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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

展，配套政策措施正在密集落地。继国务院明确提出“部署加

快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

之后，国务院办公厅 6 月 19 日对外发布《关于进一步构建高

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到要积极推动配电网

智能化改造、促进充电基础设施投资多元化、引导各类社会资

本积极参与建设运营、鼓励探索商业合作模式等都为行业现有

问题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解决办法。

一、《意见》重点内容

（一）再次强调“适度超前”,充电桩建设有望再加速

此次《意见》再次明确，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遵

循科学布局、适度超前、创新融合、安全便捷的基本原则。结

合电动汽车发展趋势，适度超前安排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在总

量规模、结构功能、建设空间等方面留有裕度，更好满足不同

领域、不同场景充电需求。《意见》提出到 2030 年，基本建成

覆盖广泛、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高质量充电基础



设施体系，有力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有效满足人民群众

出行充电需求。建设形成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

的充电网络，大中型以上城市经营性停车场具备规范充电条件

的车位比例力争超过城市注册电动汽车比例，农村地区充电服

务覆盖率稳步提升。

（二）明确地方政府主体责任，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

有望加强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用地难、初始投入大、前期盈利低

等问题，《意见》明确指出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鼓励地方政

府建立与服务质量挂钩的运营补贴标准，落实峰谷分时电价政

策，2030 年前对实行两部制电价的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

收需量(容量)电费。地方各级政府要建立协同推进机制，进一

步加强土地、资金等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要素保障，持续跟踪解

决重点难点问题。近期上海、南京、重庆等城市相继出台充电

桩补贴政策，以重庆为例，对统建统营平均单枪功率不低于

7KW 交流充电桩或小功率直流充电桩，给予 50 元/千瓦的一次

性建设补贴；对体验中心内建成的平均单枪功率不低于 120

千瓦的公共快充桩给予 200 元/千瓦、对平均单枪功率不低于

350 千瓦的大功率充电桩给予 400 元/千瓦，对换电站给予 400

元/千瓦的一次性补贴。河南、四川等地则通过政府专项债形

式推进县域市场充电桩建设，充电桩下沉市场有望超预期。



（三）鼓励技术创新应用

在加强科技创新引领方面，《意见》明确要大力推广应用

智能充电基础设施，积极推动配电网智能化改造，加强电动汽

车与电网能量互动。加快推进快速充换电、大功率充电、智能

有序充电、无线充电、光储充协同控制等技术研究，持续优化

电动汽车电池技术性能。鼓励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推动电动汽车与充电基础设施网、电信网、交通网、电力网等

能量互通、信息互联。当前已充分布局换电、大功率快充、光

储充协同的公司值得关注。

二、充电桩行业未来趋势

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车桩比呈逐步下行趋势。从保有

量角度来看，2022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1310 万辆，

充电桩保有量 521 万台（公共充电桩保有量 180 万台，私人

充电桩 341 万台），车桩比达到 2.5，同比 2017 的 3.4 有

较大比例的下降；而若只考虑公共充电桩，则车桩比为 7.29。

从增量角度来看，2022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689 万

台，新增充电桩 259 万台（公

共充电桩 65 万台，私人充电桩 194 万台），对应车桩比

为 2.66。而若只考虑公共充电桩，则车桩比为 10.58。

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持续推出相关政策，以引导充电基础

设施的建设进程。2023 年 2 月，工信部等八部门指出，要建



设适度超前且智能高效的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力争新增车桩

比达 1：1。5 月，国家发改委联合能源局制定的《有关加快

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正式颁布，意见强调要加

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的布局建设，推进社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共享等。6 月 19 日，国务院办公厅对外发布《关于进一步构

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李强总理在主持国务

院常务会议时再次强调，要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再

次从政策层面将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推向新高度，持续利好产业

发展。

随着利好政策频出，新能源汽车的基础设施市场正在迎来

崭新的机会。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绿色低碳研究部总

监周玮认为，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在这两年或将进入盈利由负转

正的关键转折点。而根据中信证券测算，未来三年公共充电桩

市场规模有望达 487 亿元。该机构认为，受政策端和需求端双

重因素驱动，充电桩未来有望进入加速建设期，远期市场空间

超千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