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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北京地铁（Beijing Subway），是服务于中国北京市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也是国际地铁联盟

（CoMET）的成员，其第一条线路于1971年1月15日正式开通运营，使北京成为中国第一个开

通地铁的城市。

2021年12月31日首班车起，北京9条（段）地铁新线同步开通。至此，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总里程达783公里、车站数量达459座。2021年是北京地铁新线开通&ldquo;大年&rdquo;，9条

（段）为历年同步开通数量之最。包括8号线三期北段、11号线西段（冬奥支线）、14号线剩

余段、17号线南段、19号线一期线、首都机场线西延线、S1线剩余段、16号线中段剩余段、

昌平线南延一期北段。当前，北京城市轨道交通主要框架形成。此次开通的9条（段）地铁新

线虽然总里程不长，但对于促进北京城市发展、完善轨道交通线网、便利乘客出行意义重大

。  

2007年以来，北京市每年都有地铁新线投入运营，网络运行效率不断提升，已经成为城市通

勤出行首选。2021年，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达到30.7亿人次，较2020年增长34%。截

至2022年3月，北京地铁在建线路10条。到2025年，北京地铁将形成线网由30条运营，总

长1177千米的轨道交通网络。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北京地铁行业前景展望与投资策略报告》共七章。首先介绍

了地铁的相关概念和中国地铁行业的发展概况，接着分析了北京地铁面临的发展环境和建设

情况，然后对北京地铁市场进行了运营状况分析和商业运作分析，最后分析了北京地铁的投

融资情况。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商务部、财政部、中企顾问网、中企顾

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

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北京地铁行业有个系

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北京地铁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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