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求高企

目前， 充电桩市场需求仍旧高企。
据中汽协预测，2023年新能源汽车销量
有望达到900万辆，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
发展带来了巨量的充电基础设施需求。
根据中国充电联盟统计，2022年， 充电
基础设施增加159.3万台，同比增速超过
100%。截至2022年底，我国存量车桩比
2.5：1，2022年增量车桩比约为2.7： 1，存
量新能源汽车与公共桩比例约7.1： 1。

充电桩建设情况持续改善，但是距
离2025年车桩2：1的政策目标和1：1远
期理想状态仍有一定差距。但需求带来
动能，国泰君安证券分析认为，充电桩
将迎来十年十倍的快速增长。根据国际
能源署，为支持电动汽车增长达到承诺
的目标，到2030年，全球充电基础设施
需要增加12倍以上，每年需要安装超过
2200万个电动轻型车辆充电桩。 根据
IEA预计，2030年公共充电桩数量仅占
保有量的10%， 但由于更高的功率，公
共充电桩将占40%的装机量。2030年充
电电力需求或超750TWh，私人充电站
可满足约65%的能源需求。

国泰君安证券认为，中国是充电桩

长期的最大市场。中国人口密集，且绝
大部分是高层住宅，仅有40%左右家庭
可以使用住宅停车场，可安装并使用充
电桩的更少，因此中国将更多地依赖公
共充电桩。IEA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
550万个公共快充桩和1000万个公共慢
充桩，其中中国分别拥有400万个和550
万个。在欧洲和美国，私人充电提供的
电力份额预计将占到所需的70%左右，
在中国约占一半。

“充电桩行业的发展趋势是积极向
好的。”张雪峰认为。

安光勇也指出， 整个行业在2023年
仍有多种发展动能，主要包括来自于新能
源汽车的普及和政策支持的持续加大。

“随着新能源汽车需求的增加，充
电桩行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市场和商机。
同时，政府对环保产业的支持将为充电
桩行业提供持续的政策红利，促进其稳
健发展。”安光勇表示，“未来，充电桩行
业将不仅仅局限于提供充电服务，还可
能拓展到其他领域， 如充电桩与便利
店、高速休息站等结合，进一步增加行
业的商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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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疫情后的复苏之年，新电途感受到了充电桩行业
的哪些变化？

A：一个感受就是，行业内有提到关于企业通过充电
桩盈利的问题，其实企业的收入主要是靠电费和服务费，
电费是固定的， 主要是在于服务费。 最近有报道提到郑
州、广州、上海、青岛、重庆等地的新能源车主反映新能源
充电桩价格有所上调，这对盈利肯定是正向的。早期企业
不赚钱也要入场，是因为在政府的支持下能拿到补贴，现
在也说明企业开始在自身的运营上面想办法去赚钱。

还有一个感受是充电桩企业的入场时机非常重要，
从疫情三年来说，在疫情前入场的一些小企业，在这三
年里可能撑不下去了，但总体上充电桩行业是在高速发
展的，受到疫情的影响其实不算很大，所以单论今年对
于变化的感受不会特别强烈。

从近些年来看， 能感受到传统的车企在新趋势下感
受到压力，都纷纷往电动汽车上面去发力，因为市场发展
得很快，当用户都被新品牌接受了以后，传统的车企会担
心像以前手机赛道上的摩托罗拉、诺基亚一样被替代掉。

Q：应对充电桩行业的新形势，新电途做了哪些突围
之举？取得了哪些收获？或遇到了什么难点？

A：关于收获与突围，其实我们新电途从一开始选择赛
道就是在突围。在充电桩行业快速发展的2019年，我们进
入了这个行业，但并未选择成为充电桩建设企业，而是与
所有充电桩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建立电动汽车聚合充电服
务平台。新电途整合“车+桩+端”、主机厂、车服公司等产业
上下游资源，致力于打造全国顶尖充电服务平台，通过“一
个平台汇聚全国充电桩”，编织“全国充电一张网”。

截至2023年6月， 新电途整合了全国90%以上的充
电桩数据，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特来电、星星充电等
头部充电运营商达成深度合作，新电途在运营公共充电
设备数量超过90万， 全国合作充电运营商超1000家，覆
盖城市近400座， 是全国充电桩网络资源覆盖最广最深
的充电平台之一。

Q： 新电途在与充电桩行业中各个企业接触的过程
当中，感受到了哪些行业趋势？

A： 现在的充电桩发展趋势在于头部玩家会越来越
多，地方性政府的参与力度也越来越大。比如一些国有
企业、有一定土地资源的企业都纷纷在入场，甚至一些
能源企业也开始从做加油站扩围到充电市场，所以充电
桩的市场竞争会更厉害一些， 头部玩家会越来越多，整
个行业竞争格局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有些区域的早期
运营商可能会被吞并掉。

充电桩技术发展的速度很快，从慢充到快充到超快
充，其实也就是这几年的事。但是从全国来说，要普遍应
用高技术可能速度不会特别快，而是循序渐进的。比如
现在要充电运营商去投超快充，肯定会关注投建的成本
跟回报周期，但充电桩运营又是一门“高投资慢回报”的
生意，在当前支持超快充的车型数量不多的情况下去投
建，肯定短期内收益会比较差，这也会减缓高技术充电
桩的布局速度，但方向一定是一直往前的。

将涌现更多
头部“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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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之路

2023年，各行各业都正经历着疫后
的经济复苏，充电桩行业也不例外。

以特来电为例， 艾媒咨询数据显
示，2019-2021年， 特来电的电动汽车
充电桩业务收入波动增长，生产经营快
速发展。2019-2022年， 特来电的电动
汽车充电桩业务整体尚处于亏损状态，
特来电的电动汽车充电桩业务的盈利
能力有待加强，实现盈利还需努力提升
特来电充电桩的使用率。

奥特迅情况与特来电相似， 公司日
前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显示，
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亏损1600
万-2450万元。“公司的新能源电动汽车
充电业务仍处于爬坡期， 营业收入保持
了持续增长， 但因其固定支出占比较高，
目前销售收入未能覆盖成本支出，仍处于
亏损状态。”奥特迅方面表示。

事实上，从整个行业看来，充电桩
所有企业都面临着利用率与盈利的问
题。据艾媒咨询，2022年4月中国公共充
电桩的充电量为15.6亿kWh，而公共充
电桩保有量为141.9万台， 由此推算平
均每个充电桩每日使用率约为5.2%，利
用率较低，盈利能力较低，使得投资回
收期较长。

目前看来，相关问题的解决或在复
苏之年迎来新解。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
理委员会专家安光勇在接受北京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加深了全球对环
境可持续性的认识，各国可能更加重视

推广绿色能源和新能源汽车， 这将为充
电桩行业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市场需求。同
时， 为了促进经济复苏和推动环保目标，
政府可能进一步加大对新能源汽车和充
电桩行业的政策支持， 包括补贴、 减税
等，这将有助于推动行业的快速发展。

从企业方面来看，Co-Found智库
新能源行业研究负责人薛云南则向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充电桩企业将加强与
车辆制造商、能源公司及充电运营商合
作，打造更广阔的销售渠道和产业生态
系统， 企业还将注重充电体验的提升，
例如优化充电速度、 各种智能服务等，
并不断研发和推进新技术、 新材料，提
高充电效率和用户便利性。

整体看来， 解决盈利问题已是行业
趋势。据艾媒咨询，中国充电桩向大功率
快充、盈利模式多元化方向发展。大功
率快充已成为消费者需求的主流趋势，
这将推动快充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企
业的规模建设。当前充电桩运营商的收
入来源仍然为电价和充电服务费，基本
为平进平出。伴随充电桩行业的进一步市
场化，充电盈利模式有望更加丰富，如大
数据平台充电桩App为汽车、出行服务
等企业提供数
据信息服务，
提 升 用 户
出行服务品
质和运营
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