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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制造 2025”铁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与研究
秦　岚　王文杰　叱培州

（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4099）

摘要：随着我国现代科技水平的迅速发展，铁路装备制造业已成为现代工业化的标志，被广泛地应用于各行各业，其发展趋

势必将引领装备制造企业的全面转型和技术进步，为在《中国制造 2025》战略下，促进铁路装备制造业在科研能力和市场竞争方

面迈上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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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装备制造业的研究背景

《中国制造 2025》的战略方针于 2015 年被李克强提出，

中国制造业将根据该文件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三步走的战

略目标，迈向一个新的台阶，这表明中国制造业正在加速产业

升级，由重工业向轻工业转变、高能耗向低能耗转变、技术创

新行业向服务行业转变，完成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的任

务。纵观中国近现代发展史，我们常提到“落后就要挨打”的

道理，这是中国人民几百年来血和泪的教训，因此提高我国国

际竞争力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提高中国国际竞争力主要

体现在中国工业产品贸易的提高，因此想要实现工业现代化，

就必须提高本国的工业竞争能力。从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才进

入工业时代，此时由于错过了第 1 次和第 2 次的工业革命及前

期清政府的腐败，外国正在开发内燃机、蒸汽机等工业产物，

而我国却还处于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在工业方面远远落后于

西方国家，所以自近代史以来我国借鉴西方工业体系，经过十

几年的努力，成功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装

备制造产业是整个工业运转的核心部分，为整个工业领域提供

生产所需的产品设备，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和产业支柱，同时也

体现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领域的重中之重，主要设计的领域有铁

路交通运输业、社会基础设施制造业、航天航空专用材料 / 器

具制造业等方面，其涉及面之广，产业链之长，担负着我国制

造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其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

综合实力。我国制造业主要得益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和

全球产业格局的转变，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体系的重要支柱产业。从长期来看我国的

整体收入规模都在较上一年同比缓慢增长。 虽然从 GDP 的增

长可以看出我国已是制造业的大国，但是我们要清醒的认识中

国的制造业和西方发达国 家之间的差距：（一） 制造企业大

多均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效率低下，利润远比智能化产业少；

（二） 自主创新不足，如自主知识产品产权缺失，原创技术

或基础知识的研究较少，主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三） 产

业结构需要改善，这主要体现在低端产业产能过剩，高端产业

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四） 能源消耗较大，如环境保护投入、

社会基础设施的浪费、企业社会责任制度缺失等方面，据中国

机械工业联合国数据显示，中国制造行业主要从事低端产业设

备，大部分高端产业设备仍主要依靠进口，其中高端产业主要

包含集成电路芯片、大型采油设备等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故我

国就装备制造高端产业这一方面同国外技术存在较大差距。因

此，近年来我国颁布一系列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政策，加大扶

持智能装备产业力度，其中我国轨道交通铁路制造业占比较重，

现已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

二、基于“铁路”装备制造的发展状况

图 1　全国轨道交通分类

铁路运输是由专供火车或高铁等交通工具以机车牵引列车

在两条平行的铁轨上的一种陆上常见的运输方式。1909 年，

中国第一条低速铁路被建成—京张铁路，对中国铁路网线的建

设及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到 2008 年中国建成完全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速铁路，即高铁，这是铁路运输行业质的飞

跃，有助于构建扩大中国铁路路网的规模，更是提高铁路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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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附加服务装备设施的使用效率，从而可带动铁路装备制造

行业经济效益的提升。据最新数据统计，2011 年以来，我国

铁路营业里程由九点三万公里增长至 2018 年的十三点一万公

里，高铁营业里程由 2011 年零点七万公里增长至 2018 年二点

五万公里铁路（图 2），领先于其他国家路网的发展。但随着

现代工业铁路装备制造业需求的不断扩大，在高峰时期时铁路

客运及货运除了存在一票难求的情况外，还应提高周围机车及

铁轨服务基础设施的技术要求，故我国应当扩大铁路网线的建

设及对相关服务装备制造设施进行改进更新。基于此，近年来

我国政府不断地增加在铁路方面建设上的投资，进而也促进了

相关铁路装备制造行业的发展，使得铁路运输服务行业的智能

型、多样性、舒适性、方便性、创新型及绿色性不断增强。

图 2　中国高铁营运里程变化情况

三、铁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途径和目标

我国铁路装备制造业在未来几年内的发展依靠智能化、信

息化等高端技术平台，被广泛应用于与铁路相关的“三新”方面，

即新材料、新技术和新工艺，重点主要研发成熟建议、安全便携、

节能绿色的铁路装备制造系列产品，扩展“制造 + 服务”商业

模式，从而建立领先于世界的铁路装备产业的创新完整体系。

（一）实施创新驱动

研究符合中国市场及标准的铁路装备制造业的新产品，其

产品应具有安全、绿色、智能等特点；研究铁路装备高效节能

的新技术，实现绿色智能铁路装备制造的工程应用研究中心；

研究火车高铁等车辆的车体、材料、制动系统等新技术，实现

铁路装备制造产业的产品升级；开发铁路运输基于以太网，无

线网的网络连接及故障灾害预警检测功能。

（二）推进智能转型

将工业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深度融合，全球开展网络化信

息服务铁路装备技术，使装备产品向安全、节能等技术方向发

展。借助大数据系统，促进我国铁路装备制造业的研究设计等

各个环节向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支持有条件的铁路交通企业

建设数字化、智能化工厂 / 车间。

四、总结与展望

铁路装备制造业作为工业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随着

现代信息技术的进步我国应率先开创铁路发展的新模式，一是

制造与服务业同步融合发展；二是促进信息化工业科技技术与

“制造 + 服务”商业创新模式相融合，加速中国铁路装备制造

业由“大”向“强”转变，有力的推动中国铁路高端装备制造

行业的产业升级，大力带动同铁路部门相关的电子信息产业、

材料工业等整体技术实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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