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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朱俐娜

“自从有了公共充电桩，
出行方便多了。”家住河南省
巩义市的张女士告诉记者，目
前，当地新能源汽车的数量日
益增多，对充电设施的需求也
在不断增加。

近日，财政部、工业和信
息化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
了《关于开展县域充换电设施
补短板试点工作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将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百县千站万桩”试
点工程，加强重点村镇新能源
汽车充换电设施规划建设，力
争实现充换电基础设施“乡乡
全覆盖”。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王鹏在接受中国城
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县域地
区的充换电设施数量还远远
不足，尤其是在偏远地区，设
施分布更加稀疏。这限制了
新能源汽车在县域的推广和
使用。现有的充换电设施在
服务质量上也存在差异，有些
设施可能因维护不善或设备
老化而影响用户体验。

首批试点县名额共计70个

根据公安部最新统计数
据，截至2023年底，全国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达 2041万辆。
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数量
从 2019 年 的 120 万 辆 到
2023 年的 743 万辆，呈高速
增长态势。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
渗透率的大幅提升，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成为关注的热点。

根据《通知》，申报试点的
主体应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场景丰富、公共充换电基础
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地方推广
应用积极性高、社会资本投资
意愿较弱的县。

在名额分配方面，2024
至 2026年，三部门根据地方
当前新能源汽车和公共充换
电基础设施发展状况及未来
潜力、地域面积、省内县数量、
当前财力状况等因素分配省
级试点县名额。首批试点县
名额共计70个。其中，河北、
青海、甘肃、云南每省分配 4
个名额，重庆、浙江、江苏、广
东、宁夏、广西各分配 2个名
额，福建、陕西、安徽等14个
省份各分配3个名额。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副司
长、新闻发言人张星在1月25
日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积极推动农村地
区布局充电设施，助力释放新
能 源 汽 车 消 费 潜 力 ，截 至
2023年底，广东、广西、海南、
江苏、湖北等 12个省份已经
实现了充电站的“县县全覆
盖”、充电桩的“乡乡全覆盖”。

然而，与城市相比，县域
的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面临
着一些困难和挑战。

“首先是资金问题，县域
地区通常经济相对落后，筹集
资金进行大规模充换电设施
建设是一大挑战。其次是土
地和电力资源限制，在县域地
区，可用的土地和电力资源有
限，如何合理分配和利用这些
资源是另一个难点。最后是
居民认知度，县域居民对新能
源汽车和充换电设施的认知
度相对较低，这影响了设施的
使用率和推广效果。”王鹏说。

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
副秘书长袁帅告诉记者，目
前，县域充换电设施建设相对
滞后，覆盖范围有限，不能完
全满足新能源汽车用户的需
求。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地区
地域广阔、人口密度低，充换
电设施建设成本较高，且存在
电力供应不稳定、充电设施维
护困难等问题。因此，县域充

换电设施建设的难点在于如
何平衡建设成本与用户需求，
同时确保设施的稳定运行和
有效维护。

推进换电站建设

县域是新能源汽车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近年来，政府
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
推进县域充换电网络建设。

去年5月，国家发展改革
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加
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更
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
村振兴的实施意见》，针对农
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不足、居住社区充电设施安
装共享难、时段性供需矛盾突
出等问题，提出了相应解决措
施。要求优先在县乡企事业
单位、商业建筑、交通枢纽（场
站）、公路沿线服务区（站）等
场所配置公共充电设施。

国家能源局印发的《2024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指出，
要加大县域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支持力度，推动创建一批
充电设施建设应用示范县和
示范乡镇，探索开展车网双
向互动。

与上述政策有所不同的
是，《通知》不仅聚焦充电基础
设施，还要求建设换电站。《通
知》明确，试点县新建充换电
基础设施应面向全社会开放、
可用率不低于99%、额定功率
120千瓦以上（含120千瓦），
大力推广智能快充公共充换
电基础设施。

“通过增加县域充换电设
施，可以显著提高新能源汽车
在这些地区的普及率和使用
率，从而促进绿色出行。”在王
鹏看来，试点工程不仅是为了
满足现有的需求，更是为了探
索和总结一种可复制、可推广
的县域充换电设施建设模式。

充换电设施的建设和运营将
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带
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

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
经济学家郑磊向记者分析，充
换电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可以
提高当地的服务水平，改善新
能源汽车用户的充电体验，从
而促进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和
推广。它还可以带动相关产
业的发展，如电力、通信、建筑
等产业。此外，充换电设施的
建设还可以促进县域内的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当地的基础
设施水平。

此外，中央财政将安排奖
励资金支持试点县开展试点
工作。《通知》提到，每个试点
县示范期为 3年。奖励标准
根据每年度试点县充换电设
施功率利用率达标情况设置，
共分为三个档次。示范期内，
每年均达到最高目标的试点
县最多可获得4500万元。奖
励资金主要用于试点县充换
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等相
关支出，不得用于平衡地方财
力，不得用于新能源汽车购置
补贴和新能源汽车运营补贴。
试点结束后，三部门将对超额
完成目标且对周边地区有明
显示范带动效应的县，按照奖
励标准的10%给予超额奖励。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
符金陵在国新办4月11日举
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表示，中央财政安排资金支持
启动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
试点工作，旨在补齐农村地区
充电基础设施布局短板，优化
新能源汽车消费环境，激发农
村地区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

市场前景广阔

从技术角度来看，《通知》
提出，积极培育新技术新模式
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应用。充

分结合本地区场景应用条件，
积极探索车网互动（V2G）、快
速充换电、液冷大功率充电、
智能有序充电、无线充电等新
技术新模式应用。分布式光
伏覆盖较好的农村地区，可结
合实际建设光伏发电、储能、
充换电一体化的新能源充电
基础设施。

据王鹏介绍，大功率快充
技术可以显著缩短充电时
间，提高充电效率，是未来发
展的重要方向。无线充电技
术便捷性和灵活性使其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V2G技术
允许电动汽车将多余的电能
反馈给电网，实现能量的双
向流动。

“‘光储充’一体的充电站
能够集成光伏充电、储能、放
电及电池检测等多重功能，实
现新能源车充新能源电；超充
技术也在不断发展，为新能源
汽车提供更快的充电速度。”
袁帅补充道。

在政策利好影响下，充换
电技术实现大规模商用化还
需克服哪些难点？王鹏认为，
先进充电技术的研发和部署
成本仍然较高，限制了其大规
模应用。大规模应用快充和
无线充电技术可能会对电网
造成较大负荷，需要进行电网
升级和改造。另外，不同品牌
和型号的新能源汽车可能需
要不同的充电接口和协议，这
增加了商用化的复杂性。

《通知》还要求，试点县要
与当地新能源汽车促消费政
策同向发力，形成新能源汽车
消费拉动效应，推动提升本地
及周边地区消费者使用新能
源汽车意愿。

不可否认的是，县域充换
电设施建设将进一步促进新
能源汽车在县域市场的普及
和推广。根据《中国农村地区
电动汽车出行研究》预测，
2030 年，我国农村地区千人
汽车保有量将近160辆，总保
有量超过7000万辆，市场规
模或达5000亿元。

郑磊分析，县域充换电设
施建设可以降低新能源汽车
用户的充电成本，提高用户的
使用意愿和购买意愿，还可以
改善新能源汽车的充电环境，
提高新能源汽车的便利性和
适应性。此外，充换电设施建
设将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的发展，推动新能源汽车市场
的扩大。

“总的来说，县域充换电
设施的建设不仅关系到新能
源汽车市场的拓展和用户体验
的提升，还对县域经济和社会
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充
换电设施的建设将推动新能源
汽车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和发
展，形成良性循环。”王鹏说。

浙江长兴：500千伏
输变电工程加速推进

长兴 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浙

江省重点建设项目，除输电线路建设

外，还将建成浙北地区重要的清洁能

源消纳和源网荷储互动应用枢纽变

电站，整站变电容量200万千瓦，年

供电量可达70亿千瓦时，建成投用

后可满足浙北地区快速增长的用电

需求，补强主网薄弱环节，提升区域

电网容载比，同时促进能源绿色低碳

转型。图为4月18日，在位于浙江省

湖州市长兴县吕山乡胥仓村的一处

立塔施工现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

施工人员正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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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换电设施力争实现充换电设施力争实现““乡乡全覆盖乡乡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