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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日前，滴滴出行与宁德时
代成立换电合资公司，双方将
依托技术优势和运营能力，从
网约车场景切入，为新能源汽
车提供高效换电服务，提升资
源利用率及社会运营效率，推
动交通绿色转型。

业内人士认为，动力电池
龙头企业宁德时代与网约车头
号玩家滴滴出行的强强联手，
或将为换电行业带来新的发展
契机与思路。

提升公共补能市场运营效率

1月28日，滴滴出行与宁
德时代发布消息称，滴滴及滴
滴旗下数字化能源服务平台小
桔能源与宁德时代成立换电合
资公司。根据协议，该换电合
资公司将依托双方的技术优势
和运营能力强强联合，从网约
车场景切入，为众多新能源车
辆提供高效换电服务。除成立
换电合资公司之外，滴滴旗下
小桔能源还与宁德时代形成战
略合作意向，推动在储充一体
等更广泛新能源领域的合作。

滴滴与宁德时代均对外表
示，本次合作是定位于在公共
补能领域的重要战略布局，双
方将引领行业服务和技术标
准，提升资源利用率及社会运
营效率。在合作过程中，伴随
此次换电合资公司的成立，双
方将紧密合作，快速规模化铺
设换电站、推广换电车型，提升
公共补能市场运营效率，助力

全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
“滴滴和宁德时代合作的

基础，在于双方在各自领域的
技术优势和市场地位。”中国电
子商务专家服务中心副主任、
资深人工智能专家郭涛分析认
为，滴滴作为中国最大的网约
车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和
丰富的运营经验；宁德时代则是
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制造商，其
电池技术和产能均处于行业前
列。这次合作，双方预期将在换
电领域实现互补，共同推动新能
源汽车的普及和发展。

电池龙头入局换电市场

所谓换电模式，是将新能
源汽车和电池分离进行补能，
为车辆更换电池以满足续航需
求，不仅兼具了储能、补能和共
享经济的特征，对推动绿色发
展、实现“双碳”目标同样具有
重要意义。

由于效率和加油相当，换
电一直被认为是解决纯电车型
补能焦虑的重要解决方案之
一。驾驶新能源汽车的滴滴网
约车司机林先生告诉中国城市
报记者，如果车辆全天营运的
话需要充电2—3次，快充充电
时长在30—60分钟，慢充则时
间更久，而换电最大的优势在
于快速补能，整个过程5分钟
以内就可以完成。换电时长与
加油时长相仿，能够有效减少
充电时间、增加营运时间，进而
增加收入，并且全程不用下车，
补能体验良好。

和林先生有着同样感受的

新能源汽车车主不是少数。根
据中国充电联盟的统计，截止到
2023年底，我国充电基础设施
总量达到859.6万台，换电站达
到3567座。另据弗若斯特沙利
文预测，到2026年我国换电站
的数量预计将激增至近7万座。

随着电池技术发展，换电
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整车企
业开始布局和投建换电网络。
追随蔚来，长安、吉利、广汽等
车企纷纷加入该赛道。

而作为动力电池龙头企业
的宁德时代也想入局分一杯
羹，早在2022年1月就推出了
EVOGO项目，由此进入换电
赛道，试图从电池供应商向出
行服务商转变。在宁德时代的
设想里，通过对电池标准的统
一以及灵活的电池搭配，可以
将换电模式普遍适用于更多的
车型。同时，通过切入换电领
域，宁德时代也可以从研发、生
产、运营、回收等维度，打造一
个更大的电池产业闭环。

为何牵手滴滴

然而，现实并没有宁德时
代想象的那么顺利。

换电模式目前主要应用在
出租车、网约车等公共出行领
域，如果宁德时代想要入局，前
提是必须拥有足够多的汽车保
有量。

宁德时代虽然拥有领先的
电池技术及研发能力，但并没
有整车资源，想要开展换电合
作，仍旧需要和车企联合开发
相关的换电车型。由于乘用车

市场竞争加剧，宁德时代很难
找到相关的优质合作伙伴。如
果没有足够的换电车辆、建设
足够密集的换电站，就难以支
撑商业模式的运转。

滴滴作为公共出行的“王
者”，在网约车规模上独具优
势。近年来，网约车的电动化
趋势也非常明显，据公开资料
显示，截至2023年11月，滴滴
平台累计注册新能源车超300
万辆，新能源汽车合计里程占
比超过58%。

公共出行市场的大基数和
高补能频次都是换电服务中最
具价值的应用场景之一。显
然，通过与滴滴合作，可观的电
动车保有量可以帮助宁德时代
解决“车”的问题，从而支撑换
电模式商业化运营。

据了解，本次与宁德时代
合作的是滴滴出行旗下的小桔
能源，其业务已覆盖互联网加
油、智慧充电、虚拟电厂、电力
交易、电力辅助服务、企业服务
等多个板块。

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小
桔能源的充电服务已覆盖190
多个城市，累计提供充电服务
超6.8亿次。中国充电基础设
施联盟的数据则显示，小桔充
电在全国布局了15.76万台公
共充电桩，排名第5。

快速发展同时还需标准化建设

新能源汽车的集中充电对
我国电网造成了巨大挑战。国
网经济技术研究院研究显示，
新能源汽车充电高峰与居民日

常用电高峰重合度高达85%，
且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逐年
增加，预计到2030年新能源汽
车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还将增加
约10%。换电补能的灵活性能
够一定程度上削峰填谷，缓解
电力紧张的局面。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政策
和技术的加持，换电模式或从
公共出行领域逐步渗透进私家
车领域，换电应用场景也将持
续丰富。

对于充换电产业的未来发
展趋势，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促进联盟、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充换电分会执行秘书长邹朋
表示，充换电产业处于蓬勃发展
阶段，未来充换电产业融合、产
业创新会进一步加剧，换电标准
化程度会进一步加快。

2023年12月召开的全国
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工
信部再度明确表示支持新能源
汽车换电模式发展。同月，在
工信部、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
发布的《关于调整减免车辆购
置税新能源汽车产品技术要求
的公告》中，明确了换电模式车
型相关要求。工信部装备工业
一司负责人解读称，换电模式
在降低购车成本、消除里程焦
虑、提升安全水平方面有一定
优势，此举系为支持换电模式
创新发展。

蓝谷智慧（北京）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水利认为，
换电势力合纵连横，模式推广
仍然面临很多挑战，存在投资
大、回报周期长、车企间换电标
准不统一等问题。换电站在一
个区域的投资500万元—1000
万元，投资回收期7到10年，甚
至更长。换电站的标准与电池
标准不统一，导致不同车辆间
电池无法互联互通。

对于统一标准问题，王水
利介绍，要通过场景的扩展逐
步实现换电标准化和规模化，
提升边际收益，具体来讲，要由
单一企业向多企业扩展，将同
一换电网络多品牌共享化；由
单一车型业务向多车型业务扩
大，让统一型号的电池多车型
共享。未来将换电打造成更安
全、更高效、更智能的服务体
系，共同打造城市运营综合服
务平台。

滴滴滴滴““牵手牵手””宁德时代共赴换电赛道宁德时代共赴换电赛道

■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日前，中国电力企业联合
会发布《2023—2024年度全国
电力供需形势分析预测报
告》。报告指出，2023年，全国
全社会用电量 9.22 万亿千瓦
时，人均用电量6539千瓦时；
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7%，

增速比2022年提高3.1个百分
点，国民经济回升向好拉动电
力消费增速同比提高。

中电联新闻发言人、秘书
长郝英杰介绍，电力生产供应
方面，截至2023年底，全国全
口径发电装机容量 29.2 亿千
瓦，同比增长13.9%；人均发电
装机容量自2014年底历史性

突破1千瓦/人后，在2023年首
次历史性突破2千瓦/人，达到
2.1千瓦/人。非化石能源发电
装机在2023年首次超过火电
装机规模，占总装机容量比重
在2023年首次超过50%，煤电
装机占比首次降至40%以下。

报告预测，到2024年底，
全国发电装机容量预计达到

32.5亿千瓦，同比增长12%左
右，2024年新增发电装机将再
次突破3亿千瓦，其中，新能源
发电装机将再次超过 2 亿千
瓦。在新能源发电持续快速
发展的带动下，预计到 2024
年底，我国新能源发电累计装
机规模将达到13亿千瓦左右，
占总装机容量比重上升至

40%左右，首次超过煤电装机
规模。

综合考虑宏观经济、用能
电气化等因素，预计2024年全
年全社会用电量9.8万亿千瓦
时，比 2023 年增长 6%左右。
预计2024年全国统调最高用
电负荷14.5亿千瓦，比2023年
增加1亿千瓦左右。

浙江台州：
全国首座AI微网超充放电站落户椒江

近日，浙江台州全国首座AI微网超充放电

站——椒江城发光储充放电站开通试运行。

这座集成了多项先进技术的AI无人值守

充放电站配备了智能充电管理系统，可以根据

电动汽车的电池容量和充电需求，进行智能匹

配，最快5分钟可充电80%，速度较传统充电桩

有了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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