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 焦 轨 道 交 通 高 端 装 备 与 智 能 信 息 化 系 统 的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 ，2009年成为第一批 （股票代码：300011）

• ，专注于高端装备与智能信息化系统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

• 总部设在北京，在德国、中国设有

• 营销及服务平台遍布全国 城市与欧洲

•

• 员工数超过 ，其中 工程技术背景人员

• 覆盖轨道交通地面电气装备、车辆电气装备、信息化与智能检测、售后服务 – 



产品布局横跨地面电气装备、车辆电气装备与智能运维信息化领域，具备综合解决方案设计和供应能力

货车装载状态高清智能检测系统
货车装载状态高清视频监控系统

城轨车辆全景彩色图像智能检测分析系统

智慧车站

基于铁路6C规范的无接触式安全检测系统

电客车在线弓网检测系统

接触网检测系统

机车乘务员值乘标准化音/视频智能分析系统

轨道检测系统

轨旁车辆在线监测系统

通信电源

专用UPS系统
信号智能电源系统

制动能量管理系统

屏蔽门/安全门系统

车辆空调系统

车辆辅助电源系统

车辆专用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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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覆盖空间 亿元
2006年之前 <5亿

2011年之前 <30亿

现在 ~3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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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汉技术业务覆盖全球，涉及五大洲：中国、德

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智利、印度、荷兰、

土耳其、委内瑞拉、巴西、瑞典、美国、巴拿马、

新加坡、英国、瑞士、保加利亚、澳大利亚、乌

拉圭、希腊、匈牙利、沙特、阿根廷、津巴布韦、

格鲁吉亚、南非、巴基斯坦、越南、马来西亚、

安哥拉、纳米比亚、几内亚、苏丹、中国（香港、

台湾）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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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寿命周期30年计算 效率提高节省费用
（万元）

轻量化节省费用
（万元）

节能总费用
（万元）

单列车 165 19 184

25列 4,135 467 4,602

40列 6,616 747 7,363

60列 9,924 1,121 11,045

全生命周期节能降费经济效益可观

尺寸：2200*2000mm*660mm
重量：1400Kg
功率：160kVA + 20kW

功率体积密度：0.10 kW/l

功率重量密度：0.11 kW/kg

工频系统：工频地铁辅助变流器：

尺寸：1600*1500*610mm
重量：870kg
功率：220kVA+30kw

功率体积密度：0.16 kW/l

功率重量密度：0.25 kW/kg

中高频系统：中高频地铁辅助变流器：



高 清 彩 色 识 别 、  
智 能 分 析 、 深 度
学 习 ， 大 幅 提 高

检 修 效 率

“ 地 铁 医 院 ”



将 率 先 服 务 于

西班牙Talgo

德国庞巴迪

对全球气候变暖“零”伤害、更节能 打开50亿市场空间

天然制冷剂（二氧化碳CO₂  冷媒）环保空调机组
2018年12月8日样机发布

世界第一速度400Km/h高速高寒列车

德国联邦铁路客运列车

2017



面向轨道交通多个场景进行技术创新并对公司产品进行AI赋能，提升产品竞争力

面向智能应用

货车装载状态高清智能检测系统

铁路平交道口智能安全防护系统

铁路货车抱闸检测系统

城轨车辆360°智能检测系统

值乘标准化分析系统 ...

面向数据平台

网轨隧智能综合检测平台

轨旁综合智能检测平台

智能反恐平台

智能天眼监测平台

客运大数据分析平台 ...

面向智能装备

车辆智慧空调

接触网智能检测装置

智能引导装置

区域入侵智能预警机

铁路安防智能巡检机器人...

智慧站段解决方案 智慧物流基本解决方案车辆智能运维解决方案







13.59，56%7.37，31%

3.12，13%

新增中标24.08亿元

车辆电气装备

地面电气装备

智慧化解决方案

18.02, 65%

8.18, 30%

1.08, 3.96%

在手订单27.28亿元

车辆电气装备

地面电气装备

智慧化解决方案
收 入 下 降01

收 入 下 降8 . 1 5% ,对 应 毛
利 额 减 少3376万

费 用 增 长02
营 销 、 研 发 持 续 投 入 ，
销 售 费 用 、 研 发 费 用 增

长3657万

计 提 减 值03
项 目 计 划 调 整 、 经 营 策
略 变 化 、 账 龄 结 构 变 化
计 提 减 值 准 备1 . 1 2亿

净利润/-1.96亿元

2.76, 22%

3.72, 29%

6.16, 49%

0.05, 0%

营业收入12.69亿元

智慧化解决方案

地面电气装备

车辆电气装备

其他



1.《“十四五” 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指出，目标是到2025年，主要采用250公里及以上时速标准的高速铁路网对50万人口以上城市覆盖率达到 95%以上，

普速铁路瓶颈路段基本消除；铁路营业里程将从2020年的14.6万公里发展为16.5万公里， 其中高铁营业里程将从3.8万公里发展为5万公里。

2.《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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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铁路网20万公里左右，其中高

铁7万公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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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他文件



1.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国际公认的低能耗、大运量的绿色交通，以其速度快、效率高、污染小等特点，成为绿色出行首选。2022 年城轨交通客运量占公共交通客运总量的
分担比率为45.82%，比上年提升2.42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南京、北京、杭州、南宁、  10个城市城轨交通客运量占公共交通的分担比率
均超过 50%。
2.2022 年，在建项目的可研批复投资累计46208.39亿元，在建线路总长度6350.55公里。在建项目可研总投资与过去10年累计投资额相当，建设总量客观。
3.《“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新增城际铁路和市域（郊）铁路运营里程 3000 公里，新增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3000 公里，按照城轨协会同
口径，预计十四五期间新增4500公里。
4.中国城轨协会预测，“十四五”期末城轨交通运营线路规模将接近1.3万公里，未来3年投资约超过2万亿。相比铁路投资，城轨市场伴随城市化发展、稳增长预期、政府
融资方式多元，中短期内，城轨（含市域）建设有望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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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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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各个城市城轨交通规划线路规模(公里)

• 从在实施规划线路的规模来看，27个城市建设规划在实施规模超100公里，其中：
重庆市由于市域快轨项目的连续启动，在实施规划线路长度达到779.54公里；
上海、广州、深圳在实施规划线路长度均超过300公里；
宁波、北京、成都、天津、武汉、南京、青岛7市实施规划长度均超过200公里；
济南、合肥、厦门、郑州、沈阳、苏州、西安、佛山、无锡在实施规划线路长度均超过150公里

• 随着城市中心与县郊互联互通越来越密切，市域快轨的建设逐步迎来快速发展期，实施规划线路中市域快
轨1892公里，占比28.25%，占比近5年来逐步上升

• 18个城市的建设规划在实施项目的科研批复总投资均超过1000亿元，其中：
广州、上海两市建设规划在实施项目的可研批复总投资均超过3000亿元，两市总投资合计超6000亿元，占
全国建设规划再实施项目可研批复总投资额的14.97%；深圳、北京两市建设规划在实施项目的可研批复总投
资均在2000亿元以上。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城市化率提升拉动城市轨交建设
对标发达国家及其大型城市，城镇率的提高将必然带来城市公共交通的繁荣发展和轨道，交通密度的提升。借鉴国际发达城市的城市轨交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城市化

率越高的城市往往轨交密度也相对越高。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普遍在 80%左右，中国的城市化率目前还不到 70%，以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为参照，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近 20 年，中国的城

镇化率逐年稳步增长，从 1980 年的 19.4%，提升至 2022 年的64.7%。大中城市的人口虹吸效应逐渐明显，随着各大城市不断发布人才吸引政策，预计未来我国的

城镇化率仍将继续提高。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中国城市化率进程

0% 20% 40% 60% 80% 100%

日本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德国

中国

与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对比

数据来源：iF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