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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光年智库报告产品体系

甲子光年智库报告产品共分为四个类级，第一类为微报告，聚焦一个问题，风格简洁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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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甲子光年智库四级报告产品体系
甲子光年智库微报告产品介绍

• 研究风格简洁明快
• 一个报告只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并

提出一个核心观点

• 以洞察趋势、实践研究为主
• 具备核心观点、核心数据和典型案

例

• 根据客户的定制化需求开展深度行
业研究

• 以深度研究、定义赛道为主

• 提供深度问题解决的咨询服务为主
• 聚焦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

数字化概念层出不穷，细分赛道迭代速度加快，相关从业
人员需要新鲜、专业的市场分析及洞察。

因此，甲子光年智库推出科技行业系列“微报告”，向市
场分享最新的细分行业洞察。

报告特点：

简洁明快：内容较短，方便快速阅读与碎片化阅读；

直击重点：聚焦一个关键问题进行展开分析；

分享观点：拒绝平铺直叙，亮出智库独有观点；

后续，将针对新能源领域持续开展深度研究分析，敬请关
注甲子光年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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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碳中和的实施路径

推动电力广泛应用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

碳排放

碳移除

碳管理

能源供给

能源消费

传统能源

清洁能源

工业

建筑

交通

电力

碳汇

技术固碳

提升供能效率，降低环境破坏程度

解决清洁能源消纳与稳定

智能化绿色制造、能源管理

全生命周期降低建筑能耗

智能交通工具、提升运输组织效率

发、输、变、配、用的全周期管理

提升生态固碳效率

提升封存转化效率

碳核算监测、碳交易、碳金融等

生产方式的绿色变革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碳达峰
碳中和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电力作为清洁、高效的二次能源，将在支撑社会经济发展，服务民生用能需求，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
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推动电力的大规模应用是解决电力供需平衡问题、保障“双碳”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路径。



1.2 源网荷储智能电网体系

智能电网体系的形态已经具备雏形，亟需搭建电力物联通体系已助推电力市场化

智慧电厂的管理
• 生产系统
• 管理监控系统
• 时空定位及可视化运维……

输电线路的管理及监测系统
• 输电线路状态在线监测及视频监控
• 隧道巡检及消防机器人
• 隧道状态监测
• 两栖带电作业机器人
• 输电线路无人机巡检
• 输电线路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监测及预警
• 输电线路山火监测及预警
• 输电线路覆冰监测及预警……

电力设备和电网资源进行监控与预测
• 应对复杂多变的电力供应情境，自动化、智

能化的变电检测手段
• 将大幅提升工作效率和监测准确性，同时提

升电网系统的应急能力和稳定性……

源网荷储售一体化
• 提升电网事故应急处置能力、精准切负荷、网荷互动、网储互动可将电网的故障处置调控资源扩大到海量的柔性负荷
• 调用全网可调节资源共同参与事故处置，有助于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 采用峰谷分时电价和开发利用可中断负荷等手段，以市场机制引导负荷侧的用电行为，在不影响用电体验的前提下给

电网增加额外的平衡资源……

源 网 荷

储

售

发 输 配变 用

水电

核电

风电

火电

220KV

110KV

轻工业

城镇居民

商业地产

农村

重工业
光伏



2.1 电力市场化成为趋势

 以目前形势来看电力这种能源形态必将发展为主导人类能源供需的核心能源，因此想要建立世界一流的能源互联网就需要具备将智能电网和电力

物联网融合的能力。以中国目前的进展，虽然已经基本完成了智能电网的建立，但由于电力零售的市场化程度很低，阻碍了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

设，电力市场化改革亟需提上日程。

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需具备两网融合能力，但电力市场化程度低，电力物联网建设进程缓慢

两网
融合

泛在电力物联网坚强智能电网

网源 荷 储

网络感知 平台 应用

枢纽型
（产业属性）

能
源
流

共享型
（社会属性）

数
据
流

平台型
（网络属性）

业
务
流

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



（国家电网）
大电网

风电

火电

核电

水电

光伏
…

批发售电

零售电
充电基础设施是载体

最终用户

发电端 售电端输送端

严格把控

2.2 电力市场化的出路：放开两端，管住中间

电力供应没有充分市场化，加强市场化零售市场的建设是出路

 以前的电力行业习惯于垄断经营的方式，其优点是业务集中管理带来的可控性，但垄断经营会使其无法容忍市场化新模式的出现，丧失了市场的
灵活性。这样就使得真正惠及百姓的“零售电”市场化无法取得新进展。要想真正实现电力供应的充分市场化，出路是放开对发电端和售电端的
市场准入，同时对电力输送严格把控，加速市场化零售电市场的建设。



3.1 充电基础设施应运而生

 借助于云、大、物、移、智、链和5G等新一代数字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充电基础设施迎来快速发展阶段。未来几年，充电基础设施将会成
为与“能源互联网”相连通的关键接口，充分发挥在整个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融合地位，将各种新技术、新模式落地，
建立真正的世界一流能源互联网。

“云大物移智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将成为促进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推手

智能电网

1

车联网

7

人工智能

6

云计算

4

物联网

2

5G通信

3

充电基

础设施

大数据

5



3.2 充电基础设施的优势

 充电基础设施拥有节约人力成本、节省电力支出、峰谷调节安全用电等优势。通过实现充电基础设施的大面积普及，将有效推进电力市场化不断
改革，进而显著提高清洁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占比，预计2050年后，在国民经济能源载体中利用电能的比例超过70%！

节约人力成本、节省电力支出、峰谷调节安全用电

全天候、全网络、全覆盖的有序用

电管控，将大幅提高全社会的用电

安全系数。

峰谷调节安全用电

让设备自助式智能化，用电管理更

加自动化，可大大减少运维人员。

节约人力成本

严格、精细、智能的用电管理，将

有效改善电网消峰填谷效果，提升

电网运维管理水平。

节省电力支出



4.1 充电基础设施服务场景

目前的充电基础设施主要存在四大主要应用场景

电动汽车 电动自行车 智能终端 电网终端设备

智能终端的充电需求一直
存在但却被忽视，尤其是
公共场所充电需求尚未得
到满足。

电动自行车具有庞大的市
场保有量，但相关充电设
施不够完善，是潜力最大
的市场。

新能源电动汽车是未来充
电需求增长最为旺盛的场
景，也是产业化应用最广
的。

以家庭或固定场所为基础
的电表、插座等家庭用电
力终端设备在充电服务方
面的开发严重不足。

 目前的充电基础设施主要有四个应用场景，其中新能源电动汽车是未来需求增长最为旺盛的场景；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的市场需求庞大潜力巨大；
同时目前市场对智能终端和电网终端设备的充电服务也存在广阔市场但开发不足。这要求充电设施在建设之时要充分考虑服务对象以及服务场景
的多元差异，用场景化的思维规划建设，同时与新一代数字技术结合，与照明、监控、通信基站及其他新基建设施融为一体，为"智慧城市"服务。



4.2 充电桩成为重点落地场景

 2020年5月22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布的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标志着我国经济正在向着以
“新基建”为战略基础、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以产业互联网为赋能载体的数字新时代迈进。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就是新基建里面一项主要内容。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列入“新基建”七大项目之一

新基建

七大领域

智能用电
投资规模预计800亿到1000亿

人工智能
投资规模预计1200亿

工业互联网
投资规模预计1200亿

城际轨道交通
投资规模预计5400亿-6400亿

大数据中心
投资规模预计1200亿

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投资规模预计200-300亿

5G基站建设
投资规模预计2400-3000亿



5.1 充电桩行业现状：概念与分类

 充电桩是向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和插混）补充电能的装置，功能类似于加油站里面的加油机，可安装于公路、办公楼、商场、公共停车场和住
宅小区停车场等场所，根据不同的电压等级为各种类型的新能源汽车充电。

 按照应用的充电技术可将其分为四类：直流充电、交流充电、更换电池（换电技术）和无线充电。后两种由于目对技术要求更高目前暂未大面积
普及故不做过多分析。

目前市场中的直、交流充电方式普及度最高，技术发展成熟

充电方式 电压 功率 充满电时间 技术壁垒 适用车型 安装地点 优点

直流充电 380V 60kW等 20-90分钟 较低 全部车型 集中式充电站 功率大，充电时间短

交流充电 220V 7kW 8-10小时 低 乘用车 小区停车场 技术成熟，成本低

更换电池 无 无 5分钟 较高 商用车 集中式充电站 耗费时间短，具有电网调峰功能

无线充电 无 无 7-8小时 高 小型车、公交车 集中式充电站 充电操作简单、无电气连接

表：四种充电方式比较



5.2 充电桩行业现状：政策

政府连续出台相关政策大力扶持充电桩行业发展

2014年12月 2015年10月 2016年1月 2017年 2018年11月 2019年5月 2020年7月

《能源发展战
略行动计划
(2014-2020
年)》

《关于加快电
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的
指导意见》

《关于“十三
五”新能源汽
车充电基础设
施奖励政策及
加强推广应用
的通知》

《乘用车企业
平均燃料消耗
量与新能源积
分并行管理办
法 》

关于《提升新能
源汽车充电保障
能力行动计划》
的通知

《关于建立
健全可再生
能源电力消
纳保障机制
的通知》

《关于支持新
业态新模式健
康发展 激活消
费市场带动扩
大就业的意见》

深化阶段起步阶段 智融阶段

2020年3月纳入新基建

数智融合重点方向

《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
（2021-
2035年）》

《关于振作工
业经济运行、
推动工业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
方案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
提升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
服务保障能力
的实施意见》

《关于搞活汽
车流通扩大汽
车消费若干措
施的通知》

2020年11月 2021年12月 2022年7月2022年1月

 自2014年起发布《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充电桩行业发展开始起步。2020年3月被纳入新基建范畴开始快速发展，并在之后
成为新基建重点扶持方向。

 近期政府陆续出台多条相关政策大力推动充电桩行业发展，行业发展进入深度智融阶段。



 国家大力发展充电桩行业并将其纳入新基建七大重点领域之一，各类企业积极入局，现已进入行业发展关键期，将迎来爆发增长。

5.3 充电桩行业现状：发展历程

充电桩成为新基建项目之一，现已进入发展关键期

比亚迪建立首个电动汽
车充电站

奥运会期间建设了国内首
个集中式充电站

上海市电力公司投资建
设国内第一座具有商业
运营功能的充电站

国家提出适度超前的建
设计划

新国标实施，大规模投资
建设进入高潮，市场竞争
加剧

新玩家纷纷入局，部分企
业首次迈过盈亏平衡线

由国家主导早期大规模建
设，国家电网和莆田新能
源开启示范项目

引入民间资本，大批企业
融入市场，由国家提出到
2020年480万台充电桩
的建设目标

车企、出行公司等大范围
布局充电桩；2018年新
增14.7万个公共充电桩，
达到历年最高增速

充电桩被纳入新基建，迎
来发展新机遇

萌芽期 培育期 爆发期&洗牌期 发展关键期 成熟期

2006 2008 2009 2011 2014 2015 2016 2018 2020 20252019



5.4 充电桩行业现状：行业发展周期

 从行业发展周期角度来说，相较于传统电力行业从成熟期向衰退期过渡，充电基础设施行业已经进入成长期，将迎来行业规模增速快、需求高速
增长的阶段。

 但同时还有商业模式尚不固定、行业监管机制不健全等快速发展期行业普遍存在的缺陷。

充电基础设施处于成长期，需求多，增速快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幼稚期

一般行业

电力行业

年份

总
投
资
额
指
数

充电基础设施

主要特点

✓ 正处于成长期

✓ 行业规模增速快

✓ 需求高速增长

✓ 商业模式尚不固定

✓ 从业企业数量开始增多

✓ 开始孕育代表性企业

✓ 行业监管机制尚不健全

图：我国充电基础设施行业发展情况



6.1 充电桩市场规模：保有量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逐步上升，对充电桩需求持续升高。预计到2030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将达到6420万辆。

 2017-2021年车桩比维持在3.0附近，并整体呈缓慢下行趋势，2022年五月份达到2.7:1，但充电桩仍存在较大的缺口。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逐步上升，推动充电桩行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42 91 153 261 381 492 784 6000

371.9%

116.7%
68.1% 70.6% 46.0% 29.1%

59.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30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万辆） 增长率（%）

6.6 23 44.6 77.7 121.9 168.1 261.7 358.1

6.4

4.0
3.4 3.4 3.1 2.9 3.0 2.7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05

充电桩保有量（万个） 车桩比

图1：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和增长率 图2：中国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车桩比）

… …



6.2 充电桩市场规模：销售额

 我国目前充电桩保有量的结构大致上保持在私人桩50%、公共直流桩20%、公共交流桩30%的比例。虽然《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中
提到的建设目标是车桩比基本达到1:1，但目前的车桩比基本保持在3:1附近。现保守估计2025年左右车桩比达到2:1左右，根据目前对新能源汽车
销量的预测可大致计算出充电桩未来几年的销售额。

当前市场规模不足300亿但发展前景广大，预计2025年突破千亿元

充电桩类型
平均单价
（万元）

保有量结构

私人充电桩 0.3 50%

公共直流桩 10 20%

公共交流桩 0.5 30%
125.6 123.2 136.7

352.1

500

630

780

900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2025E

2025年充电桩
市场规模预测

1035亿元
且市场规模会随直流桩的

普及而进一步增加

图：新能源汽车销量（万辆）



7.1 充电桩产业链现状

各类企业正在积极进行充电桩产业的相关布局

中游 ∙ 建设运营端

电力
公司

运
营
商

车
企

设备制造商

上游 ∙ 供给端

电力供应商

场地供应商

下游 ∙ 服务端

外部支持平台

充电服务平台

方案解决商



27.8 27.7 19.6 17.8 7.1 5.1 4.6 4.1 3.7 3.3 2.4 2.3 2.2 2.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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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9%

65.4%
70.4% 74.0% 77.3% 80.1% 82.8% 85.1% 86.8% 88.4% 90.0% 91.5% 92.4%

公共充电桩数量(万台) 累计占比

星星
充电

特来电 国家
电网

云快充 小桔
充电

蔚景云 深圳
车电网

南方
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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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充电 上汽
安悦

万马
快充

万城
万充

中国
普天

蔚蓝
快充

7.2 充电桩市场竞争格局

 截止到2022年5月，公共充电桩运营企业中CR5达到70.4%，出现较明显的头部聚集效应，星星充电和特来电公共充电桩保有量均超27万台，国
家电网和云快充充电桩保有量超17万台。2022年1～5月，充电基础设施增量为96.3万台，新能源汽车销量200.3万辆，充电基础设施与新能源汽
车继续快速增长，车桩增量比为2.1:1，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速度能够基本满足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

运营商top5占总市场约70%，公共充电桩市场竞争格局变化迅速

图：运营商top15公共充电桩保有量

累计占比
达到70%



8 充电基础设施未来趋势

充电基础设施目前展现的八大发展趋势

02

03

04

05

06

07

08

01

未来发展
八大趋势

建立泛在电力物联网，实现智能有
序充电，解决电力供需平衡问题

充电基础设施的简便化

多行业融合，多场景增值服务
带来盈利空间

覆盖电动自行车领域

挖掘智能设备的充电需求

推广智慧电网终端设备普及，
实现全民智慧用电

低功率充电设施、
设备研发与推广

公共场所用电（能量）精细化
管理，实现零售电目标

 充电基础设施在未来将朝着简便化、多场景、数字化、智能化等多个方向进行发展，在“充电体验、运行维护、网络协同”等方面向着完全数字
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届时充电基础设施将会在建立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基础上实现充电设施智能高效、充电体验安全快捷；同时通过智慧电网智
能调度解决电力供需平衡问题。



中国科技产业专业可信的评价体系
特点：多维动态数据、自有指数模型、研发研究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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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库 业 务 能 力 塔

30+
渠道沉淀

验证方法 评价体系 解决方案

自建研究模型
市场结论更可靠

助力中国科技市
场挖掘潜力企业

整合智库全线能力
全生命周期研究服务

甲子光年智库专注于研究科技应用及产业创新领域的行业洞察及解决方案，通过
自有实勘数据调研、自建一级市场数据库和沉淀的产业CIO资源。解决产业如何

认识，如何决策，如何评价新兴技术，成为传统研究院的再升级版本。

研
究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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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数字化报告

技术研究报告

白皮书

市场调研报告

指
数
模
型

企业评估模型

全产业数字化模型

数字治理模型

MORE

甲
子
榜
单

光年20

甲子20

捕手20

MORE

创
新
咨
询

9 甲子光年智库介绍



• 无线充电：包括电磁感应式、无线电波式和磁场共振式，由于技术规范和商业模式不够成熟，应用场景不明确，目前尚处于探索应用阶段。

• 充电桩电网调节：利用充电桩双向充放电，从车辆到电网，也就是V2G技术，即Vehicle-to-Grid，利用高度灵活的新能源电动汽车作为移
动储能单元，通过充电桩的双向充放电起到调整用电负荷、改善电能质量、消纳可再生能源的作用。

• 车桩比：当年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与充电桩保有量的比值。

• 换电模式：是指通过集中型充电站对大量电池集中存储、集中充电、统一配送，并在电池配送站内对电动汽车进行电池更换服务或者集电池

的充电、物流调配、以及换电服务于一体。

• 直流充电桩：俗称 “快充”，固定安装在电动汽车外，与交流电网连接，可以为非车载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提供直流电源的供电装置。

• 交流充电桩：俗称 “慢充”，固定安装在电动汽车外、与交流电网连接，为电动汽车车载充电机提供交流电源的供电装置。

• 大功率快充桩：行业内将充电功率为350kW、电压平台约1000Vd.c、充电电流达到350A定义为大功率快充桩。

附录：名词解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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