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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轨道交通装备关键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 

 

为推动我国轨道交通装备持续健康发展，提高技术水平和核心

竞争力，根据《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制定本方案。 

一、发展目标 

通过实施本方案，我国轨道交通关键技术装备创新能力及产业

化水平进一步提升，产品智能化、系列化、标准化迈出新步伐，产

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时

速 600 公里高速磁悬浮列车样车试制成功，智能高铁列车投入示范

运行，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跨座式单轨列车装备实现推广应

用，全自动运行系统实现升级换代，中国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体

系基本建立，检验检测能力有效满足产品研制和应用需要。 

二、主要任务 

重点围绕高速智能绿色铁路装备、先进适用城市轨道交通装

备、新型技术装备研发试验检测平台等领域，组织实施一批产业基

础好、掌握一定核心技术、市场潜力大、带动能力强的关键技术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进一步完善多样化、系列化的轨道交通装备体系。 

（一）发展高速智能绿色铁路装备 

研制新一代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悬浮列车，搭建悬浮导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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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供电等关键技术研发试验调试平台。研制智能高速动车组，推动

自动驾驶控制系统、智能化调度指挥系统等关键技术装备产业化，

形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研制时速 250 公里

等速度级别的中国标准动车组，打造系列化中国标准动车组。研制

中国标准高速综合检测试验列车，开展新技术装备搭载试验，提升

高速铁路动态综合检测能力。 

研制驮背运输专用车，提升车体、液压、电控、旋转等系统技

术水平，满足公铁运输快速衔接需要。研制时速 160 公里快捷货车，

突破棚车和集装箱平车等关键技术，完成货车型式试验及运用考

核。研制混合动力机车，突破柴油与电池、液化天然气、网侧受流

混合使用技术，实现示范应用。研制新型钢轨探伤车、钢轨打磨车、

隧道与桥梁检测车、接触网智能检修作业车等铁路养修装备，形成

批量生产能力。 

研发高速列车轴箱轴承，突破设计、制造、润滑、检测与试验、

状态监测等技术，形成批量化生产能力。开发新型复合材料车体配

套零部件、高均温性散热器等核心零部件及系统，推广先进制造工

艺，开展型式试验及装车运用考核，提升供给保障能力。 

（二）发展先进适用城市轨道交通装备 

开发中国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装备，完善技术标准体系，推动互

联互通和装备统型，重点开展 A/B 型地铁、市域快轨、中速磁悬浮、

跨座式单轨、有轨电车等制式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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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中速磁浮列车牵引系统、跨座式单轨列车牵引系统及车载

储能装置、有轨电车超快充储能系统、地铁制动能量储能系统等系

统部件，推广应用先进的产品制造工艺，开展型式试验及装车运用

考核，提升供给保障能力。 

研制中速磁悬浮全自动运行系统，重点突破中速磁悬浮列车测

速定位、设备状态在途监测及预警、远程安全控制及自愈等关键技

术。研制基于车-车通信的列车自主运行系统，推动列车自主运行条

件下车载信号系统和车辆系统的深度融合。 

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列车智能联控平台，开发列车健康信息系

统、操作系统和数据库等，推动基于通信的环境控制、视频分析、

火灾报警系统、设备管理、决策支持、优化控制等模块的综合集成

和示范应用。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综合运营与管理平台，推动列车运

营自动监控、综合维修和旅客服务信息系统一体化，提升综合运营

调度与维修能力。 

研制城市轨道交通综合检测列车，增强同步定位、数据传输和

分析功能，开展实时监测、综合测试和评估，满足线路联调联试、

验收等需要。开发城市轨道交通主动检测与智能维护系统，建立状

态修、预防修等运维模式，形成主动检测与运维技术标准和规范体

系。 

（三）构建新型技术装备研发试验检测平台 

建设轨道交通研发平台，围绕智能车间、智能工厂建设，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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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机车车辆关键系统及部件、高速道岔等工务装备、列控关键

系统及部件等领域的智能制造系统及装备，优化制造流程，形成人

机一体、集约高效的新型制造模式。 

建设高铁关键系统及部件试验检测平台，推动高速铁路关键设

备第三方测试、中国标准动车组互联互通地面试验验证，提升高铁

车辆、列车控制系统、移动通信系统（LTE-R)试验检测能力，满足

新技术、新产品试验检测及认证需要。建立基础设施动态检测设备

标定库标定线，提高检测设备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建立高速列车用

材料阻燃防火与环保性能评价实验室，完善防火安全设计和材料阻

燃性能、环保性能评价体系。 

建设城市轨道车辆及关键系统试验检测平台，建立城市轨道交

通测试实验室、全自动运行系统综合实验基地等，提高产品试验检

测能力，扩大重点产品认证覆盖范围，构建检测认证技术服务体系，

满足新产品开发及认证需要。 

三、重点工程 

（一）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悬浮列车研发试验工程 

由行业龙头企业牵头、联合有关单位，开展时速 600 公里高速

磁悬浮列车及关键装备研发试验，突破高速磁悬浮列车及核心部件

设计、制造技术，掌握调试、试验评估方法。 

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悬浮列车。构建高速磁悬浮列车技术平台，

推进整车集成、车体、悬浮架、电磁铁、悬浮导向、车载诊断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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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定位测速、车载供电等系统和部件的研制，试制时速 600 公里

高速磁悬浮样车，开展样车调试及试验。 

高速磁悬浮列车制造试验装备及调试试验线。构建高速磁悬浮

车体、悬浮架、列车总成工程化样车调试平台，悬浮导向、定位测

速、车载供电、走行系统等关键技术试验平台。建设高速磁悬浮调

试试验线，开展列车运行试验和考核。 

（二）高铁智能装备示范应用工程 

由用户牵头，联合有关单位，依托高铁工程建设，研发智能高

铁核心系统及装备，加快信息化、智能化技术集成，开展智能高速

动车组示范应用，形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推动高铁智能化发展。 

智能高速动车组。研制具备自动驾驶等智能化功能的动车组，

开展示范应用，形成产业化能力。动车组最高运行时速达到 350 公

里，具备工作状态自感知、运行故障自诊断、导向安全自决策功能。 

超速防护及自动驾驶控制系统。研制列车自动驾驶设备、

CTCS-3 级列控车载超速防护设备、地面关键设备无线闭塞中心和

其他配套设备，建立技术标准体系和规范，满足动车组高速运行要

求。 

基础设施智能化运营维护系统。采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

研制供电设备智能运维系统、高速道岔智能感知及预警系统、钢轨

智能感知装备等，构建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满足智能化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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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和维修决策需要，提升高速铁路基础设施智能化运维保障水

平。 

智能化调度指挥系统。攻克列车运行计划智能调整、进路和命

令安全卡控、行车调度综合仿真和行车信息数据平台等关键技术，

满足动车组高速运行、高效调度等要求。 

（三）中国标准城市轨道交通装备研制工程 

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牵头，组织业主、制造企业等单位，

研制标准化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及核心系统部件，推进互联互通、装

备统型和关键部件兼容互换，全面改善人性化、智能化和舒适化乘

客界面，提高地铁、轻轨、磁悬浮、单轨、有轨电车等制式产品及

系统部件技术标准，形成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中国标准体系。 

地铁 A/B 型车。研制标准化 A/B 型地铁列车，统一车体、转向

架、牵引传动、制动、网络控制、信息系统、操作界面等系统部件

规范及接口，互换率达到 75%以上，实现地铁列车信息互通互用和

在线运营信息交互。  

市域快轨列车。研制标准化市域快轨列车，统一标准、统一接

口，完善与地铁线路的互联互通和同站换乘，推进综合交通枢纽建

设运营。 

中速磁悬浮列车。开发车体、牵引系统等核心部件，形成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和标准体系，研制时速 160 公里中速磁悬浮列车样车，

开展示范应用，形成产业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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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座式单轨列车。建立统一的标准规范，开展产品方案设计和

工程设计，研发时速 80 公里跨座式单轨列车，推动示范应用，形

成批量生产能力。 

列车自主运行系统研制工程。利用移动通信和人工智能技术，

研制以列车为控制核心、深度融合车载控制系统和信号系统的列车

自主运行系统，实现列车主动进入、自主防护、自动调整、无人驾

驶等功能，率先形成列车自主运行系统（TACS）技术规范和标准

体系，开展示范应用。 

（四）检验检测能力提升工程 

依托轨道交通装备科研机构、行业骨干企业等单位，建设检验

检测平台，提升试验、测试等能力，满足轨道交通装备检测认证需

要。 

高铁试验检测平台。重点建设高速铁路关键设备第三方测试平

台，提升整车和大部件复合环境试验、高速转向架试验、移动通信

系统试验、列控系统仿真测试等试验检测能力。建设中国标准动车

组互联互通地面试验验证平台，提升通信一致性测试、地面互联互

通功能测试能力。 

城市轨道交通装备试验检测平台。建立城市轨道交通装备测试

实验室，提升 CBTC 功能和性能试验检验能力，满足车辆、通信、

地面设备等装备电磁兼容及大部件产品测试需要。建立城市轨道交

通全自动运行系统综合实验基地，提升全自动运行系统综合测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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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验证能力，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技术研发和测试

认证需要。建设轨道交通装备综合试验基地，开展轨道交通装备关

键设备和核心系统的试验检测。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组织协调 

充分发挥规划和产业政策的指导作用，整合轨道交通装备领域

骨干制造企业、相关科研院所和用户等资源，依托轨道交通建设工

程，强化主要任务的组织实施。推动建立政、产、学、研、用一体

化的协同创新机制，组建产业创新联盟，开展关键核心技术联合研

发，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创新、设计制造、试验检验认证的创

新链。 

（二）推进标准制定和第三方认证 

开展轨道交通装备标准制修订，建立完善中国标准体系，积极

主导和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加快实施城市轨道交通装备认证，按照

自愿性认证和强制性认证相结合原则，制定发布产品认证目录和认

证规则，加强检验检测和认证能力建设，培育第三方认证机构，加

快建立重点产品全覆盖的认证体系。推动认证结果采信，鼓励优先

使用认证产品。 

（三）优化资金支持方式 

充分利用现有渠道，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重点支持轨道交通装

备核心技术攻关和检验检测平台建设。创新资金使用方式，积极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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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等资金，扶植骨干企业发展和产业创新平

台建设，推进轨道交通装备关键技术产业化。通过上市、发债、市

场化债转股等方式，为轨道交通装备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四）建立项目储备制度 

按照“建设一批、启动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思路，

建立轨道交通装备关键技术产业化项目库，实施项目动态管理。以

技术水平、市场需求、战略作用等为标准，有关省级发展改革委和

中央企业每年 3 月底前报送符合条件的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

协调司组织咨询机构和专家，对上报项目进行评估，将通过评估的

项目纳入项目库并给予优先支持。 

（五）加强项目建设管理 

根据《加强和完善重大工程调度工作暂行办法》（发改投资

〔2015〕851 号）要求，有关省级发展改革委和中央企业对项目建

设进行动态监管，定期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报送项目实施进展情况，

协调解决存在问题，保证项目按计划顺利实施。委托中国铁道科学

研究院、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对实施方案中项目建设进度、资

金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反馈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项目实施单位按季度向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城市轨

道交通协会提交项目进展报告，有关省级发展改革委要积极做好检

查督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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