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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行业点评报告模板 
《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发布，

催生交通领域结构性投资新赛道 

 交通运输行业 

  推荐  维持评级 

核心观点：   

⚫ 事件：2021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规划纲要》，到 2035年综合立体交通网将达 70万公里。 

⚫ 从“人便其行，货畅其流”到“人享其行，货优其流”，高品质交
通服务是交通强国建设的目标。《纲要》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形
成“全国 123出行交通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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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球 123快货物流圈”（国内
1 天送达、周边国家 2 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 3 天送达）”，意味
着从公众出行角度来看，城市交通网、高铁网、高速公路网、航空
网等基础设施具有持续完善的潜力，运输服务产品的差异化、多元
化需求将更加丰富；从货物运输角度来看，全球、区域物流网络体
系构建将迎来全新机遇。建议持续跟踪和把握此次纲要提出的“6
轴、7廊、8通道”高效率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2035 年达 70万公
里）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创新交通装备产业链发展、消费交通服
务升级、全球物流体系构建带来的投资机会。 

⚫ 碳中和背景下，低碳交通是未来交通强国建设的显著特征。基于国
家提出 2060年碳中和发展战略背景下，《纲要》明确提出了“加快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交通领域二氧化碳排饭尽早达峰”的要求。交
通运输行业是能耗和碳排放的三大行业之一，加快推进交通运输低
碳发展势在必行。我们认为，未来加快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推广新
能源交通装备、提升运输组织效率将成为重点。推荐专注内贸集装
箱的多式联运服务商中谷物流（603565.SH）。建议关注货车电动
化、氢燃料交通装备产业链投资机会。推荐打造传智能物流网的传
化智联（002010.SZ）。 

⚫ 数字经济时代，智慧交通是交通强国建设的核心动能。《纲要》明
确提出了“创新智慧”的要求。我们认为，未来中国交通的智能化、
信息化、数字化水平将有全面提升，随着 5G技术应用推广，智慧数
字交通产业有望率先迎来发展机遇。建议关注智慧高速公路、车路
协同、车辆网支付、全自动码头、无人机物流、共享出行等产业链
投资机会。 

⚫ 双循环战略下，开放合作交通是交通强国建设的应有特质。《纲要》
明确提出了“完善面向全球的运输网络”。预计未来跨境物流发展
空间将逐步释放，中长期来看，随着全球疫情逐步控制，国际旅行
需求将逐步恢复。建议关注跨境快递服务业、全球供应链服务等细
分领域，推荐综合性物流龙头的优质标的顺丰控股（002352.SZ）、
空代业务占比较高且积极布局跨境电商物流网络的华贸物流
（603128.SH），积极关注拥有较为完善的国际物流网络的中国外
运（601598.SH）；中长期看好环球旅行交通服务等领域的投资机
会，推荐全服务型航空龙头中国国航（601111.SH）。 

⚫ 风险提示：交通运输需求下降的风险，交通规划实施进度不及预期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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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report] 【银河交通王靖添团队】《数智物流，复苏出行

——2021 年交通运输行业投资策略》，2020 年

12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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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热点事件 

2021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到 2035 年综合

立体交通网将达 70 万公里。 

二、我们的分析与判断 

（1）从“人便其行，货畅其流”到“人享其行，货优其流”，高品质交通服务是交通强国

建设的目标。《纲要》明确：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便捷顺畅、经济高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

安全可靠的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实现国际国内互联互通、全国主要城市立体畅

达、县级节点有效覆盖。我们认为：纲要的核心就是提供高品质的交通运输服务。因此，未来

中国交通的基础设施升级、交通装备技术创新、运输服务精细运营都将迎来广阔发展机遇。如

《纲要》提出“到 2035 年，基本形成“全国 123 出行交通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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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全球 123 快货物流圈”（国内 1 天送达、周边国家

2 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 3 天送达）”，意味着从公众出行角度来看，城市交通网、高铁网、高

速公路网、航空网等基础设施具有持续完善的潜力，运输服务产品的差异化、多元化需求将更

加丰富；从货物运输角度来看，全球、区域物流网络体系构建将迎来全新机遇。建议持续跟踪

和把握此次纲要提出的“6 轴、7 廊、8 通道”高效率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2035 年达 70 万公

里）带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创新交通装备产业链发展、消费交通服务升级、全球物流体系构建

带来的投资机会。 

（2）碳中和背景下，低碳交通是未来交通强国建设的显著特征。基于国家提出 2060 年碳

中和发展战略背景下，《纲要》明确提出了“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交通领域二氧化碳排饭

尽早达峰”的要求。交通运输行业是能耗和碳排放的三大行业之一，加快推进交通运输低碳发

展势在必行。我们认为，未来加快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推广新能源交通装备、提升运输组织效

率将成为重点。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核算，公路运输碳排放占交通运输碳排放比例超 70%，分

客货运方式来看，货运碳排放占 75%左右，因此公路货运低碳化发展是未来重中之重。具体而

言：一是加快运输结构调整。主要促进实现公路中长途货运向碳强度较低的铁路、水路转移（公、

水、铁碳排放强度系数约为：10:2:1），铁路、水路运输需求量存在增加的潜力，铁路、水路

货运板块利好，特别海铁联运等多式联运将成未来国家鼓励的重点方式。推荐专注内贸集装箱

的多式联运服务商中谷物流（603565.SH）。二是推广新能源交通装备。一方面是继续推进纯电

动乘用车应用，另一方面加快公路货车电动化发展、深化氢燃料交通运输装备示范应用。建议

关注货车电动化、氢燃料交通装备产业链投资机会。三是提高运输组织效率水平。特别是在公

路货运领域，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提升货运组织效率将成为必然趋势。推荐打造传智能物流网

的传化智联（002010.SZ） 

（3）数字经济时代，智慧交通是交通强国建设的核心动能。《纲要》明确提出了“创新智

慧”的要求。2020 年 7 月，交通运输部印发了《数字交通发展规划纲要》，到 2025 年，交通

运输基础设施和运载装备全要素、全周期的数字化升级迈出新步伐，数字化采集体系和网络化

传输体系基本形成。交通运输成为北斗导航的民用主行业，第五代移动通信（5G）等公网和新

一代卫星通信系统初步实现行业应用。交通与汽车、电子、软件、通信、互联网服务等产业深

度融合，新业态和新技术应用水平保持世界先进。可以推测，未来中国交通的智能化、信息化、

数字化水平将有全面提升，随着 5G 技术应用推广，智慧数字交通产业有望率先迎来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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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关注智慧高速公路、车路协同、车辆网支付、全自动码头、无人机物流、共享出行等产业

链投资机会。 

（4）双循环战略下，开放合作交通是交通强国建设的应有特质。《纲要》明确提出了“完

善面向全球的运输网络”。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行动倡议的实践，沿线国家互联互通的

软制度和硬设施逐渐完善。截止目前，我国已与 125 个国家和 29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173 份合

作文件，合作范围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在基础设施方面，我国承建当

地公路新改建项目 50 余个，与世界 200 多个国家、600 多个主要港口建立航线联系，海运互联

互通指数保持全球第一。在运输服务方面，截止 2020 年底，中欧班列全年开行数量从 2013 年

80 列增加到 1.24 万列，民航航线开通数量显著提升。“一带一路”往来贸易日益频繁，人员

交流和货物流动稳步提升，预计未来跨境物流发展空间将逐步释放，中长期来看，随着全球疫

情逐步控制，国际旅行需求将逐步恢复。建议关注跨境快递服务业、全球供应链服务等细分领

域，推荐综合性物流龙头的优质标的顺丰控股（002352.SZ）、空代业务占比较高且积极布局跨

境电商物流网络的华贸物流（603128.SH），积极关注拥有较为完善的国际物流网络的中国外运

（601598.SH）；中长期看好环球旅行交通服务的投资机会，推荐全服务型航空龙头中国国航

（601111.SH）。 

三、风险提示 

交通运输需求下降的风险，交通规划实施进度不及预期的风险。 

 

 

 

 

 

 

 

 

 

 

 

 

 

 

 

 

 

 

 

 

 

 

 



  

 

行业点评报告/交通运输行业 

请务必阅读正文最后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免责声明。 
 

4 

分析师承诺及简介 

本人承诺，以勤勉的执业态度，独立、客观地出具本报告，本报告清晰准确地反映本人的研究观点。本人薪酬的任何部分过

去不曾与、现在不与、未来也将不会与本报告的具体推荐或观点直接或间接相关。 

王靖添，交通运输行业分析师，北京大学理学硕士。曾就职于中国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担任高级工程师、主任工程师。

2018 年加入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从事交通运输行业投资研究工作。 

 

评级标准 

行业评级体系 

未来 6-12 个月，行业指数（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公司组成的行业指数）相对于基准指数（交易所指数或市场中主要的指数） 

推荐：行业指数超越基准指数平均回报 20%及以上。 

谨慎推荐：行业指数超越基准指数平均回报。 

中性：行业指数与基准指数平均回报相当。 

回避：行业指数低于基准指数平均回报 10%及以上。 

公司评级体系 

推荐：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20%及以上。 

谨慎推荐：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超越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20%。 

中性：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相当。 

回避：指未来 6-12 个月，公司股价低于分析师（或分析师团队）所覆盖股票平均回报 10%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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