级别货车约 35 万辆，载重 80 吨

级别以上的货车约 7 万辆，按照目前铁道部对于铁路货车 25 年的寿命计算，

未来 10 年更新换代的主要是 1995-2005 年期间购置的即将报废的 60 吨和 70

吨级别的货车，年均约 2万辆。至 2030年我国铁路货车年均采购需求约为 5.5

万辆，市场规模约为 220 亿元。 

 

2. 中国市场：以中国中车为主导，供需弱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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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全球市场由本土厂商占主导 

全球铁路货车市场主要集中在北美、亚洲和独联体，三者占据了全球货车

市场 80%以上的份额。根据 SCI 的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新造货车市场规模

约 120 亿欧元，新造货车市场每年的平均增速预计只有 1%左右。其中，北美

市场受益于敞车需求强劲带动，市场增速年均在 4%左右；亚洲市场在中国铁

路货车 2017-2019年高采购量的拉动下增速出现了复苏迹象，市场供需逐步走

向均衡；独联体市场在 2012年之前是全球最大的铁路货车市场，但到 2015年

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政治冲突以及早期大量采购后的饱和效应，市场规

模大幅萎缩。 

图 13：全球主要区域铁路货车市场规模（百万欧元） 

 

资料来源：SCI Verkehr，招商银行研究院 

 

全球铁路货车供应商竞争格局相对分散，主要由本土供应商主导。依托全

球最重要的北美、亚洲、独联体三个铁路货运市场，全球前十大铁路货车供应

商被中美俄加乌垄断，中国中车成为全球最大铁路货运车辆供应商，美国的

Trinity Industries 和俄罗斯乌拉尔车辆厂分列二三位。中国企业海外业务主要

来自于澳大利亚、新西兰、蒙古、尼日利亚、巴西等矿产资源和油气资源丰富

且无强势本土企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我国铁路货车在轴重等技术指标上同美

国和俄罗斯等货车产品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铁路货车出口欧洲、北美等地仍

然存在较大困难。 未来澳大利亚市场将继续成为我国主要的出口市场，我国

铁路货车在澳大利亚市场的加速渗透，后续有望成为我国突破欧美等高端货车

市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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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全球铁路货车供应商竞争格局（2017 年）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铁路货车国际化营销策略探讨》、招商银行研究院 

 

2.2 中国市场呈中国中车为主体的市场格局 

与动车组和地铁市场被中国中车垄断不同，国内铁路货车市场竞争较为充

分。我国铁路货车制造商主要有五家，分别为中国中车、包头北方创业（内蒙

一机子公司） 、晋西铁路车辆有限公司（晋西车轴子公司）、重庆长征重工

（中国重工子公司）、济南东方新兴车辆（民营企业）。 

根据2019年中国铁路货车的中标公告中详细披露中标情况，中国中车的中

标铁路货车数量占比达到了 80%，剩下的四家分别为包头北方创业（7%）、

重庆长征重工（5%）、济南东方新兴车辆（4%）、晋西铁路车辆（3%）。 

中车集团内部货车中标份额主要集中在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

（26%）、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24%）、中车眉山车辆有限公司（12%）

和中车山东机车车辆有限公司（11%），四家合计占据了 2019 年中车集团货

车中标总量的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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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 美国Trinity Industries

俄罗斯乌拉尔车辆厂 加拿大 National Steel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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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中国本土铁路货车生产商一览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16：2019 年我国铁路货车市场竞争格局  图 17：2019 年中车集团内部货车中标份额情况 

 

 

 

资料来源：中铁投、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铁投、招商银行研究院 

 

2.3 中国铁路货车产能或进一步压缩 

2014-2016年期间，五家制造商铁路货车年产能合计将近 10万辆，受铁路

货运量下滑的影响，铁总货车年采购量只有 1 万-2.5 万辆左右，铁路货车订单

大幅下滑，国内铁路货车市场产能严重过剩。针对期间我国铁路货车产能过剩

严重的情况，2017 年中车集团开始主动推进旗下货车业务重组，将旗下 10 家

同质化的货车企业重组为两大子集团，分别为中车齐齐哈尔子集团和中车长江

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

重庆长征重工（产能5000辆）

黑龙江

湖北

内蒙古

山西 山东

辽宁

河北

四川

贵州

陕西

湖南

中车齐齐哈尔车辆有限公司（产能15000辆）

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山东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济南东方新兴车辆（产能3000辆）

包头北方创业（产能6000辆）

中车沈阳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太原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晋西铁路车辆（产能3000辆）

中车西安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眉山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

中车株洲车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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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集团，截至 2019 年中车集团的货车新造年产能由 8 万辆降为 5.15 万辆，全

国产能降至 6.85 万辆。 

在目前物流行业进入结构性调整、发力铁路货运阶段，铁路货车年采购量

迎来小高峰，在 5 万辆-5.5 万辆之间，产能利用率约为 80%，行业仍处于去产

能后的弱平衡状态，行业未来有进一步压缩产能的可能性，部分落后产能企业

或出局。 

3．业务建议：警惕产能过剩风险 

3.1布局建议 

铁路货运需求短期受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大，并且其波动幅度往往会大于整

体经济的波动幅度，进而影响铁路货车采购需求。短期来看，2020 年铁路货

车行业在铁总《三年货运增量行动方案 2017-2020》、“公转铁”等政策刺激

下，行业产能利用率有所修复，整体有望保持较高的景气度。但随着 GDP 增

速下滑，增量目标的逐步完成，2020年之后 2-3年铁总的货车采购需求面临不

确定性。中长期来看，铁路专线项目建设完成有助于推进铁水多式联运，带动

铁路货运周转量占比提升，从而释放部分铁路货车采购需求。 

此外，预计未来 10 年货车年需求量在 5.5 万辆左右，相比目前 6.85 万辆

的产能，处于供需弱平衡状态。铁路货车行业未来有进一步重组可能，中车集

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内部低端货车产能企业面临洗牌出局。 

3.2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风险：宏观经济低迷将影响煤炭、矿石等铁路货运主要货品需求，

从而拉低铁路货车需求。 

铁水联运推进不力风险：铁水联运推进不力将使铁路货运在未来中长期丧

失增长点，行业需求将降至目前 1/3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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