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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1] 

新能源汽车之充电桩—— 

聚焦公交与高速场景，警惕未来供给过剩 
 

[Table_summary1] 
■  充电桩按照充电方式可分为直流桩和交流桩，按应用场景分为公共桩、私人

桩和专用桩，产业链主要分为设备制造和充电运营。直流充电桩俗称“快充”，能

直接为动力电池充电，功率大、充电快、成本高，对电池寿命不利；交流充电桩

俗称“慢充”，不能直接为动力电池充电，需连接车载充电机来充电，功率小、充

电慢、成本低。充电运营是产业链核心环节。 

■  新能源汽车高增长提供内生动力，服务费市场规模达 100 亿元。新能源汽车

增长动力强劲，六年来销量复合增速为 114%，近三年保有量复合增速 82.7%。

2018 年公共桩总充电量约为 24 亿度电，2019 年 1-5 月同比增速为 151%。预计

2020年电动车保有量超 610万辆，充电桩约 220万台，充电服务费市场规模约百

亿。充电桩盈亏平衡点利用率在 6-7%，行业利用率在 4%，整体不盈利。 

■  行业存在结构性机会，公交车和长途高速充电站市场空间最大。基于充电设

施发展指南测算，到 2020 年公交车充电运营市场规模占比在 40%以上。其中公交

充电利用率达到盈亏平衡点，且上海市 2018 年公交充电运营市场空间占比超过

70%，为最大细分场景。大功率快充且路线相对固定的充电站服务利用率有保障，

重点看好公交车和长途高速充电站市场。 

■  核心环节充电运营行业集中度高，特来电规模效应持续扩大。公共充电桩运

营环节的玩家主要分为国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充电运营环节集中度高，前三甲分

别是特来电、国家电网和星星充电，CR3 达 75.2%。特来电用户在公共桩用户中

占比过半，规模效应持续扩大。 

■  业务建议。（详见原文报告，如需报告原文请以文末联系方式联系招商银行研

究院） 

■  重点关注政策加码导致供给过剩，警惕外资扩张风险。我国出台了《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 年）》规划了较高的建桩目标，与当前的低

利用率不匹配，奖补政策还在持续加大，需关注供给过剩风险。特斯拉和宝马等

外资加快入华步伐，国产落后产能有被淘汰的风险，需警惕外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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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业概览：产品分类和产业链 

今年 3 月 26 日，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补贴政

策》，该补贴新政中指明“过渡期后不再对新能源汽车（新能源公交车和燃料

电池汽车除外）给予购置补贴，转为用于支持充电（加氢）基础设施“短板”

建设和配套运营服务等方面”，新能源汽车产业补贴从购置环节明确转向了充

电设施。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迅速上升，但是充电桩的建设增速却

相对较低，车桩比依然在 3.3 以上，距离 2020 年要达到车桩比接近 1 的目标

甚远。尤其对于纯电动车来说，充电设施可及时触达是刚需，电量得不到及时

的补给将会带来严重的通勤问题甚至安全隐患。此外，由于场地的限制，很多

运营商都将充电桩建设在比较偏远的地方，对于车主来说费时费力，实用性不

大；而在交通枢纽地带却出现长时间排队等候充电的状况。因此，恰当的充电

桩保有量、合理的充电设施分布是新能源汽车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1.1充电桩可按充电方式和使用场景分类 

充电桩是将电网电能转化为电动汽车车载蓄电池电能的充电装置，类似加

油站里面的加油机，可固定在地面或墙壁，安装于公共停车场、公共楼宇、商

场和居民小区停车场等。充电桩根据不同的电压等级为各种型号的电动汽车充

电，其输入端与交流电网直接连接，输出端装有充电插头用于为电动汽车充

电。 

充电桩按照充电方式的不同主要有直流充电桩和交流充电桩两种。 

直流充电桩俗称“快充”，能直接为动力电池充电，功率大、充电快、成

本高，对电池寿命不利。直流充电桩将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通过充电插口直

接给动力电池充电，输入电压采用三相四线 380V±15%，频率 50HZ，功率一

般在 60kW 以上，输出为可调直流电。由于输出的电压和电流调整范围大，可

以实现快速充电，充满一般需要 20-150 分钟。直流桩的成本较高，一般在交

流桩的 10 倍以上。 

交流充电桩俗称“慢充”，不能直接为动力电池充电，需连接车载充电机 

来充电，功率小、充电慢、成本低，电池寿命不受影响。交流充电桩只提供电

力输出，没有充电功能，通过连接车载充电机为电动汽车充电，相当于只是起

了一个控制电源的作用。交流充电桩输入电压为 220V，功率不大、一般为 7-

15kW。由于车载充电机的功率一般都比较小，所以交流充电桩难以实现快速

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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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交流、直流充电桩参数对比 

 直流充电桩 交流充电桩 

分类 一体式、分布式 落地式、挂壁式、移动式 

主要使用场景 运营车充电站、快速充电站 公共停车场、小区私人停车位 

充电方式 直充 需要车载充电机作为中间媒介 

输入 三相四线 380V±15% 交流电网 220V 

输出 
最大电压 750V，最大电流

250A 
220V，16-32A 

充电功率 30-120 kW 7-15kW 

充电时间 20-150min 4-8h 

价格 7-15 万元/台 0.5-2 万元/台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招商银行研究院   

 

充电桩按应用场景可分为公共桩、私人桩和专用桩。公共充电桩由政府机

关等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机构建设，服务对象面向任何电动汽车车主，例如公

共停车场。而专用充电桩多为企业建造，服务对象为指定的客户或内部人员。

自用充电桩为私人充电桩，安装于私人领域，不对外开放或经营收费。截止

2019 年 5 月，我国公共充电桩保有量 40.1 万台，私人充电桩保有量 57.5 万

台，专用充电桩具体数据不明故不在本报告讨论范围内。 

 

1.2充电桩产业链主要分为设备制造和充电运营 

公共充电桩产业链主要分为设备制造和充电运营两大环节。设备制造主要

涉及充电桩本体的材料和零部件，其中充电模块/充电机为充电核心设备，占

充电设施总成本的 45-55%。充电运营主要是运营环节的充电桩、充电站建设

与服务运营，包括与电网的对接和数据平台的搭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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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充电桩产业链 

 

资料来源：DT新材料，招商银行研究院 

 

公共充电桩产业链中，设备制造商负责充电设备和配电设备制造，由于硬

件技术门槛较低，设备制造市场竞争充分、产业利润率低。私人充电桩只涉及

设备制造，市场空间较小。充电运营商负责充电桩和充电站的搭建和运营，建

设运营对资金实力要求高，且车位选址、布线改造和运营管理难度较高，因此

充电运营是产业链核心环节。部分企业同时涉足两个环节，例如特锐德同时主

营充电桩制造和建桩运营。本篇主要分析公共桩充电运营环节的市场空间与竞

争格局。 

 

2．需求分析：新能源汽车高增长提供内生动力，充电

服务费市场规模达 100亿元 

2.1新能源汽车高增长提供内生动力 

新能源汽车增长动力强劲，从 2013 年以来一直保持销量高速增长，2018

年销量 125.6 万辆，六年复合增速为 114%，近两年增速也保持在 50%以上。

从保有量来看，我国新能源汽车从 2015 年的 42 万辆跃升至 2018 年的 261 万

辆，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82.7%。2017 年 4 月，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

联合印发《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国内新能源车年产

销达到 200 万辆。我们估计，2019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超过 165 万辆，增速

在 32%以上；2020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超过 210 万辆，增速在 30%左右；到

2020 年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超过 610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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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2-2021E 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  图 3：2014-2021E 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wind，招商银行研究院 

 

2.2公共桩市场处于快速增长期，服务费市场规模约百亿 

2018 年公共桩总充电量约为 24 亿度电，2019 年 1-5 月同比增速约为

151%。全国公共桩充电总量从 2018 年 5 月的 1.61 亿 kWh 增长到 2019 年 5

月的 3.59 亿 kWh，同比增长 123%。单个公共桩平均充电量从 2018 年 5 月

的 604.6kWh 提升至 2019 年 5 月的 895.3Kwh，同比增长 48.1%。预计充电

量增速维持在 151%左右，2020 年全年总充电量约为 151 亿度电。充电服务

费上限均值约 0.8 元 /kWh，实际充电费均值约 0.6 元 /kWh，即充电服务费市

场预计在百亿元规模。 

 

图 4：公共桩充电量 

 

资料来源：充电联盟，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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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充电桩盈亏平衡点利用率在 6-7%，行业利用率在 4%，整体

不盈利 

充电桩营运企业通常有三类营运模式： 

1、充电运营。即企业自建充电桩，建成后运营，收入主要包括电费、服

务费，以及桩体广告费等附加收入。成本端主要包括电费、折旧和后期运维费

用。从利润角度来看，电费收支基本持平，服务费是充电桩盈利的主要来源，

影响服务费的最重要因素是充电量。 

2、共建模式。即充电桩企业与投资方（LP）共建，该模式盈利来源相对

复杂，首先充电桩企业可以赚取设备销售的收益；其次可以赚取部分充电服务

费；最后在保障 LP 收益的情况下，剩余收益部分双方分成。 

3、设备销售。即仅赚取销售设备的收入。 

设备销售盈利模式清晰；共建模式涉及到与投资方的约定分成，不同比例

下，盈利差异较大；我们主要分析纯运营模式的盈利情况。 

成本端：充电模块是充电桩硬件的核心，成本占比最高，其余主要部件包

括，APF 有源滤波、电池维护设备、监控设备等，具体而言，交流充电桩

（7kw）的总体成本为 7000-8000 元/桩，直流充电桩（60kw）的总体成本为

70000-80000 元/桩。充电站一般按单瓦计价，每瓦单价约为 0.5-1.3 元/w。 

 

图 5：典型充电站成本构成 

 

资料来源：中研网、招商银行研究院 

收入端：充电桩购电成本与售电成本相同，测算中仅考虑充电服务费收

入，暂不考虑桩体广告费收入，以典型的 7kw 交流/60kw 直流充电站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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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充电服务费为 0.5 元/kwh，达到盈亏平衡点的使用率分别需要 6.27%、

6.92%左右。 

 

表 2：充电桩盈亏平衡点测算 

 单位 交流桩(7kw) 直流桩(60kw) 

充电桩功率 kw 7 60 

充电桩综合成本 元/w 0.5 1.3 

含税充电服务费 元/kwh 0.5 0.5 

增值税率 % 13% 13% 

税后收入 元/kwh 0.435 0.435 

设备折旧 万元 0.035 0.78 

运维人工 万元 0.12 0.64 

贷款比例 % 50% 50% 

贷款利率 % 5% 5% 

财务费用（年） 万元 0.01 0.14 

营业总成本（年） 万元 0.17 1.56 

盈亏平衡点充电量 万 kwh 0.38 3.59 

盈亏平衡点利用率 6.27% 6.92%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招商银行研究院 

 

行业整体单桩使用率仅 4%，整体不盈利。单个公共桩平均充电量从 2018

年 5 月的 604.6kWh 提升至 2019 年 5 月的 895.3Kwh，同比增长 48.1%。根

据 2019 年 5 月公共桩充电量可计算得单桩日均充电量约 30kwh，假设直流桩

和交流桩输出功率分别为 60kw 和 7kw，根据 2019 年 5 月全国公共桩直/交流

充电桩占比为 42.7%和 57.3%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单桩平均功率为 29.63 

kw。由此推算，公共桩单桩日均使用时长仅约 1 小时，使用率仅为 4%，行业

整体未达盈亏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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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充电桩盈亏平衡点及当前利用率 

 

资料来源：上海充换电设施公共服务市级平台、招商银行研究院（利用率为 2019 年 2-4 月平均利

用率数据） 

 

充电服务费与利用率是运营环节盈利关键，服务费提升难度较大。充电服

务费整体是在地方政府的一定限价下，最终由市场化竞争决定，地方政府通过

规定最高充电服务价格、最高收费指标、充电价格（含电费）等多种形式指导

制定乘用车充电服务价格。各省 2018 年对比数据来看，实际充电服务费比各

省最高限价低 0.2 元/kwh 左右；此外以北京为代表的部分省份，政府已经放开

了充电服务费的最高限价。理论上充电服务费有提升空间，但由于竞争激烈，

大部分地区实际服务费水平较难提升。长期来看，作为基础设施的环节之一，

充电服务费与新能源车应用成本高度相关，未来充电网络的分布与盈利模式也

将拓展，单一充电服务费整体金额也应呈下滑趋势。 

 

图 7：部分省会城市充电服务费上限与实际充电服务费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招商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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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盈利前景：行业存在结构性机会，公交车和长途高

速充电站市场空间最大 

为了测算充电运营的各细分市场规模，我们做如下假设：（1）仅考虑充

电服务费，不考虑其他广告收入，充电服务费取 0.6 元 /kWh。（2）百公里电

耗的数据，参考市场典型代表车型，例如乘用车的比亚迪 e6，取平均数值，

日均行驶里程参考公开的统计数据；（3）征收服务费比例的假设为：车辆总

数中通过公用充电桩充电的部分，私人乘用车以居住地充电为主，因此该比例

为 15%，其余车均假设比例为 80%。基于充电设施发展指南各类新能源车数

据，测算可得到 2020 年公交车充电运营市场规模占比在 40%以上，是最大的

细分领域。 

 

表 3：充电服务费市场规模最低值测算 

 单位 公交车 
网约车/出

租车 
专用车 乘用车 小计 

2020 年新能源车保有

量最低值 
万辆 20 30 20 430 500 

百公里电耗 kwh/辆 100-200 15-20 40-60 15-20 - 

日均行驶里程 km/辆 120 400 100 30-40  

日均电耗 kwh/辆 120-144 60-80 40-60 4.5-8  

充电量需求 亿 kwh 90-105 65-90 30-45 70-125 255-365 

征收服务费比例 % 80 80 80 15  

2020 年预测最低市场

规模 
亿元 45-50 30-45 15-20 5-10 95-125 

资料来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招商银行研究院 

 

大功率快充且路线相对固定的充电站服务利用率有保障，具有一定结构性

机会，重点看好公交车和长途高速充电站市场。利用率角度，B2B 运营是目

前对利用率最有保障的模式，目前公共桩中 80% 以上的充电量由运营车辆贡

献。由于公交车、城际大巴等运营车辆充电需求有保障且比较固定，对应的大

功率充电设备（即 120kw 及以上）利用率已可接近 10%，盈利能力良好。此

外，长途高速充电站也是高速公路上电动车缺电时的必然去处，快充是刚需，

而且车流量大，充电桩利用率有保障，市场空间也同样广阔。大功率快充设备

初始投资壁垒更高，往往是运营商与国企或公交公司合作共建，竞争格局也相

对较好。从利用率角度考虑，公共慢充与分散式充电站利用率提升至 8%以上

难度较大，依靠单一充电服务的模式实现盈利的难度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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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运营车辆充电服务需求特性 

 行驶规律与充电需求 充电设施安装 充电设施运营 

公交/常

规客运 

规定路线、行驶轨迹明确、

充电时间规律，用电量大且

要求快充 

首末站中，包

括普通回车

场、中心站和

停靠站等不同

类别的场站 

1、自主运营：公交客运制造商打包销售车+

桩，用户招标采购充电设备，充电桩企业不

承担运营；2、BOT+委托运营：用户没有一次

性投入，长期使用成本低，充电企业提供专

业服务；充电服务公司收益率较好，风险在

于用户长期偿付能力 

出租/网

约车 

路线不规则； 

单班：有足够时间夜间充

电，可采用交流充电桩 

2-3 班：交接班前充满电，

充电耗费的时间为运营的机

会成本，有快充需求 

司机之家、维

保站等；需要

依据出行及充

电习惯进行规

划 

出租车/网约车公司自行投资或与运营商合作 

物流车 
行驶路线比较规律，可分为

中心站到网点，网点到终端 

物流车集散地

及分散充电 
业主集中管控物流车，自建或 BOT 模式 

环卫车 

路线规律，用电强度低，充

电时间充足，可进行长时间

夜间充电 

环卫站 
自营：车辆招标，打包销售车+桩 

委托运营：不需要快充，成本要求高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招商银行研究院 

 

公交充电是最大的细分市场。上海市充电设施公共服务市级平台数据显

示，2018 年充电量中 74.4%流向了公交专用充电桩。上海市作为充电桩最大

市场之一，充电量流向证明了公交车充电服务是市场份额最大的细分场景。 

 

图 8：上海市 2018年充电量流向占比 

 

资料来源：上海充电设施公共服务市级平台、招商银行研究院 

 

公交专用, 

74.4%

公共, 21.0%

单位专用, 

1.9%

小区专用, 

1.5%

物流专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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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充电是利用率唯一达到盈亏平衡点的运营场景。从使用场景来看，公

用交流充电桩达到 7%的水平难度较大；直流充电桩已接近盈亏平衡点，尤其

对应公交充电的大功率专用充电桩（120kw），使用率比较有保障。根据上海

市数据，公交专用充电桩 2018 年使用率为 9.48%，已经可以实现比较好的盈

利水平，相比而言物流专用、小区专用、单位专业等场景的利用率远不到盈亏

平衡点。 

 

图 9：上海市 2018年各场景充电桩利用率 

 

资料来源：上海充电设施公共服务市级平台、招商银行研究院 

 

综上所述，充电运营行业存在结构性机会，公交车和长途高速充电站不仅

市场空间最大，利用率也有保障，盈利能力较强。 

4．竞争格局：充电运营集中度高，特来电规模效应持

续扩大 

公共充电桩运营环节的玩家主要分为国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国资背景运营

商有国家电网、普天新能源、南方电网和上汽安悦，其中国家电网、南方电网

本身以电网基础设施为主业，拓展充电桩运营业务的主导优势明显；民营企业

有特来电、星星充电、云杉智慧、深圳车电网等，其母公司大多以充电桩制造

或动力电池材料为主业，技术能力与充电桩运营相关性强。对于参与充电运营

的整车企业例如特斯拉、小鹏、上汽安悦等，公共桩的建设不仅能更好地完善

车主服务、促进汽车销售、提升品牌形象，也可能挖掘新的盈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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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公共桩产业链部分公司 

产业链环节 分类 相关企业 

充电运营 

国资企业 

国家电网 

普天新能源 

南方电网 

上汽安悦 

民营企业 

星星充电 

特来电 

云杉智慧 

特斯拉 

小鹏汽车 

比亚迪 

设备制造 

桩体及零部件 

特锐德 

国电南瑞 

科陆电子 

普天新能源 

易事特 

奥特迅 

配电设备 

特变电工 

威腾股份 

施耐德电气 

资料来源：招商银行研究院  

 

充电运营环节集中度高，CR3 达 75.2%。截止 2019 年 5 月，充电桩规模

化运营企业（充电设施保有量≥1000台）共 18 家，其他企业运营的充电桩数

量极少。特来电、国家电网和星星充电分别以 13.11 万台、8.78 万台和 8.28

万台的保有量位居前三甲，三家市占率之和高达 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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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充电桩运营商 TOP10 保有量（万台） 

 

资料来源：充电联盟，招商银行研究院 

 

图 11：充电桩保有量运营商市占率 

 

资料来源：充电联盟，招商银行研究院 

 

特来电用户在公共桩用户中占比过半（约 58%），规模效应持续扩大。特

来电是市占率最高的充电桩运营企业，其母公司特锐德是中国最大的户外箱式

电力产品系统集成商，也是中国最大的箱变研发生产企业。基于在电气设备智

能制造的技术积累，母公司成功开拓了新能源汽车充电网，并进一步衍生至充

电桩的运营，从 2014 年开始布局新能源汽车充电桩业务。截止 2018 年，特

来电公共充电桩利用率约 3.5%，略低于行业平均的 4%，但该利用率低主要

在于特来电充电桩建设步伐较快，使用效率滞后于充电网络建设的迸发。此

外，近两年充电量的复合增速达到 195%，远大于充电桩保有量的增速，预计

未来利用率会不断攀升。另外，特来电 APP 注册用户数达 124 万，新能源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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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保有量 261 万辆，其中还有约 47.7 万辆新能源车配有私人桩，假设私人桩

持有者较少使用特来电 APP，即模糊计算约 58%的纯公共桩使用车主是特来

电 APP 的用户，且复合增速达到 112%。无论是充电量的高增长或是用户数

的持续增长，都得益于前期的充电桩建设，规模效应开始起作用。特来电通过

快速布局充电网形成的规模优势是公司业务发展的重要竞争壁垒。由于充电桩

的建设受到场地、区域电网容量的限制，在特定区域内能够运营的充电桩数量

有限，存在地理位置垄断；同时，抢占充电桩行业布局先机需要巨大、持久的

资金投入，进入壁垒较高。未来，充电网将成为各种车辆、能源等数据和信息

的入口，充电网的规模优势将带来极具价值的数据垄断，可能为公司创造新的

利润增长点。 

特来电采用“共建共享”的运营模式，通过联合政府、车企、分时租赁运

营商、网约车平台等社会各界资源和资金，通过共建的方式快速在全国各地铺

设充电桩网络。领先的产品研发能力、世界上最大的充电大数据运营平台以及

优秀的平台运营能力助力特来电成为全国充电桩市占率最高的企业。 

特来电已实现盈亏平衡，预计 2019 年开始盈利。特来电通过在充电领域

四年多积累的产品技术优势和投建运营经验，不断提高投建运营效率和市场占

有率，同时创新共建商业模式、打造共建共享平台。2018 年特锐德充电运营

收入 5.31 亿元，同比增长 153%；充电设备销售及共建业务收入 7.51 亿元，

同比增长 106%。充电板块全年实现盈亏平衡。由于用户和充电量的增速显著

高于充电桩的建设速度，预计从 2019 年开始特锐德充电板块开始盈利。 

 

图 12：2016-2018年特来电充电量（亿度/年）  图 13：2016-2018年特来电 APP 用户数（万） 

 

 

 

资料来源：特锐德 2018年报，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特锐德 2018年报，招商银行研究院 

 

国家电网是我国充电标准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强大背景使其在充电桩行业

具有绝对的话语权。此外，国网资金优势明显，公司 2006 年开始进入电动汽

车充电设施投资领域，现在已经实现了覆盖 1.4 万公里、13 个省、95 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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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速公路快充网络。国网将在“两纵两横一环”高速公路城际快充网络的基

础之上，建设七纵四横两网格高速公路快速充电网络，到 2020 年，在全国将

累计建成公共快充站 1 万座，充电桩 12 万个。短期来看，国网将仍然保持领

先地位；长期来看，随着电力行业规范更加成熟，社会投资将会成为充电投资

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国网的份额将会降低。 

星星充电是近几年市场规模增速最快的充电运营商，从 2017 年市场份额

13.6%到 2019 年 5 月的 20.7%，份额已经与国家电网相当。星星充电过去几

年一直盈利，主要盈利来源于充电设备的销售，充电桩运营业务的盈利规模并

不大。 

5．业务建议 

（详见原文报告，如需报告原文请以文末联系方式联系招商银行研究院） 

6．风险分析 

6.1政策加码导致供给过剩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

（2015-2020 年）》，其中对 2020 年充电桩设施做了明确规划：到 2020 年

建成 480 万个分散式充电桩，其中用户专用充电桩 430 万个，分散式公共充

电桩 50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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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2020年充电基础设施分场所建设目标 

 

资料来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招商银行研究院 

 

2016 年初财政部、科技部等五部委在《关于“十三五”新能源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奖励政策及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通知》中指出，将会根据各省新

能源汽车推广数量，对充电设施建设运营、改造升级、充换电服务网络监控系

统建设等进行奖补。2016-2020 年各省级行政区完成标准新能源车推广量任务

后即可获得基础补贴，超出门槛的部分按相应标准增加奖励，并设置补贴上

限。具体来看，五年内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区域和重点省市的一类地区中央财政

基础补贴 5.3 亿元/省，中部和福建省等二类地区基础补贴 3.5 亿元/省，其他

地区基础补贴约 2 亿元/省，各省级行政区五年内补贴上限均为 8 亿元/省，合

计中央财政基础补贴约 104 亿元，补贴上限约 248 亿元。上海、海南、武

汉、合肥、北京、深圳等省市也依次出台关于充电桩行业较强的补贴政策，其

中，涉及基础设施或充电设备的，一般按照 20%-30%的投资额进行补贴，或

者 200-600 元/kW 给予补贴；涉及运营度电补贴的，一般按照 0.1-0.6 元/kWh

进行补贴。2019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中明确指出，过渡期后地方财政需将

对新能源汽车的购置补贴转为用于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运营。预计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的补贴力度会持续加大，将取代车辆购置补贴成为新能

源汽车财政补贴的主要去向。 

 

表 6：“十三五”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奖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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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 
中央财政基础

补贴（亿元） 

补贴上限

（亿元） 

城市数

量 

包含城市 

一 类

地区 

大气污染治理

重点区域和重

点省市 

5.3 8 10 

北京、上海、天津、

河北、山西、江苏、

浙江、山东、广东、

海南 

二 类

地区 

中部省和福建

省 
3.5 8 6 

安徽、江西、河南、

湖北、湖南、福建 

三 类

地区 
其他省 2.0 8 15 

除以上省份之外的其

他省 

合计 104 248 31  

资料来源：《关于“十三五”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励政策及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通

知》，招商银行研究院  

 

截止 2019 年 5 月，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 97.6 万台，同比增加 71%。其

中，公共桩保有量 40.1 万台，建桩增速从 2019 年开始明显加快，5 月保有量

同比增速达 51%。然而目前充电桩整体的利用率只有 4%，即使直流桩利用率

也只在 9.5%。在已有充电桩补贴政策基础上，新的新能源汽车产业补贴也明

确指向充电设施环节，将极有可能促进新一批充电桩制造与运营环节的企业或

项目产生，利用率有继续下降的可能，存在较大的充电桩供给过剩风险。 

 

图 15：我国充电桩保有量（万台）  图 16：私人/公共桩保有量（万台） 

 

 

 

资料来源：GGII，招商银行研究院  资料来源：GGII，招商银行研究院 

 

6.2外资扩张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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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斯拉和宝马为首的外资正在大举扩张其在中国的充电桩版图。 

特斯拉在中国近百个城市建成超过 1400 个目的地充电桩。宣布预计 2019

年底其 V3 超级充电桩将正式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将是继美国后第二个引入 V3

超级充电桩的国家。V3超级充电桩支持高达 250kW的峰值充电功率，以 Model3

长续航版为例，5 分钟充电量可行驶 120 公里，特斯拉车主的充电时间有望减

少 50%。我国大功率充电相对较慢，具有代表性的“小鹏超级充电桩”额定功

率 120kW，但车辆验证实际功率仅在 90kW左右。特斯拉超级充电桩的使用便利

性远超国产充电桩，国产落后产能存在被淘汰的风险。 

6 月中旬宝马、大众和戴姆勒等 7 家巨头联合成立的充电基础设施平台

Hubject 与四家中国本土关键充电运营商合作，新增运营 3.5 万根充电桩。此

外，宝马集团在 2018 年初就设定了 2018 年底要建设 8 万多个即时充电桩、

2019 年 10 万个的目标。虽然数据还有待考证，但两次相关的行业动作都表明

宝马进军我国充电桩的想法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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