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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10年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充电设施网络。下一

步，电动汽车充电要从能够充上电到方便充上电转变，实现便捷、智

能和双向互动充放电。

电动汽车作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

业，经过近10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

重大突破；充电设施作为电动汽车普

及的重要保障，也得到快速发展。在

“十三五”即将收官之际，需要我们

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思考收官

之年应在哪些方面实现突破。

充电设施建设取得重大成绩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配套新能源

汽车示范运行开始，我国电动汽车充

电设施逐步得到发展，成为电动汽车

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保障了电动

汽车从示范运行到产业化初期的转型

发展。

建立起完备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政策体系。2014年国家出台《关于

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意

见》，将“加快充电设施建设”作为

推广新能源汽车应用的第一任务。

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新

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

见》中，将充电设施定性为城市新型

基础设施。随后，国家发改委、工信

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

年）》，明确了充电设施与电动汽车

协同发展的规划目标。此后，国家相

继出台金融保险、财政补贴、建设运

营管理等各项配套政策，有力支撑了

充电设施的建设和发展。

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充电设施网

络。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京

广高速、京沪高速等地区已经形成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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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服务网络，建成了世界上充电设施

数量最多、辐射面积最大、服务车辆

最多的充电设施体系。

明确了充电设施技术发展路线。

充电设施的技术路线也逐渐摆脱了慢

充、快充、换电等不同技术路线的摇

摆，在《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指南（2015-2020年）》指出，要加

快建设适度超前、布局合理、功能完

善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充电设备成熟度进一步提升，品

质进一步加强。车桩兼容是保障能否

充上电的重要体现，2015年开展的第

一期全国电动汽车传导充电互操作测

试中，直流充电成功率几乎为零，经

过近几年全行业的努力，车桩兼容水

平逐渐增高，从2017年至今连续3年

的互操作性测试结果来看，充电成功

率已由2017年的91%增长至2019年的

98%，充电兼容性获得突破性进展。

充电设施标准体系基本建成。我

国充电设施标准体系共规划标准153

项，其中，规划国家标准58项，行业

标准60项，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

35项，覆盖传导充电、无线充电、电

池更换不同充电技术。从2010年开

始制定第一项充电设施标准开始，经

过多年努力，截至目前，有效充电设

施标准共63项，在编计划项目63项。

充电基础设施的设计、施工安装、运

行维护、通信协议等标准体系初步建

成。与此同时，推动中国充电技术标

准国际化，先后在直流充电、充电漫

游、换电等领域取得突破，“中国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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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已经成为国际标准中的重要一

方。

形成了最具活力的充电设施产业

生态。我国电力、电工、汽车、公

交、石油、房地产、互联网等行业都

在积极开拓充电设施市场，初步形成

了“互联网+充电”的产业生态，充电

与汽车销售、金融保险、出行服务更

加紧密。目前，充电设施保有量超过

1万台的运营商有8家，占全国统计充

电桩保有量 90.2%，成为我国充电运

营服务网络的主力。同时在各地区中

小运营商茁壮成长，成为我国充电运

营服务网络的有力补充，据不完全统

计，中小运营商全国上千家。

充电痛点待解
虽然我国充电设施建设已经取得

了重大成绩，但是行业也暴露出一系

列问题，主要表现在：

从运营商角度看，充电服务的商

业模式尚未明晰，单靠充电服务作为

主要收入的商业模式，远远不能支撑

重资产的充电服务市场持续发展。充

电站找地困难、成本高、专供电问题

等长期困扰充电服务运营商。充电设

施规划布局不合理导致的结构性稀缺

和公共充电桩利用率偏低同时存在，

电动汽车充电引发火灾等事件也影响

者各方信心。

从车主角度看，充电体验差是最

主要的不足。小区建私桩困难，存在

风险隐患；充电互联互通不足，软件

入口偏多，但实用性不足，寻找性能

良好、油车不占位的充电桩困难；针

对出租、共享、物流等特殊车型的充

电需求还不能满足，电动汽车使用成

本低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从设备制造商角度看，充电设备

市场竞争惨烈，在没有形成蓝海的情

况下，众多参与方蜂拥而至，就已经

形成红海。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依然

存在，造成充电设备质量堪忧，为今

后的长期安全可靠充电埋下了隐患。

从电网公司角度上看，慢充虽然

充电功率低，但是也存在充电时间、

地点不可控的因素，老旧小区增容改

造又受制于空间、费用支出限制。充

电设施的大规模应用，必然对电网的

规划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这些问题表明，我国的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发展还处于发展初级阶段，

属于“跑马圈地”粗放式的发展，还

需要不断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的快速

迭代。

便捷、智能和双向互动成趋势
智慧交通、智慧城市和智能电网

视野下，充电设施面临新挑战。电动

汽车充电设施作为城市新型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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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是智慧城市重要的组成部分；充

电设施作为电动汽车能源供给的提供

方，正面临以电动化、网联化、智能

化、共享化为特征的新能源汽车技术

转型发展；同时，充电作为智能电网

应用的重要对象，也需要将充电设施

纳入智能电网一体化考虑。下一步，

充电设施的发展应把握以下趋势：

一是建立适应不同充电需求的立

体充电服务网络体系。应坚持市场导

向发展充电设施技术路线，我国国情

决定了我国电动汽车和充电设施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全国统一的充电技术

路线不能适应各个充电场景下的充电

需求，私人车、出租车、物流车、公

交车的充电需求不同，带来了充电技

术路线的不同；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

市的充电需求不同，带来了充电设施

规划布局的差异；高端品牌和大众普

通品牌电动汽车充电需求也不尽相

同，带来了不同充电技术的不同适应

性。传导充电、无线充电、电池更换

都有着自己适应的细分市场，应允许

探索、充分竞争，由市场决定、政府

引导最后的技术路线。

二是发展快捷、便捷、智能的新

型充电解决方案。应坚持用户为主的

原则，充电服务体验、充电服务质

量、充电安全将成为下一步充电市场

建设和发展的考核指标。要以提高充

（亿千瓦时）充电电量Top10省份

（台）

数据来源：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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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服务体验、提升充电服务质量、保

障充电安全为目标，分析把握充电技

术下一步的发展趋势。缩短充电时间

需要我们大力发展大功率充电技术；

无感充电体验、简化统一充电接口需

要我们发展无线充电技术、小功率充

电技术；实现跨平台充电需要我们建

立充电漫游互联互通技术体系；安全

可靠充电，需要我们加强充电电气安

全、信息安全等技术。更加快捷、更

加便捷、更加智能的充电体验将是下

一步充电技术的发展趋势。

三是要将充电设施与电动汽车发

展、智慧交通和智慧城市建设结合起

来。充电作为电动汽车的电能供应

方，需要和汽车的电动化、网联化和

智能化发展趋势结合起来，当电动汽

车已经能够自动驾驶时，自动充电也

将成为一种标配。充电设施作为城市

的能源体系的一部分，也应在智慧城

市的建设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要站

在智慧交通和智慧城市的高度，将充

电设施与城市交通设施建设、电网设

施建设、城市规划更加紧密结合起

来，统筹车流、人流、停车、充电需

求，科学合理布局充电设施。

四是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充放电双

向互动技术，重新确定充电服务运营

商定位。要站在能源体系的架构下发

展充电设施，不仅将电动汽车充电作

为能源负荷来看待，也要将电动汽车

放电作为能源提供方来看待。要把电

动汽车充放电纳入能源服务范畴，现

在的电动汽车充电服务商应转型成为

能源系统提供商，既作为负荷商，参

与电力需求响应，也应成为能源提供

商，通过虚拟电厂，进入电力市场，

参与电力交易，实现运营商身份的华

丽转身。

五 是 以 国 际 视 野 深 入 参 与 国 际

标准化工作。电动汽车作为具有国际

竞争特点鲜明的产业，决定了我们发

展充电设施不可能闭关自锁。随着近

年来我国电动汽车和充电设施实力的

增强，我国企业加速进军海外市场，

国际标准化工作将在今后国际市场竞

争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就需要

我们既要重视将国际先进标准引入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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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

工作，争取贡献中国技术方案，将中

国技术纳入国际标准中，成为充电设

施技术方案的提供方，参与国际标准

的“全球治理”，助力我国电动汽车

和充电设施的国际化水平提升。

过去，我们主要关注如何加快充

电设施建设上，经过近10年努力，

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解决了充电

设施有无的问题。下一步，随着电动

汽车逐渐成为汽车保有量的主力，充

电将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任

务。我们希望能够方便就近找桩，充

电桩的规划布局进一步科学；我们希

望找到充电站就能充上电，油车占

位、设备故障等问题不复存在；我们

希望快捷安全充电，充电时间进一步

缩短；我们希望下雨天不再尴尬，自

动充电早点实现；我们希望智能充

电，不扫码、甚至充电漫游走天下真

正实现；我们希望能为能源转型发展

做贡献，新能源车用新能源电，不仅

能充电少花钱，甚至能发电挣钱。面

对下一个10年，充电设施应实现便

捷、智能和双向互动充放电，让我们

早点体会到新能源汽车科技革命的优

势和充电设施助力能源革命的转变。

（作者系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标准化中心主
任、能源行业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秘书长）

换电站Top10省份

车桩相随信息统计（截至2019年12月，采样数据1036329条）

（座）

数据来源：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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