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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维度带你“拆解”“复兴号” 
“匠心制造”系列报告之九 
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 

2007 年至今，“和谐号”驰骋的十年代表了中国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十年。
2017 年 6 月 26 日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率先在京沪高铁两端双向首
发。9 月 21 日起全国铁路调整新运行图，“复兴号”标动在京沪高铁率先
实现 350 公里时速运营，中国高铁产业再次迈上新台阶。中国铁路动车组
由最初引进的 1、2、3、5 系列发展到 380A/B/C/D 系列，再发展到今天的
中国标准动车组 CR400AF/BF 系列，中国用 10 年时间基本走完了其他国
家 50 年的高铁发展之路。 

 

“体验维度”解析：乘客体验全面升级的高铁“新贵族” 

“复兴号”两款型号的“高颜值”外形设计备受关注，其中“海豚”动车
组列车采用银色涂装和红色条纹装饰，“金凤凰”动车组列车是白色涂装和
少见的金色装饰。同时，“复兴号”在灯光和装饰等细节方面有了全新的设
计，CR400AF 系列动车车型是基于新干线 E2-1000 的技术，灯光也沿用
了其的冷色系列调照明系统；而复兴号 CR400BF 使用的暖色调是近几年
的新趋势，有理论证明暖色调更接近日光颜色的灯光可减少人眼的疲劳。
此外，CR400AF/BF 的座位指示牌换成了电子屏幕，将来将实现与车票系
统联动。两个型号的“复兴号”列车的座位随车插座也做了较大改变。 

 

“技术维度”解析：在“吸收消化再创新”的道路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中国的第一代高速动车组源于大规模的海外技术引进，第二代在吸收消化
了引进技术后更加契合我国铁路运营实际情况，第三代 CR400AF 及
CR400BF 分别是四方股份及长客股份在原系列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化优化
设计而研制的，在中国标动涉及的 254 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 84%。
“复兴号”的上线不仅标志着我国已全面系统掌握高铁核心技术，产品已
达国际一流水平，也树立了中国高铁自主研制的标杆，为高铁“走出去”
步伐的提速提供了坚实基础。 

 

“复兴号”VS“和谐号”：速度升级，互联互通 

牵引传动系统是动车组的动力源，“复兴号”最高试验时速可达 400 公里以
上，得益于其拥有一整套轻量化、低噪音、高效能、低维护成本的高端动
力系统。同时，在我国高铁运营中动车重连需求非常大，由于“和谐号”
各车型技术源头各异，在过去十年中动车组难以“互联互通”的问题异常
突出。“复兴号”的设计标准化能够实现不同型号之间的重连，为动车组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普遍互联互通提供了保障。 

 

“产业维度”解析：轨交运维平台型企业神州高铁有望成为核心受益标的 

神州高铁是目前国内唯一涵盖全产业链的轨道交通运营维护平台，在轨交
领域深耕二十年，现拥有机辆、线路、信号、供电、站场、大数据和工业
服务七大专业集团，围绕“智能设备、产业大数据和工业服务”三大业务
实施了专业集团分工、市场体系变革、商业模式创新等举措。在“复兴号”
逐步推广及我国高铁“再提速”背景下，动车组车辆密度有望加大，同时
检修强度及频率也将显著提高，双重因素将共同扩大轨道交通运维市场空
间，考虑到公司显著的业内竞争优势，神州高铁有望成为“复兴号”高速
时代下轨交产业的核心受益标的。 

 

风险提示：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不及预期，动车组招标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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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 

 

“和谐号”发展的十年，是中国铁路跨越式发展的十年。2007 年，伴随着中国铁路第六

次大提速，和谐号动车组作为我国铁路全面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取得的重大成果，开始成为

中国高铁产业的核心力量，中国铁路也正式进入高铁时代。十年来，高铁发展存在着一定

的阻力，但是总体上发展得非常迅速。中国铁路动车组由最初引进的 1、2、3、5 系列发

展到 380A/B/C/D 系列，再发展到今天的中国标准动车组 CR400AF/BF 系列，中国用 10

年时间基本走完了其他国家 50 年的高铁发展之路。 

 

“复兴号”横空出世，开启中国 350 公里运行时速的新时代。2017 年 6 月 26 日，中国

标准动车组“复兴号”率先在京沪高铁两端的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双向首发，分别担当

G123 次和 G124 次高速列车。9 月 21 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启用新的列车运行图，“复兴

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率先实现 350 公里时速运营，京沪之间全程运行时间缩短至 4.5 小

时左右。我国成为世界上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的国家。 

 

图表1： “复兴号”与“和谐号”基本参数对比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 和谐号动车组列车 

设计寿命 30 年 20 年 

列车线型 全新低阻力流线型头型和车体平顺化设计 —— 

列车容量 列车高度 4050 毫米 

列车二等座靠背高度较和谐号增加 20 毫米 

列车高度从 3700 毫米 

能耗 每人每百公里耗电 3.15Kwh 

(较和谐号下降 17%) 

每人每百公里耗电 3.8Kwh 

阻力比 较和谐号降低 7.5%－12.3% —— 

舒适度 空调系统充分考虑减小车外压力波的影响，通过隧道或交会时减小耳

部不适感； 

列车设有多种照明控制模式，可根据旅客需求提供不同的光线环境。 

照明控制模式为冷色调，无法提供不同的光线环境。 

车载 Wi-Fi 网络 有 无 

信息化车况感知 设置有智能化感知系统，建立强大的安全监测系统，全车部署了 2500

余项监测点； 

为全方位、多维度故障诊断、维修提供支持 

全车部署 1000~2000 个监测点， 

高铁座位表 数字化显示屏(可实现与票务系统联动) 纸质化座位标识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复兴号”开创了我国动车组的命名新规则。就“复兴号”和“和谐号”的型号命名规则

而言，“复兴号”型号命名增加英文字母 F，其对应的中文意思为分，代表其动力是分散

电动型。复兴号作为中国标准动车组，按照 2016 年 11 月底中国铁路总公司新的动车组编

制命名规则，新型自主化动车组均采用“CR”开头的型号，“CR”是中国铁路总公司英

文缩写，也是指覆盖不同速度等级的中国标准动车组系列化产品平台。而未来的中国动车

组都会采用类似命名，包括 CR200、CR300、CR400 三个子系列，分别对应 100-200 公

里、200-300 公里、300-400 公里的时速等级。 

 

除现已下线运营的 CR400 系列平台，未来中国还将打造的其他适合中国国情、中国国土

情况的高铁运营平台。它们分别是时速 250 公里的平台以及时速 160 公里的标准动车组

平台。三大系列平台的组建将加速推动中国高铁未来进一步实现自主化、标准化、系列化

的发展进程。 

 

图表2： 中国未来的 CR 系列平台 

类型 时速(km/h) 适用的轨道交通路线 

CR200 平台 160 市域铁路轨道交通 

CR300 平台 250 京津、沪宁等城际铁路轨道交通 

CR400 平台 350 京广线、京沪线等国内交通主干线 

资料来源：国家铁路局，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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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维度”解析：乘客体验全面升级的高铁“新贵族” 
 

“复兴号”两款型号的“高颜值”外形设计备受关注。其中，一种是采用银色涂装和红色

条纹装饰，红色代表革命的颜色，车头形状比较锐利，型号为 CR400AF，由中车青岛四

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四方股份）研制，也被称为“海豚”动车组列车；另一种是

白色涂装，同时有少见的金色装饰，型号为 CR400BF，由中国北车集团长春轨道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长客股份）研制，也被称为“金凤凰”动车组列车。其主要特征区别是：“海

豚” CR400AF 头部玻璃平、侧面有一条凸尖线，而“金凤凰”CR400BF 头部玻璃凸、

侧面比较平缓。这两种列车的车身上不再设有“CRH”和“和谐号”字样，而是变成了“CR”

和“复兴号”。与此同时，中国北车唐山轨道客车有限责任公司（唐车公司）也正在对其

生产的列车进行试验测试。 

 

图表3： CR400AF 复兴号与 CRH380A 和谐号对比图  图表4： CR400BF 复兴号与 CRH380B 和谐号对比图 

 

 

 

资料来源：国家铁路局，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铁路局，华泰证券研究所 

 

“复兴号”在灯光和装饰等细节方面有了全新的设计。CR400BF 车体内最大的变化是灯

光和装饰的细节，和之前在京沪高铁上主力运营的“和谐号”CRH380A/AL 车型相比，“复

兴号”的车厢灯光从偏白色的冷色调换成了较黄的暖色调。CRH380A 系列动车车型是基

于新干线 E2-1000 的技术，灯光也沿用了其的冷色系列调照明系统；而复兴号 CR400BF

使用的暖色调是近几年的新趋势，有理论证明暖色调更接近日光颜色的灯光可减少人眼的

疲劳。 

 

图表5： 复兴号 CR400BF 的二等座车厢内饰  图表6： 和谐号 CRH380A 二等座车厢内饰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此外，CR400AF 与 CR400BF 的座位指示牌换成了电子屏幕，未来可以实现与车票系统

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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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 CR400BF 的数字式座位号码和车窗灯管照明灯  图表8： 和谐号 CRH380A 座位号码和车窗灯带型照明灯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两个型号的“复兴号”列车的座位随车插座也做了较大改变。原先在部分高铁动车组列车

上不存在电源插座，部分动车组列车上的电源插座必须弯下腰才能够着；而在复兴号上，

除了二等座后有不间断供电的标准 220V 三相及两相交流电标准插座，在座位之间增设电

源插座并附有 USB 接口，伸手就能够到，方便给手机充电。 

 

图表9： CR400BF 座位间的 USB 接口  图表10： 和谐号 CRH380A 座位后排的三相插座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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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维度”解析：“复兴号”是怎样“炼成”的？ 
 

漫漫研发路：吸收消化再创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中国的第一代高速动车组源于大规模的海外技术引进。2006 年左右中国大规模引进日本、

法国、德国等国高速动车组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后生产的一批动车组，主要分为青

岛四方庞巴迪（BST）公司的 CRH1 系列、四方股份的 CRH2 系列、唐车公司的 CRH3

系列和长客股份的 CRH5 系列。 

 

 CRH1 系列动车组是原铁道部在 2004 年向加拿大庞巴迪运输、青岛四方庞巴迪铁路

运输设备有限公司订购的。旨在推进中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 

 CRH2 系列动车组是原铁道部向日本川崎重工、中国南车集团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订购的。 

 CRH3 系列动车组是原铁道部向德国西门子交通集团、中国北车集团唐山轨道客车有

限责任公司订购的，旨在营运新建高速城际铁路及客运专线。 

 CRH5 系列动车组是原铁道部向法国阿尔斯通、中国北车集团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订购的，采用动力分散式设计，以芬兰铁路的 SM3 动车组为原型。  

 

图表11： 中国第一代高速动车组列车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第二代高速动车组吸收消化了引进技术后，更加契合我国铁路运营的实际情况。第二代高

速动车组编号以 CRH380 开头，其中 CRH380A(L)系列为四方股份研制，CRH380B（L/G）

系列为唐车公司、长客股份研制，CRH380CL 为长客股份研制，CRH380D 为青岛四方庞

巴迪（BST）生产。 

 

第三代高速动车组 CR400AF及 CR400BF分别是四方股份在原 CRH2系列以及长客股份

在原 CRH5 系列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化优化设计而研制的。复兴号是中国标准动车组列车，

由中国铁路总公司主导、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牵头 20 余家单位联合历经 3 年研制而成、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高速动车组。旨在针对中国高铁的运营特点，制定中国高

铁标准。根据中国铁总的资料显示，中国标准动车组涉及的 254 项重要标准，中国标准占

84%，高铁正式迈入中国标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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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 中国第二代高速动车组列车  图表13： 中国第三代高速动车组列车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14： “复兴号”的研制历程 

时间节点 发展历程 

2013 年 6 月 “中国标准”动车组项目正式启动，确立“中国标准”动车组要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准体系 

2013 年 12 月 时代感、现代感、流线感、高速感、简洁清爽感的总体技术条件制定完成 

2014 年 9 月 方案设计完成 

2015 年 6 月 “中国标准”动车组正式下线 

2015 年 7 月 开展时速 160 公里及以下型式试验 

2015 年 9 月 开展型式试验和运用考核 

2015 年 11 月 开展包括动力学、空气动力学、牵引、制动、安全、噪声、动应力等动态高速和重载试验  

2015 年 11 月 中国标准动车组在大西客运专线跑出 385km/h 试验速度 

2016 年 7 月 中国标准动车组在郑徐高铁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境内跑出了 420km/h 的交会试验 

资料来源：国家铁路局，华泰证券研究所 

 

中国高铁是在“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道路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加拿大庞巴迪、

德国西门子交通、日本川崎重工、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车型生产技术路径不同，中国用最

短的时间“兼容并蓄”，集各家之长。因此和谐号系列动车组可以说是国外产品平台，由

于合同条约限制，那时候所谓的“中国高铁”只能在中国境内销售，根本无法进入国际市

场，无法成为代表“中国制造”、“中国高铁”的品牌。而如今复兴号则不同，国产化率达

到较高水平，作为具有中国血统的动车组，以后在国际上可以与诸强争雄。“复兴号”的

上线不仅标志着我国已全面系统掌握高铁核心技术，产品已达国际一流水平，也树立了中

国高铁自主研制的标杆，为高铁“走出去”步伐的提速提供了坚实基础。 

 

“复兴号”有哪些核心零部件及关键制造技术？ 

 

中国标准动车组是当今世界制造业尖端技术的高度集成，涉及牵引、制动、网络控制、车

体、转向架等 9 大关键技术，以及车钩、空调、风挡等 10 项主要配套技术。 

 

为了确保运行安全，中国标准动车组进一步增加了主动安全与被动安全措施： 

 列车设计严格遵循安全标准，包括防火、防碰撞、动力学等方面，提高列车可靠性，

具备失稳检测、烟火报警、轴温监控、受电弓视频监视等安全防护功能，安全防护设

计更为完善。 

 按照“故障导向安全”的原则，优化了智能化感知系统，能全面监测列车运行状况，

实时感知列车状态。列车出现异常时，可自动报警或预警，并能根据安全需求自动采

取限速或停车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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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关键核心部件 CW350（D）齿轮箱的研发制造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汽研”）旗下重庆凯瑞车辆传动制造有限

公司（简称“凯瑞传动”）是“复兴号”自主关键核心部件—CW350（D）齿轮箱研发制

造单位之一，长达 400 多米长的高铁列车主要依靠 CW350（D）齿轮箱来传动。 

 

据了解，从 150km/h 到 250km/h，再到 350km/h，列车时速每提升一个等级，对齿轮箱

润滑、抗冲击、密封、冷却等方面的要求都会有质的不同。仅以 CW350（D）齿轮箱铝合

金箱体为例，必须进一步提高内在组织的致密性及应力分布均匀性，否则高速行驶状态下，

就容易出现振动、疲劳裂纹。 

 

图表15： 复兴号搭载的自主化研究成果 CW350（D）齿轮箱 

 

资料来源：凯瑞传动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但此前，350 公里以上动车组列车齿轮箱几乎全部由国外公司垄断，高铁技术虽然在欧洲

或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经过了验证，但面对中国复杂的高铁运营、环境气候，屡屡出现“水

土不服”而经常需要更换齿轮箱，而新齿轮箱又需要从外国购入。 

 

凯瑞传动研发团队有着 20 年的技术积淀，产品覆盖城轨、高铁等各种制式轨道车辆传动、

基础制动、联轴器和关键零部件，相关产品在重庆单轨 2、3 号线、长春、沈阳、成都、

埃塞俄比亚等国内、国际项目上得到广泛应用。针对于 350km/h 试验速度的标准动车组

列车进行了无数次的摸索、筛选和工艺路线优化，最终，创新集成了 15 项关键设计，制

造出了符合中国高铁运营环境要求的高强度、耐冲击、耐低温铝合金箱体。凯瑞传动在

2015 年 5 月率先制造出 8 台 CW350（D）样机交付长客，并通过了随后的 60 万公里的

严苛考核。通过“复兴号”齿轮箱研发制造，凯瑞传动获得 6 项专利，全面系统掌握了高

铁齿轮箱关键技术，构建了自主研发体系，形成了核心竞争能力。 

 

颜值时代——新材料让“复兴号”更美观、更舒适 

 

今创集团为“复兴号”生产了 49 列整车内饰以及 60%车外设备。除座椅、上部墙板外，

几乎全部的内装产品由今创集团生产。8 列车厢的短编标准动车组共计释放订单 49 列，

长客股份拿到 24 列订单，中车四方拿下 25 列订单。今创集团为标准化动车组项目提供

49 列列车的车外塞拉门、外端门、车下铝蜂窝地板、车内所有模块（含盥洗室）、内端间

壁、外端间壁、配电盘、客室中顶板、平顶板、型材出风口、3D 蜂窝窗下墙板、信息显

示玻璃圆头、中顶主风道、客室行李架、柜门压条及踢脚板。 

 

和以往和谐号动车组内饰相比，今创集团在材料选用技术应用领域较为领先的新材料——

玻璃纤维预浸料加纸蜂窝结构，该材料具有强度高、密度小、重量轻等特点。与此同时，

新材料的运用可以减轻车身重量，减低耗能，提高车速，更加环保，科技含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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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设计亮点就是造型设计更加新颖别致。一等车整辆车采用双层内嵌式椭圆型顶部

造型，周边镶嵌大型椭圆型灯具，整体造型线条简洁而明快，极富现代气息。二等车整体

依然采用双层内嵌式椭圆造型，但照明灯具有别于一等车的奢华，而是选用稍小的椭圆灯

具均匀分布在顶部，令人倍感温馨而舒适。 

 

图表16： 复兴号一等座弧形车灯 

 

资料来源：今创集团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减震器为纯中国血统“复兴号”保驾护航 

 

常州中车戚墅堰研究所全程参与了“复兴号”研发、制造，主要为“复兴号”提供了齿轮

传动系统、踏面清扫装置、车钩缓冲装置、减振降噪装置等一系列确保其安全、舒适运行

的关键部件。 

 

车钩缓冲装置具有链接车厢的作用。与“和谐号”标准不同的是，“复兴号”的车钩缓冲

装置添加了压溃管，这个装置和汽车的安全气囊相似，遇到激烈撞击，它会自动膨胀，把

能量进行吸收，起到保护车厢的作用。每个车钩缓冲装置配备两个压溃管，每个压溃管能

吸收上千吨的压力。 

 

“复兴号”VS“和谐号”：速度升级，互联互通 

 

速度升级：高端动力牵引打造大国时速 

 

牵引传动系统是动车组的动力源，复兴号的速度升级与之密不可分。“复兴号”中国标准

动车组最高试验时速可达 400 公里以上，得益于其拥有一整套高端动力系统，而说起高端

动力，就不得不提及中车株洲电机。2010 年 12 月 3 日，CRH380AL 动车组在京沪高铁

枣庄至蚌埠间的先导段进行联调联试和综合试验，装备了中车株洲电机研制的 YQ-365 型

牵引电机的列车曾跑出 486.1 公里的世界铁路最高运营试验时速，至今记录尚未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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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量化、低噪音、高效能、低维护成本的强劲牵引装备，将助力“复兴号”恢复高铁 350

公里时速。2016 年 7 月 15 日，两列中国标准动车组在郑徐高铁的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境

内段跑出了 420km/h 的冲高交会试验新速度，这得益于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自主研制

的 YQ-625 牵引电机。目前 YQ-625 牵引电机装备在 CR400AF 型中国标准动车组上，功

率从之前的 9600 千瓦提升到 10000 千瓦以上，优化了内部磁场分布和通风冷却结构以及

新型轻质材料的应用，攻克了高效率、低噪音、大扭矩等关键技术，牵引动力强劲，配套

于 CR400AF 型中国标准动车组的 TBQ67-6300/25 牵引变压器通过采用整体弹性悬挂、

一体化层式绕组、本体与冷却系统一体化设计，实现了产品的小型化、扁平化、高舒适度、

高可靠性设计。 

 

图表17：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YQ-625 牵引电机  图表18： TBQ67-6300/25 牵引变压器 

 

 

 

资料来源：中车株洲电机，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车株洲电机，华泰证券研究所 

 

基于中国多年高铁运营的实践，“复兴号”动力分配科学合理。“和谐号”的动力分配有 6

动 2 拖，也有 4 动 4 拖，而 “复兴号”动车组的动力分配统一为 4 动 4 拖，无论是 4 节、

8 节还是 12、16 节编组，均可以自由组合。经过了 10 年高铁的摸索，“和谐号”的动车

组头车通常是动车。但结合实际运营情况，得到的数据反馈显示告诉列车在行驶时最前面

的车轮最易打滑。因此“复兴号”将头车改为拖车，减少了空转，也更有利于保护轮轨。

车轮空转的减少也利于“复兴号”维持更高的运行速度。 

 

互联互通：开启中国高铁完全重联运行新模式 

 

在我国高铁实际运营当中，动车重连的需求非常大。动车重联，原因主要和线路以及运力

有关。如上海到西安的动车组列车与北京到西安的动车组列车，到达郑州后，均开往西安

方向，若不进行重联发车，就要发两班次，而且根据客流量，两趟车次都难以维持运营平

衡。于是，在郑州进行动车组重联，在郑州到西安这一段路上，合并为一列，保障客流量

有运营平衡就能解决。反之，列车从西安返程，到达郑州后拆分成两趟车，一路向北至北

京，一路向东至上海。同理，杭州至成都，深圳至成都，厦门至成都，均经过长沙，动车

组列车在长沙重联，返程是重联列车在长沙拆分，分别驶向杭州、深圳及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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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9： 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营线路 

 

资料来源：国家铁路局，华泰证券研究所 

 

由于“和谐号”各车型技术源头各异，在过去十年中动车组难以“互联互通”的现状给铁

路系统带来了诸多困扰。“和谐号”因为基于不同国家的技术来源，生产时借鉴其技术资

料，不同型号的和谐号动车组列车电路结构、机械结构不相同，导致不同型号之间的和谐

号动车组列车是无法连接在一起运行的，针对列车的救援、车组人员的训练培训等存在大

量的重复性工作，同时车用机械动力设备实际上也存在大量冗余，而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

近 10 年。 

 

例如，由于引进的 CRH2 型车与 CRH3 型车定员不同，CRH2 型车有 610 个座位，而 CRH3

型车却只有 556 个，列车运行途中突然发生故障，不得不中途更换车体。导致切换备用动

车组上，存在 50余名旅客无法拥有与车票对应的列车座位。不仅如此，CRH2型车与CRH3

型车各成一体，旅客界面、司机操作界面、动拖比例等都完全不一样，车体无法互联互通

带来的麻烦还是个别现象、偶然现象，众所周知，动车组列车每天零点需要进入列车检修

基地进行系列检查，列车组没有做到简统化，意味着检修维护零部件尚未统型，检修基地

运用部门备品备件品种多，统一列车部位的零部件种类复杂不统一，同一种零件要准备至

少 5 种型号，零部件调度难分辨、易出错，检修维护复杂，购买成本高，不同型号的零部

件占据了检修所大量的仓库储存面积，这是动车检修部门每天的工作，也是动车检修部门

最大的麻烦。 

 

图表20： 相同型号重联运行的和谐号  图表21： 和谐号重联的机械挂钩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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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2： 和谐号 CRH2 型驾驶室  图表23： 和谐号 CRH3 驾驶室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复兴号”的设计标准化为动车组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普遍互联互通提供了保障。“复兴号”

采用的是新设计的自主化列车网络控制系统，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重新打造了中国自己

的研发平台、实验平台和制造平台；而“和谐号”是基于一定的国外软件开发平台来完成

网络系统软件的设计。这样一来，“复兴号”能够实行不同型号之间的互联互通，本务机

车的指令能够传到重联列车，重联列车能够把自己的工作状态反馈给本务机车，这样的话，

在这个自主开发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列车网络控制平台上，即使不是一个工厂生产的列车保

证相同速度等级时，列车也能重联运行。 

 

图表24： 复兴号标准化驾驶室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25： 标准动车组列车“复兴号”较“和谐号”的优势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列车 和谐号动车组列车 

重联性能 车辆统一互通互联(统一化的车钩机械连接

接口及电气借口) 

不同系列车型之间无法重联运行(同型号两组 8

辆短编组动车组可组成 16 辆编组长编组) 

故障救援性能及

救援设备 

可实现不同厂家生产的相同速度等级的动

车组重联以及不同速度的列车组相互救援 

列车因为机械结构不统一无法相互救援只能等

待救援列车 

工作人员培训 统一的司机操作界面及动车组工作模式，实

现互操作 

不同系列动车组产品驾驶设施不同，驾驶系统

及驾驶界面不同，无法实现司机同时操作多辆

列车 

车站设施 设施精简有效，是运营组织更灵活，提升了

动车组的设备利用效率，降低了运营成本 

车站设施针对不同车型重复建设多型号同类别

设施 

资料来源：央视新闻《了不起的高铁》，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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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车型 CCU 控制以及 MVB 网络通讯的同意下可以实现数据传输，因此列车行可以实现重

联运行也可以单编运行，因此这样可以根据客流量灵活调整运行模式，并且一旦出现列出

运行故障时，可以更好保障列车的维修。 

 

图表26： 基于自主化列车网络控制系统的动车组列车重联传递指令反馈系统架构 

 

资料来源：华泰证券研究所 

 

与此同时，“复兴号”与目前国内高速铁路的主力“和谐号”仍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

现在“复兴号”能与“和谐号”实现相互救援，但如果需要实现“复兴号”和“和谐号”

重联运行还需要保证列车网络控制系统的软件、通讯信号的一致性。 

 

图表27： 重联运行的 CR400AF  图表28： 重联运行的 CR400AF 与 CR400BF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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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维度”解析：“复兴号”背后有着怎样的投资机会？ 
 

高铁的建设阶段/步骤：基建—>铺轨—>车辆制造—>电气化配置—>运营及维护。从建设

周期来看，最先受益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桥梁隧道建设所涉及的工程机械、水泥、建

筑材料，其次是轨道铺设所涉及的钢铁、轨道生产加工、机床设备，还有运营前期的车辆

和配套设施采购，其中包括机车及车厢的生产、电气化信息信号设备以及计算机控制系统。

而在最终的运营养护环节中，动车组的零部件、养护耗材、车站运营将持续获益。 

 

根据铁总对高铁总投资的各项构成进行测算，其中基建部分占 40-60%（包含桥梁、隧道

和车站建设、铺轨等），占比最大；动车采购占 10-15%（包括整车、车轴、紧固件、控制

器件等零部件），其余部分占比为 25%-40%（包括通信、信号及信息工程、电力及电力牵

引供电等）。 

 

在基建过程中受益的行业主要有建筑工程、工程机械、钢铁、水泥、机床、电力等；动车

采购过程中主要受益的是动车生产企业以及相应的零部件企业；电气化配置过程中主要受

益的行业有电网、电气控制、信息技术系统等；运营和维护主要包括检测维修、养护耗材、

相关易损设备、周边服务设备（如车票打印机）等相关行业。 

 

图表29： 高铁产业的三大板块 

 

资料来源：神州高铁，华泰证券研究所 

 

高铁系统主要由六大核心系统构成，分别是基础设施（站场、轨道等）、动车组、牵引供

电、通信信号、客运服务系统及运营调度。六大核心系统在铁路的运营中发挥着各自重要

的作用，系统之间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各系统既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其中

标准动车组系统又可以分为车身结构、转向架、制动系统以及其他部件包括门窗座椅；牵

引供电系统可分为牵引系统、电器控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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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0： 高铁六大系统构成  图表31： 高铁六大系统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华泰证券研究所 

 

图表32： 动车组设备拆解及相关制造厂商 

 

资料来源：中国中车官网，华泰证券研究所 

 

在高铁装备制造及运营维护领域，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上市公司主要包括： 

 

 动车组整车制造 

 

中国中车[601766.SH]：公司承继了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全

部业务和资产，是全球规模最大、品种最全、技术领先的轨道交通装备供应商。主要经营

铁路机车车辆、动车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工程机械、各类机电设备、电子设备及零部

件、电子电器及环保设备产品的研发、设计、制造、修理、销售、租赁与技术服务；信息

咨询；实业投资与管理；资产管理；进出口业务。是国内铁路装备制造龙头企业，“复兴

号”制造下线使其业务迎来新成长。公司 2016 年营业总收入为 2297.2 亿元。 

 

 转向架 

 

转向架是轨道车辆结构中最为重要的部件之一，其主要作用如下： 

1） 车辆上采用转向架是为增加车辆的载重、长度与容积、提高列车运行速度，以满足铁

路运输发展的需要； 

 

2） 保证在正常运行条件下，车体都能可靠地坐落在转向架上，通过轴承装置使车轮沿钢

轨的滚动转化为车体沿线路运行的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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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撑车体，承受并传递从车体至车轮之间或从轮轨至车体之间的各种载荷及作用力，

并使轴重均匀分配。 

 

4） 保证车辆安全运行，能灵活地沿直线线路运行及顺利地通过曲线。 

 

5） 转向架的结构要便于弹簧减振装置的安装，使之具有良好的减振特性，以缓和车辆和

线路之间的相互作用，减小振动和冲击，减小动应力，提高车辆运行平稳性和安全性。 

 

6）充分利用轮轨之间的粘着，传递牵引力和制动力，放大制动缸所产生的制动力，使车

辆具有良好的制动效果，以保证在规定的距离之内停车。 

 

图表33： 转向架支撑动车组原理示意图  图表34： 转向架基本构造 

 

 

 

资料来源：国家铁路局，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国家铁路局，华泰证券研究所 

 

晋西车轴[600495.SH]：主要从事铁路车辆、车轴、轮对、转向架等产品的生产销售及自

营进出口业务，并在精密锻造和非标制造等方面具备较强的技术和装备实力。现为亚洲最

大火车车轴制造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 30%，占世界市场份额的 12%。公司 2016 年营

业总收入为 9.6 亿元。 

 

太原重工[600169.SH]: 中国著名的重型机械设备制造商之一，其主导产品大型起重设备、

挖掘设备、大型轧机油膜轴承、矫直机、管轧机等均居国内领先地位，也是国内唯一的同

时生产火车轮、火车轴的生产基地。公司 2016 年营业总收入为 4.3 亿元。 

 

 电气控制等设备 

 

康尼机电[603111.SH]：主营业务为轨道交通门系统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及提供轨道交通

装备配套产品与技术服务，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轨道交通门系统供应商。是轨交门

系统龙头企业。公司 2016 年营业总收入为 20.1 亿元。 

 

永贵电器[300351.SZ]：专业从事轨道交通连接器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主导产品包括铁路客车连接器、铁路机车连接器、城轨车辆连接器和动车组连接

器。公司 2016 年营业总收入为 9.6 亿元。 

 

鼎汉技术[300011.SZ]：从事轨道交通电源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和维护的高新

技术企业，主要业务包括：轨道交通信号智能电源系统、轨道交通电力操作电源系统、轨

道交通屏蔽门电源系统和轨道交通通信电源系统等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技术支

持服务业务。成功中标了武广客运专线、合武客运专线、郑西客运专线、石太客运专线、

广珠客运专线和胶济客运专线（部分）等项目。公司 2016 年营业总收入为 9.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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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部件 

 

今创集团[603680.SH]：主要从事轨道交通车辆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主

要产品包括车辆内装产品和设备产品，是轨道交通领域内饰设计、研发、生产规模及综合

配套能力方面的龙头企业。公司 2016 年营业总收入为 25.7 亿元。 

 

 轨道交通后市场 

 

神州高铁[000008.SZ]：以轨道交通运营维护及安全监测、检测为主业的平台化上市公司，

是我国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维护领域领先的系统化解决方案和综合数据服务提供商，专业致

力于轨道交通安全检测监测技术、数据采集及分析技术和智能化维护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公司下属十余家参控股子公司，形成了无损探伤、机器视觉监测、自动测量、环保清洗等

核心技术，产品和服务覆盖轨道交通机车车辆、工务、供电、信息化管理、大数据分析等

系列。是中国铁路后市场的龙头企业。公司 2016 年营业总收入为 18.8 亿元。 

 

康拓红外[300455.SZ]：公司是铁路机车车辆运行安全检测与检修行业设备供应商和解决

方案提供商，主要从事铁路车辆运行安全检测领域和机车车辆检修自动化领域相关设备的

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和服务。公司 2016 年营业总收入为 2.8 亿元。 

 

我们认为，“复兴号”逐步推广叠加我国高铁即将迎来的“再提速”，将给高铁产业链带来

持续性的积极影响，主要包括： 

 

 惠及动车组制造产业：高铁提速为动车组加密提供条件，动车未来招标规模更加乐观 

京沪高铁运力紧张，平均客座率超过 70%，二等座客座率超过 80%，超过 80%的客座率

基本意味着一票难求，京沪客运供需矛盾的加剧对京沪铁路提速与动车加密提出了客观要

求。京沪高铁全长 1318 公里，动车组密度为 1.05 辆/公里，提速为动车加密腾出空间，

与日本新干线密度 1.7 辆/公里对比，京沪高铁动车密度未来有望在 1.5 辆/公里甚至更高，

京沪高铁动车需求增加超过 40%。 

 

 惠及后市场运营维护产业：铁路维修成本与运营成本提升，动车高级修放量提前到来 

目前铁路维修后市场逐步放量，动车四级修、五级修等高级修即将迎来高峰期。铁总自身

维修体系在技术和人力上不能完全满足高级修要求，中国中车将主要承担高级修业务。京

沪高铁提速将加速高级修周期的到来, 原有的高级修总里程和总时间标准可能缩短，动车

的高级修高峰期有望提前到来。 

 

轨道交通运营维护平台型企业——神州高铁有望成为核心受益标的 

 

神州高铁是目前国内唯一涵盖全产业链的轨道交通运营维护平台，在轨交领域深耕二十年，

现拥有机辆、线路、信号、供电、站场、大数据和工业服务七大专业集团，围绕“智能设

备、产业大数据和工业服务”三大业务实施了专业集团分工、市场体系变革、商业模式创

新等举措。 

 

在“复兴号”逐步推广及我国高铁“再提速”背景下，动车组车辆密度有望加大，同时检

修强度及频率也将显著增大，双重因素将共同扩大我国轨道交通运维市场空间，考虑到公

司显著的业内竞争优势，神州高铁有望成为“复兴号”时代下轨交产业的核心受益标的。 

 

风险提示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不及预期，动车组招标进度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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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评级体系 

－报告发布日后的 6个月内的行业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 300指数的涨跌

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6个月内的公司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300指数的涨

跌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增持行业股票指数超越基准  买入股价超越基准 20%以上 

中性行业股票指数基本与基准持平  增持股价超越基准 5%-20% 

减持行业股票指数明显弱于基准  中性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5%之间 

  减持股价弱于基准 5%-20% 

  卖出股价弱于基准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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