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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的 
优化解决方案
——以上海为例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Insights  

在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基本满足电动汽车发展速度，但仍存在与新能源车发展节奏不匹配等问题。上海市电动汽车渗透率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领先，

其车对网的负荷压力和调节能力并存，因此上海市电动汽车需求响应潜力巨大，具有可观的经济性。全国来看，各地后续需配合电价机制、政策补贴、

储能和分布式发展，优化运营管理，进行专项充电设施规划和监督管理，挖掘电动汽车参与需求响应的潜力。

 ◎ 现阶段充电基础设施基本能够满足电动汽车的发展速度

当前我国新能源车保有量占比 5% 的情形下，充电基础设施基本能够满足电动汽车的快速发展，但二者的发展节奏尚无法全面匹配，充电基础设施对电

动汽车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已经凸显。

 ◎ 上海市电动汽车渗透率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全国

上海地区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和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都领先全国，随着电动汽车的进一步成熟发展，充电基础设施的精细化运营是下一步重点。上海市电

动汽车充电时段趋于集中，若叠加到电网峰荷时段，将对电网安全运行产生影响。由于电动汽车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停驶状态，若能发挥其有序充电和放

电功能， 则是很好的调峰和填谷资源。

 ◎ 上海市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的响应潜力和经济性都很可观

上海市夏季电力最高负荷节节攀升，电力供需偏紧，部分中心城区、热点区域高峰供电紧张，对车网互动灵活性的需求巨大。引导本地电动汽车有序充

电和车网互动，将有助于减少峰谷差、平抑供需两侧的波动性。同时，上海市峰谷价差大、需求响应补偿机制完善，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电动汽车参与

提供电网灵活性。上海市车网互动实践和经济性分析显示，公共、居民等各类充换电基础设施具有响应能力，并且能获得可观的收益。

 ◎ 基础设施“重建设、轻运营”的局面有望被打破

充电基础设施领域存在“重建设、轻运营”的现象：主要靠自行投资、自行建桩， 重资产布局；但运营艰难、盈利能力较低，依赖政府补贴。这种现象

导致了大量僵尸桩的出现，充电服务品质差，用户充电难、实际使用体验差。在国家市场和价格机制推动下，电动汽车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通过充电

和储能一体化发展、充电和分布式发电等多种发展模式，为基础设施参与电力市场、扩宽盈利模式提供了机遇。

 ◎ 基础设施的专项规划和监管都有待加强

充换电基础设施未纳入城市整体规划，会遇到电力增容困难、布局不合理等诸多问题。目前上海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 100 万，然而这些成果是

在原有基础上“补缺补漏”得到，即按需求导向，在车位不足时增加车位，在需要时安装充电桩等。同时充电设施的建设与电网规划建设缺少有效衔接，

已出现部分建筑电力容量不够，难以支撑大功率、大范围充电设施建设的问题。电动汽车智能有序充电普及度还不高，电力负荷与分布式储能的潜力未

能得到有效挖掘。随着电动汽车更大规模的应用，将对电力供应形成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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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充电设施建设与运营面临多重挑战

 ◆ 建设难、资源制约现象突出

停车资源短缺制约充电设施建设发展。部分老旧社区，居民无固定、产权车位，不具备安装私人充电设施的基本条件。公共停车场疏于管理，燃油

车占位导致充电设施无法充分利用。城市新建停车场项目少，增建充电设施难度也更大。受用地制约，公共站点选址面临困难。城市核心区域设置

独立用地公共充电站难度高，而设置于其他充电场站，存在停车费高、进出不便等问题，对新能源充电缺少相关支持或优惠。配网容量有限，新建

充电站对配网运行造成压力。配网扩容和新建，投入大、耗时较长。同时，由于电力供应紧张，用电限制，新建充电站用电申请周期长。

 ◆ 运营难、市场投资意愿减弱

充电桩运营，投资高、回报周期长，盈利能力较弱。充电运营商营收依赖于服务费，模式单一，投资者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意愿低。从上海

市充电基础设施行业看，投资成本高，通过运营难回收成本。另外，繁华路段还存在场地租金高问题，进一步拉长了投资回报周期。二三线城市目

前的充电服务费远低于一线城市。单纯依靠收取有限的服务费，充电设施运营企业难以实现盈利。

 ◆ 用户充电难、车主体验不佳

充电运营企业缺乏稳定经营预期，在设施维护、技术升级以及服务提升等方面持续投入力度不足，插枪的充电成功率偏低、故障桩比例较高、非充

电车辆占位等问题都较为突出，消费者实际使用体验较差。公共充电桩方面，服务站点少、站点位置不便利、充电桩数量少、充电桩损坏或故障频

发问题凸显；私人充电桩方面，停车位和小区场地限制、报装流程复杂、小区容量不足等，是主要问题。此外，高速公路或景区充电难、充电慢的

问题也常常在节假日时成为车主关注的热点。

优化充电设施建设与运营的政策建议

 ◎ 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优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布局

成立专属部门，进一步明确机构的职责和权限，以及各部门在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中的分工和协作关系；优化充电基础设施的规

划和布局，综合考虑土地规划、物业管理、停车资源、电网容量；

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的超前性和整体性，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对未来充电需求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趋势进行预测和分析。 

 ◎ 开放资源和市场，提升基础设施的运营能力

开放资源和市场，提升充电设施运营能力；加快电力市场改革，

推进车网互动商业化运营示范，参与现货市场和辅助服务市场。

开发停车场地，为充电运营商的发展创造条件；加快电力市场改

革，拓宽充电运营商的盈利模式；鼓励车网双向互动（V2G）商

业运营试点示范，针对 V2G 这类未来有前景但是当下难以盈利

的模式进行针对性扶持，研究制定 V2G 相关设设备与基础设施

补贴政策；鼓励电动汽车基础设施与新能源、储能一体化发展。 

 ◎ 借助产业优势，推动技术落地和创新

统一国家标准体系，推进充电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建设，提高充电基础

设施的利用效率和服务水平；进行车网协同计量设备的创新，增加用

户进行智能充电的便捷性；加强充电基础设施与停车资源的整合，探

索“一头双枪”和“一头多枪”等模式，提高城市停车资源利用效率

和充电便利性；制定精细化的车桩比标准，为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和

运营提供更为科学的参考。

 ◎ 因时制宜，分阶段发展车网协同

建立和完善健康有序的电动汽车基础设施环境，挖掘电动汽车提供电

网灵活性的潜力，需要结合电动汽车的规模和技术情况，分阶段制定

车网协同的任务和目标。短期（2023-2030 年）：预测 2030 年新

能源汽车保有量将会达到 1 亿辆，占比将达 20%；中期（2030-2040

年）：随着电动汽车保有量达到 2 亿辆，占比为 50%，可实现多样

化的车网互动；长期（2040 年以后）：伴随商业模式的不断尝试，

通过规模化推广使大部分新能源汽车用户能够参与其中，社会普遍采

用车网互动的方式参与电能量市场和辅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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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能源汽车规模领先于全球水平，充电设施建设齐头并进

 ◆ 2022 年，美国、欧洲和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分别是 92 万辆、

259 万辆和 688 万辆，分别占全球份额的 8%、24% 和 64%，

这三个地区占全球总份额的 96%。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在全

球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 中国电动汽车市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连续 8 年保持销量全球第

一，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增长对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提出更

高的要求：

 ▲ 2022 全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688.7 万辆，占全国汽车总

销量的 25.6%；截至 2022 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到 1310 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4.1%。

 ▲ 2022 年全国新增充电桩 259.3 万台、换电站 675 座。私人

充电桩增速远超公共充电桩增速：私桩新增 194.5 万台，同

比上升 225.5%；公桩新增约 64.8 万台，同比增加 91.6%。

截至 2022 年底，我国充电桩保有量达到 520 万台，同比增

加 99.1%；其中，公桩约 180 万台，随车配建私桩约 341 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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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桩约180万台，随车配建私桩约341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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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动汽车规模化将进一步加剧电网压力，充电设施建设与运营是关键

 ◆ 过去几年，上海市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在持续高温或极端高温天

气时，空调制冷负荷激增，可达全社会最大用电负荷 40% 以上；

与此同时，电动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大，推高了电动汽车充电负

荷，尤其是高峰时间的充电行为，将推动电峰谷差进一步扩大。

 ▲ 2022 年，上海地区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33.5 万辆，占汽车

总销量的 47.8%，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高于全国的 25.6%。截

止 2022 年底，上海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 94.5 万辆，

占全市汽车保有量的 19.8%。

 ▲ 截至 2022 年底，全市公用及专用充换电设施共计 14.48 万

个，其中公用充电桩 9.06 万个、专用充电桩 5.42 万个，叠

加私桩 55.22 万个，全市的充换电设施共计约 65.26 万个，

支撑了 94.5 万辆新能源车的充换电需求，车桩比约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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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动汽车规模化将进一步加剧电网压力，充电设施建设与运营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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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2年年上上海海市市夏夏季季用用电电负负荷荷峰峰值值

o 过去几年，上海市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在持续高温或极端高温天气时，空调制冷负荷激增，可达全社会最大用电负荷40%
以上；与此同时，电动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大，推高了电动汽车充电负荷，尤其是高峰时间的充电行为，将推动电峰谷差
进一步扩大。

• 2022年，上海地区的新能源汽车销量为33.5万辆，占汽车总销量的47.8%，新能源汽车渗透率高于全国的25.6%。
截止2022年底，上海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94.5万辆，占全市汽车保有量的19.8%。

• 截至2022 年底，全市公用及专用充换电设施共计 14.48 万个，其中公用充电桩9.06万个、专用充电桩5.42 万个，
叠加私桩55.22 万个，全市的充换电设施共计约65.26 万个，支撑了94.5 万辆新能源车的充换电需求，车桩比约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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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 ，网络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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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充电设施的利用率偏低，在建设与运营方面有很大的提升潜力

 ◎ 上海电动汽车的出行特征和充电行为主要有： 

 ◆ 当前充电桩的利用率普遍偏低，个别区域利用率仅维持在 2% 左右

 ◆ 车辆出行时刻比较分散，每个时段最高的出行比例不超过 10% 

 ◆ 私家车在早晚高峰出行较为集中，而出租车的出行峰值出现在下午 1 点钟 

 ◆ 私家车和出租车的日均出行时长差异巨大，私家车超过 3 小时的不足 

5%， 而出租车超过 7 小时的占 84%

 ◆ 高达 95% 的私家的日均行驶里程少于 90 千米 

 ◆ 超过 95% 的出租车的日均行驶距离超过 150 千米 

 ◆ 私人车辆的充电峰值出现在晚上 10 点；凌晨 2-6 点之间，充电负荷处于

低位

 ◎ 充电设施运营方的多样化，为挖掘电动汽车潜力提供机遇

多样化商业模式也会带来不同的响应效果
运营商主导 车企主导/合作 第三方平台主导

• 高度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
• 快速推进充电网络的构建

优势

不足
• 重资产运营
• 运营商间信息互联困难

• 能为车主提供更优质的充电体验
• 对资金和用户数量有较高的要求

• 车企负担大
• 桩的利用率低，盈利困难

• 流量优势明显电体验
• 提高单桩利用率

• 受限于头部运营商
• 需建立长期稳定的互惠机制

图 28 三种充电桩建设运营模式对比

场所 小时 / 年 利用率

居民区 243.81 2.78%

企事业单位 317.0 3.62%

写字楼 141.68 1.62%

工业园区 257.2 2.94%

交通枢纽 665.5 7.60%

大型在建筑配建停车场 110.21 1.26%

充电桩利用率（小时 / 年）
数据来源：联联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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