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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目前虽然处于起步阶段，但由于大量资本的涌入，业界对电动汽

车市场前景看好。

然而，事实是“叫好不叫座”。从记者调查来看，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就是充电

难，充电桩设施无法支撑电动汽车的现有量和未来增量，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今年，我 与 朋 友 两 人 各 自 买 了 一 辆 电 动 汽

车。很遗憾，我们各自的小区内都没有安装充电

桩。买车时，厂家给配备了便携式的能源转接器，

我就想办法从家里的阳台或者窗户顺一条电线下

来，给楼下的电动汽车充电，但这是慢充电，很麻

烦。小区里的邻居都来看热闹，令我很尴尬。如

此情景，估计会令许多想买车的人望而却步。”北

京的一家民营企业的王老板如是向本报记者吐槽。

这并非个案。

记者在江西南昌采访时了解到，也有电动汽车

车主用此办法给汽车充电。“充电难”已经成为电动

汽车推广的最大障碍。

江西省绿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总裁邹立群在

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充电桩建设

不尽如人意。我们公司今年原计划建 240 个充电

桩站，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洽谈项目，但最终只

建成了两个。压力很大，也很迷茫。遇到的难题是

企业无法解决的，需要几个相关政府部门联手才有

可能协商处理。”

被物业绊了一脚

王老板北漂 7 年了，他说：“我的最大梦想很具

体，也很渺小，就是：拥有一部电动汽车。”

当初，王老板信心满满地买到了电动汽车，拿

到了免费的充电桩，甚至充电桩安装也是免费的，

他为此高兴了好几天。但令王老板意想不到的是，

充电桩虽然免费，却安装不了。

王老板住在北京郊区，小区内没有车位，因此

安装充电桩必须经过物业管理公司允许。物业给出

的解释是：充电桩的安全性无法确保，他们担心充电

会导致小区电网不稳定、触电，甚至着火等。

最终，物业方面以保障业主用电安全和王老板

没有固定车位为由，拒绝在充电桩安装申请材料上

盖章。而没有物业的同意，没有物业的盖章，供电局

就不可能通过申请，导致充电桩安装之事无疾而终。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王老板不得已

从自家阳台上顺一根电线下来，为电动汽车充电。

如果说王老板的经历是实属无奈，那么他的朋

友葛磊的经历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了。

葛磊自嘲“有点身份”，家住的小区隶属国务院

某管理局。该小区物业管理很是规范，安装充电桩

要求施工单位出具施工资质证明、充电桩现场施工

方案、北京市电力公司低压供电方案。备齐这几份

材料很复杂，但葛磊还是做到了。

物业负责人看到这 3 份材料后，很满意，但他接

下来的话却让葛磊很惊讶。该负责人说：配电室归国

家电网公司管理，在墙上打眼，安装电表，要报建楼的

施工监理单位审批。从电表到充电桩还有几十米的

距离，需要电线连接，这要经过消防部门审批。至于

能不能批下来，什么时候批下来就是未知数了。

葛磊绝望了。目前为止他的车一直在车库“睡

大觉”。

邹立群感叹：“政府拿出数十亿元巨资补贴新

能源汽车市场，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目

前，电动汽车充电时间太长，车主颇有怨言。晚上

在小区充电就能解决的问题，却被物业给卡在了最

后一公里。这是我们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政

府相关部门协调，国家出台相关政策。”

邹立群认为，在小区建充电桩是推广电动汽车

的关键。如果充电桩进不了小区，电动汽车市场化

就是空谈。

要办多少张充电卡？

一张北京电力公司的“电动汽车充电卡”、一张

普天公司的“充电卡”、一张富电公司的具有闪付功

能的银行卡、一张北汽新能源和特锐德合办的“充

值卡”……

“这 4 张卡是必备的常用卡，除此之外，我还有

备卡，因为有一次充电时，卡被吞了。”王老板自从

买了电动汽车后，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他讲

述道：有一天深夜，在北京郊区好不容易找到充电

桩，充电桩上面竟然贴着“厂家维修，暂停使用”的

标示。充电桩故障率太高，令车主很是不安。最

后，王老板只能寻求道路救援。

王老板继续讲述他的故事：有一天，车开到天

津，找到了国家电网的充电桩，却无法充电，因为不

同地区要用不同的充电卡。王老板感叹：“我已经有

5 张卡了，看来还需要继续无限办卡啊。”

记者致电国家电网客服后了解到：在北京市内

充电要使用北京市国家电网系统发行的公共充电

桩充电卡，在高速公路的充电站充电要使用国家电

网全国统一发行的高速充电卡，离开北京到外地后

又要换用当地电力公司的充电卡充电。

“南昌的情况也是这样，‘一车多卡’已经成为电

动汽车车主无奈的选择。”邹立群证实，目前北汽建

设的充电桩，比亚迪、江淮等电动汽车车型就无法使

用，特斯拉充电桩只能特斯拉车型专用。他认为，这

不仅阻碍电动汽车的推广，更是浪费充电桩资源。

对此，从事充电桩生产运营的北汽特来电新能

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大治也颇有同感。他说：

“不仅仅是不同的品牌和车型，就连同一款车的不

同批次，在充电桩上都可能出现不兼容的现象。”

在孙大治看来，车企希望自己的产品体现差异

化、个性化，在众多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这样在充

电环节很有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同样，电动汽车的

电池也是千差万别，有的电压在 400 伏左右，有的则

高达 500 伏，也存在着和充电桩是否兼容的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充电桩运营方之

间未能实现互联互通，充电桩和汽车接口不能完

全匹配。

原本应在今年 8 月出台的新能源充电接口新

标准被搁浅，乐观的预期是年底出台。

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遭遇重重阻力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遭遇重重阻力
■ 本报记者 陶海青

12 月 14 日，工信部装备工业司公布的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 11 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量达 7.23 万辆，同比增长 6 倍。今年前 11 个月，

全国新能源汽车产量累计达到 27.92 万辆，同比

增长 4 倍。从不得限行限购新能源汽车的政策

信号，到非汽车企业开始申请电动汽车生产资质

的准入调整，一剂剂强心针注入蓬勃成长中的新

能源汽车行业。

电动汽车作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正在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与之相配套的海量充电桩建设也已蓄势待

发，关于充电桩统一标准的呼声渐高。

事实上，早在 2011 年，中国就曾颁布了电动

汽车充电接口和通信协议的 4 项国家标准，分别

为《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3 项系列标

准和《电动汽车非车载传导式充电机与电池管理

系统之间的通信协议》。

据中电联标准化管理中心副主任刘永东介

绍，这 4 项标准的制定和出台是以 2010 年左右的

技术水平为依托的。

刘永东说：“当时各方主体对于标准的理解

不到位，很多有争议的部分只能模糊处理，这一

点在兼容性问题上的表现特别明显。标准和技

术的规定不够细致，加之生产企业对标准的理解

不同，导致了开发产品的不兼容，而且目前在相

关领域也缺乏权威的检测机构，多种原因导致了

目前问题的存在。”

刘永东认为，在日本、美国、欧洲等大部分发

展电动汽车的国家和地区，接口和通信协议的兼

容性问题都广泛存在，之所以在中国表现突出，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内车企和充电设施企业数

量过于庞大。

据了解，2013 年以来，针对现行标准存在的

问题，相关部门已在着手修订国标。在修订原有

4 项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电动车辆传导充电

系统一般要求》标准。标准的编写和修订机构设

置采取了联合工作组的机制，充电设施企业、电

池企业、汽车企业等相关方都被纳入到这一机制

当中，以权衡多个层面的需求。

据刘永东透露，此次修订中很多技术细节得

到了进一步细化和固化，压缩了企业自由发挥的

空间，新标准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目前电动汽车

充电过程中遇到的不兼容问题。

据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储能技术研究组

组长陈永 预测，经过 未 来 5-10 年 的 技 术 进

步，动力电池和储能技术将有可能实现日常充

电 10-15 分钟可行驶 100 公里以上里程的目标。“所以，现行的标

准和设施建设也要进行科学合理的评估和研究，避免盲目扩张带

来的浪费。”

此外，新标准在保证充电过程的安全性方面也有了很大改

进，例如为防止充电过热设置的温度监控装置、为杜绝充电过程

中的直接插拔电源增设相应的电子锁和机械锁等。据最新消息

称，目前，5 个国家标准已经通过技术审查，并上报到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等待批复。

在充电设施的相关标准中，接口和通信协议的标准最为基础，

它的统一规范能够满足用户“插上能充电”的基本需求，实现的是充

电过程的互联互通。然而，纵观整个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更加系

统化的标准还需进一步完善。

针对系统化标准的建立完善，专家认为，以接口和通信协议为

代表的基础性标准应该由政府主导制定，并且强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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炙手可热的充电桩领域于 12 月 16 日再获政策红包。

据财政部网站消息，为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培育良好的新能源汽

车服务和应用环境，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局研究起草了《关于“十三五”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奖励政策及加强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现予以公示。

该意见稿明确了奖励对象，充电基础设施奖励政策面向全国所有省

（区、市）。中央财政对充电基础设施配套较为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规模较大的省（区、市）安排奖励资金。

最 高 奖 励 资 金 2 亿 元，奖 励 门 槛 与 新 能 源 汽 车 推 广 量 挂 钩：对 于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重 点 省 市 奖 励 最 高，2016 年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重 点 省 市 推 广 指

标为 3 万辆，奖励标准 9000 万元，超出部分奖励最高封顶 1.2 亿元。2020
年 大 气 污 染 治 理 重 点 省 市 奖 励 门 槛 7 万 辆，奖 励 标 准 1.26 亿 元，每 增 加

6000 辆，增加奖励资金 1100 万元，奖励资金最高封顶 2 亿元。奖励资金

用于支持充电设施建设运营、改造升级、充换电服务网络运营监控系统

建 设 等 相 关 领 域 。 完 成 新 能 源 汽 车 推 广 量 指 标 是 获 奖 的 关 键，而 且 推

广 数 量 以 纯 电 动 乘 用 车 为 标 准 进 行 计 算，其 他 类 型 新 能 源 汽 车 按 照 相

应比例进行折算。

对此，分析人士表示，“十三五”期间充电桩补贴政策落地，将直接激发

各路资金对于投资建设充电桩的热情，极大地推动充电桩快速普及，助力

“十三五”期间充电桩产业发展。

从《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 设 施 发 展 指 南

（2015-2020 年》中 发 现 ，

我国将于“ 十三五”期间

建 成 数 倍 于 当 前 的 充 电

站、充电桩，该领域未来

的爆发式增长，在众多机

构眼中已成为定数，预计

未来 5 年充电桩市场规模

将实现百倍增长，实现千

亿 元 级 别 。 国 家 和 地 方

政 府 将 加 快 落 实 充 电 基

础设施补贴细则，并通过

PPP 等模式引入社会优质

资本，实现充电服务商业

模式的创新。（新 财）

充电桩补贴政策落地

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近日发布的《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 年）》（以下简称

《发展指南》）提出，到 2020 年，新增集中式充换电

站超过 1.2 万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 480 万个，以满

足全国 500 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充电设施缺口巨大

大力发展电动汽车，能够加快燃油替代，减少

汽车尾气排放。《发展指南》测算数据显示，到 2020
年全国电动汽车保有量将超过 500 万辆，其中电动

公交车超过 20 万辆，电动出租车超过 30 万辆，电动

环卫、物流等专用车超过 20 万辆，电动公务与私人

乘用车超过 430 万辆。

测算显示，2015 年到 2020 年需要新建公交车

充换电站 3848 座，出租车充换电站 2462 座，环卫、

物流等专用车充电站 2438 座，公务车与私家车用

户专用充电桩 430 万个，城市公共充电站 2397 座，

分散式公共充电桩 50 万个，城际快充站 842 座。

然而，与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相比，充电基础设

施缺口巨大。截至 2014 年底，全国共建成充换电

站 780 座，交直流充电桩 3.1 万个，为超过 12 万辆电

动汽车提供充换电服务。

充电设施建设明确时间表

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是电动汽车普及的

重要保障。《发展指南》提出，根据需求预测结果，按

照适度超前原则明确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目标。到

2020 年，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超过 1.2 万座，分散

式充电桩超过 480 万个。

《发展指南》明确，优先建设公交、出租及环卫

与物流等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础设施，新增超过

3850 座公交车充换电站、2500 座出租车充换电站、

2450 座环卫物流等专用车充电站。

同时，在居民区，建成超过 280 万个用户专用

充电桩；在公共机构、企事业单位、写字楼、工业园

区等单位内部停车场，建成超过 150 万个用户专用

充电桩；在交通枢纽、大型文体设施、城市绿地、大

型建筑物配建停车场、路边停车位等城市公共停车

场所，建成超过 2400 座城市公共充电站与 50 万个

分散式公共充电桩。

多措并举推动目标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指南》明确，要开展已

有 充 电 基 础 设 施 改 造 ，加 快 实 现 充 电 标 准 的 统

一，实现不同厂商充电设备与不同品牌电动汽车

之间的兼容互通。

为了推动目标实现，《发展指南》提出，各地要

将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的有关内容纳入城乡规

划，完善独立占地的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同时要加

大用地支持力度，简化规划建设审批流程，加大物

业协调力度。

在价格政策方面，《发展指南》提出，加大对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补贴力度，加快制定“十三五”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奖励办法，督促各地尽快制定

有关支持政策并向社会公布，给予市场稳定的政策

预期。在产业发展初期给予中央基建投资资金适

度支持。 （欣 华）

中国将新增 480 万个充电桩 缓解“充电难”

近日，北 京 市 西 客 站 超 级

大型充电站正式对外运营，充

电 站 共 有 100 根 充 电 桩 ，每 天

可满足 850 辆电动汽车的充电

需 求 。 据 介 绍 ，这 100 根 充 电

桩中，快充桩和慢充桩各占一

半 ，可 以 兼 容 主 流 的 国 产 、日

系 和 欧 美 等 三 大 车 系 电 动

车 。 至 于 收 费 情况，西客站充

电 站 的 基 础 电 费 为 每 千 瓦 时

0.87 元，充电服务费为每千瓦时

0.8 元。据了解，电动车辆充电

时享受 50%的停车费优惠。

“到充电站来充电，一般就

是为了补充行车途中的电量，快

充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慢充差不多 2 小时。”富电科技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据了解，

西客站充电站采用的是社会资本

参与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的 PPP 模

式，由富电科技公司投资和建设，

该充电站是继首都机场充电站之

后的又一交通枢纽大型公用充电

站，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座港

湾式充电站，将进一步为北京市

电动车车主提供方便。

除 了 为 电 动 车 充 电 之 外，

西客站充电站还利用互联网技

术实现了充电和分时租车的互

联互通，一键完成充电和租车。

电 动 车 在 充 电 时，涉 及 的

停车收费问题如何解决？富电

科技董事长庞雷表示，目前所

有 车 辆 的 停 车 费 下 降 50% ；电

动出租车在这个基础上，充电

服 务 费 还 可 以 享 受 50% 优 惠 。

除 了 西 客 站 充 电 站 的 运 营 之

外，据了解，西红门、北大万柳、

奥 运 村 等 地 的 16 处 充 电 站 也

在施工建设中，截至今年年底，

一共会有 1500 个充电桩建成和

施 工，完 成 距 离 市 中 心 5 公 里

以内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的布局。

据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北京市为私家车

提 供 充 电 服 务 的 公 用 充 电 点

已 有 300 多 个 ，聚 集 于 大 型 商

圈、停车场、加油站、交通枢纽

等，约有 4000 余根公用充电桩

为 不 同 路 段 提 供 服 务 。 目 前

还有大量在建充电设施，将于

今年年底前陆续投运，以完善

中心城区平均 5 公里半径的充

电网络。

由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充

电设施的建设，北京市出台的相

关政策也明确，对公用充电设施

建设采用“后补助”方式，给予不

高于项目总投资 30%的市政府

固定资产提供补助资金支持。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透露，

目前已有更多企业加入充电设

施的建设阵营，除了国网北京电

力公司、中石化等央企之外，还

有包括以富电科技、特锐德、星

星充电为代表的民营企业。

（林 艳）

北京西客站大型充电桩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