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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春节期间，忙碌的外卖小
哥、快递员穿梭于城市社区间，
换电量与订单量同步上升。

电动自行车作为高频次的
城市出行工具，续航能力十分
重要。随着电动自行车新国标
的实施和电池充电不入楼不入
户等政策的落地，以及换电技
术更新迭代，“以换代充”的换
电需求得到进一步释放。电动
自行车的“加油站”——换电柜
应运而生，并日益成为新能源
物联网基建浪潮的重要组成部
分。电动自行车换电市场发展
前景如何？未来换电模式如何
健康规范发展？对此，中国城
市报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换电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换电比充电省时太多
了！只要找到换电柜，1分钟就
能换好电池，每天换电2-3次，
节省下来的时间能多接好几个
外卖单子。”外卖员刘明明告诉
记者，他每天送外卖至少需要
跑100公里，而充满一台续航
40公里的电动自行车往往需
要8小时，冬天低温环境下，3
小时左右电量就消耗光了。

刘明明向记者介绍，换电
流程十分简便，到达固定换电
柜，先用手机进行扫码，待换电
柜仓门弹开后，骑手把已使用
过的电池放回柜中，再从仓内
取出满电的电池，一套换电流
程在1分钟内就完成了。

像刘明明一样选择换电的
外卖员并非少数。电动自行车
换电柜早已成为即时配送、快递
物流行业对高效充电的刚需。

2023年，中华全国总工会
发布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
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包括货车
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
卖配送员在内的全国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成为职工队伍
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城市报记者走访发
现，电动自行车换电柜通常每
组有12格口，外形与商场的储

物柜类似，还配有监控摄像
头。打开手机APP和支付宝
小程序，可以查询到就近位置
的换电柜，以及适配的电池型
号、可换电池和满电电池数量
等。中国城市报记者查询了不
同换电运营商的价格，以小哈
换电为例，价格套餐可按次数
购买，也可按天数不限次购
买。平时30天不限次价格为
299元（每天约10元），其春节
推出换电套餐，33天为319元
（每天约9.7元），最长期限90
天价格839元赠送12天，相当
于每天约8.2元。如果按次充
电，30天30次价格为209元，
每次约7元。“这锂换电”和“铁
塔换电”价格稍高些，按月租金
计算，每天换电费用约12元。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换
电行业在企业端得到了蓬勃发
展，消费端的用户量也不断增
加。根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相关
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
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已达
3.5亿辆，相当于每4个人就拥
有一辆两轮电动车。

根据艾瑞咨询预测，2025
年共享电动车投放车辆将超过
800万辆，2019年到2025年的
复合增长率将达到41%。业内
人士认为，智能换电柜是城市
的“新基建”之一，在未来将成
为相关企业业务发展的热点。

此外，电动自行车换电柜
不仅是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服
务人员的选择，也受到越来越
多使用电动自行车的市民关
注。一些换电企业已经在居民
区等地推行“以换代充”的换电
业务，但一些受访市民告诉记
者，就目前每月300元左右的
换电费用来讲，比充电桩的费
用高昂得多，就费用而言换电
柜还是不具备太多优势。

换电柜业务经营现状

根据咨询公司弗若斯特沙
利文公布的《中国电动两轮车
换电服务市场研究报告》显示，
预计到2026年，整个市场规模
将超过200亿元。

需求创造市场。自 2017

年底电动自行车换电行业兴起
之后，近年来各大企业陆续进
场。有互联网企业如阿里巴
巴、腾讯、滴滴等，也有电动车
整车及电池企业如雅迪、宁德
时代等，还有电网资源丰富，并
拓展市场业务的企业国家电
网、中国铁塔等。

“中国铁塔旗下的‘铁塔换
电’是换电行业的明星品牌。”
铁塔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晓
伟介绍，2019年以来，“铁塔换
电”开通运营的城市不断增加，
用户规模快速扩大。目前，中
国铁塔智能换电网络覆盖国内
300多个城市，部署换电网点
超 6 万 个 ，市 场 占 有 率 超
50%。2023年7月数据显示，
铁塔换电用户数量突破100万
户，日均提供超200万次换电
服务，累计换电次数已超11亿
次，相当于驱动轻型电动车行
驶超700亿公里。

“这锂换电”是杭州宇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换电服务
APP。作为一家专注电动两轮车
智能充换电设备制造和服务提
供商的宇谷科技，2019年入局
电动自行车换电市场以来，2020
年—2023年的营收实现了三级
跳，从8700余万元到2.2亿元、再
到5.5亿元，净利润也从1500
余万元飙升到8100余万元。

近年来，随着共享经济资
本退潮后，在“换电”新风口，市
场从业者也开始重新深入思
考，电动自行车换电业务运营
如何发展？

一位电动自行车智能换电
柜运营商陈先生告诉记者，换
电是重资产行业，初期建设和
前期扩张更是需要投入大量资
本。陈先生介绍，除硬件投入
成本外，每年还需支出运营费
用，包括电费、场地费和运维费
用。一个柜子的硬件成本约4
万元，每年电费和场地费约2.5
万元，运维费用每年1000元。
也就是说，投资一台换电柜第
一年至少需要6.6万元，之后每
年运维需要2.6万元。另外，根
据锂电池使用寿命和充电频
次，两年左右还要更新一批电
池，每块电池市场价2500元左

右，这也是
必要支出。

“我们
到现在为
止投资运
营了两年
的换电柜，
本该在明
年开始盈
利，几个合
伙人看势
头不错，商
量再投资
一部分，覆
盖更多区
域，其实相当于这两年一直在
投资还没有盈利，因为营收资
金都转去投资新设备了。”在陈
先生看来，换电柜行业需要长
线规划和运营，不仅需要批量
投放，投资回报也较长，1—2
年后回本，之后才开始盈利。

中国电力工程技术协会
（CEPETA）电动汽车研究院高
级专家、《电力设备故障解析》
副主编高文姣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换电的本质
就是做电池的租赁，然后无限
的换电，如何能把控电池出租
率最大化、实现资产利用率最
大化，是电动自行车换电项目
回本和发展必须考量的因素。
行业需要把握资本、发挥技术
优势、重视标准化，才能形成良
好发展态势。

换电行业需规范管理

“电动自行车充换电设施
作为电能补给的基础设施，服
务于交通行业，是推动交通电
气化和电力低碳化的关键节
点。”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秘
书长兼电动汽车与储能分会会
长刘永东表示。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换电
行业快速发展，标准的统一至关
重要。2018年5月，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发布了《电动自行车安全
技术规范》（GB17761-2018），
自2019年4月15日起正式实
施，其中规定了两轮电动车时速
不超过25公里，整车重量（含电

池）不超过55公斤，蓄电池电压
不得超过48V，对整个行业标
准化和规范化发展作出了要求。

换电柜的出现不但节约了
充电时间，还对充电安全起到保
障，换电从户内移到室外，从本质
上减少了火灾危险事故的发生。

尤其是2021年8月，应急
管理部发布的《高层民用建筑
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开始实施，
明确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
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
出口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自
行车充电。2023年7月，国家
标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
施第1部分：技术规范》实施，
从政策、标准上进一步规范换
电行业发展。

换电模式在共享经济的繁
荣下得到发展，被称为电动自
行车的“共享充电宝”。

电动自行车电池主要有铅
酸电池和锂电池两种类型。新
国标的施行对规范电池规格、
电池安全等做出保障。比如，
铅酸电池的体积和质量非常
大，补能速度又慢，且无法拆卸
充电，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新国标中要求，整车不超过
55kg，锂电池技术的发展和成
本下降为其轻量化、大规模使
用提供条件。

高文姣进一步介绍，锂电
池相对于铅酸电池有明显优
势，比如动力强劲，高储能量密
度方便携带，可车电分离，续航
里程更长，循环次数在千次左
右寿命更长，不含铅、汞、镉有
毒害物质、更环保，可安装
BMS保护板和GPS定位系统
与换电柜衔接，实时上传云端
数据，这些优势使得市面上
95%以上的电动自行车智能换
电柜都采用的是锂电池。

“尽管电动自行车换电模
式在成本、效率方面优势明显，
但也存在较多困难。”高文姣
说，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尚处
存量替换阶段，存量车与换电
柜插电接口不尽相同，增加转
换配件还需行业标准规范；同
时，现阶段换电网络密度有待
提升，制约网络化推广，市场换
电需求难以满足，换电站的重资
产属性导致其前期需要较高的
资本投入，这些都是制约电动
自行车换电发展的主要因素。

电动自行车换电市场仍需规范管理电动自行车换电市场仍需规范管理

广东省深圳市街头的电动车换电站电池充电

柜，一位快递员在给电动车换电池。 视觉中国

安徽芜湖：
护航电动汽车车主满电返程

2月16日，安徽省芜湖市繁昌区峨山镇

境内的G4211宁芜高速千军服务区内，国网

芜湖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向电动汽车车主宣

传安全充电知识，帮助他们高效解决充电中

遇到的问题。

近日，繁昌区境内的宁芜、巢黄等高速

公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网芜湖供电公司

织密充电网络，提高设施服务能力，做好重

要交通枢纽的供电充电保障，用精细化服务

护航电动汽车车主绿色出行、满电返程。

中新社发 肖本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