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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我国充电桩与

新能源汽车之间存在结

构性矛盾。换言之，现在

我国的充电桩数量充足，

但问题是新能源车主“找

不到、用不上、充得慢”。

刘永东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秘
书长兼电动交通与储能分
会会长

能 源
E N E R G Y

6 责任编辑 司 洋

2023 年 1 月 31 日 星期二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供暖季煤炭日产量稳

定在 1200 万吨以上；2022

年全年天然气增产超过100

亿立方米，各类发电装机增

加2亿千瓦以上。

100亿立方米

◎本报记者 刘园园

今年春节，一位车主自驾新能源汽车

返乡的糟糕体验在网上引起了热议。据媒

体报道，原本 8 个小时的车程，这位车主却

花费了 15 个小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

是漫长的充电等待时间。“回家的路上一共

充了 3次电，每次充电前都要等待 2个小时

左右，充电又要 1 个小时。”车主道出了自

己的无奈。

这位车主的经历并非个例。随着我国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迅速上升，充电成了广

大车主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既然“充电难”现象这么普遍，那么通

过多建充电桩的方式缓解这种难题似乎是

最直接的方法。但正如“多修路无法从根

本上缓解堵车”难题一样，一味地增建充电

桩也并非解决充电难的治本之策。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兼电动

交通与储能分会会长刘永东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当下我国充电桩与新能源汽车之间

存在结构性矛盾。换言之，现在我国的充

电桩数量充足，但问题是新能源车主“找不

到、用不上、充得慢”。

根据公安部统计，截至 2022年底，全国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1310 万辆，其中纯电

动汽车保有量为 1045 万辆；而在 2023 年 1

月 18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 2022 年

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工

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田玉

龙表示，截至 2022年底，全国累计建成充电

桩 521 万台。也就是说，全国平均每 2.5 辆

新能源汽车就能分配到一个充电桩。

同时，大部分新能源汽车车主的出行

需求都是城市内出行。城市内出行里程数

一般都在几十公里，因此充电频率不高，很

多充电桩都处于闲置状态。

“目前城市内充电桩平均社会利用率

不到 10%，高速公路充电桩平均社会利用

率更低，可能都不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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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电分会副秘书长仝宗旗向记者表示。

面临窘境的不仅是公共充电桩，“私人

充电桩进小区难”近些年来也频频冲上微

博热搜。比如，一些新小区以安全问题为

由，拒绝新能源汽车车主安装充电桩；一些

老旧小区没有固定停车位，在规划之初也

没有考虑到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导致

无法安装充电桩。

多种因素造成新能源车“充电难”

根据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

联盟的预测，2023 年中国将新增 340 万台

随车配建充电桩，随车配建充电桩保有量

将达到 681.2 万台。专家预计充电桩未来

有望进入加速建设期，远期市场空间超千

亿元。“狂野生长”的充电桩，亟须合理规划

布局，最大程度发挥不同类型充电桩的功

效，才能避免资源浪费，消弭供需之间的矛

盾“沟壑”。

首先，要根据不同场景下车辆对电

能补给的不同需求，立体规划不同技术

特点的充电桩。刘永东告诉记者，采用

直流快充技术的充电桩功率较大、给新

能源汽车充满电所需时间较短，因此它

适合布局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商场等充

电需求较为旺盛的地方，作为公共充电

桩 使 用 。 公 共 充 电 桩 的 布 局 要 像 加 油

站 一 样 ，点 面 结 合 ，覆 盖 到 尽 可 能 多 的

以合理规划消弭供需矛盾

区 域 ，并 且 道 路 、停 车 场 等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要 跟 上 ；针 对 家 用 新 能 源 汽 车 、电 动

公交车、电动重卡等不同车辆的不同充

电需求，也可以发展不同技术规格的公

共充电桩，做到立体规划。而采取交流

慢充技术的充电桩，虽然给新能源汽车

充满电所需时间比直流快充时间长，但

却十分契合家庭用车习惯，因此适宜布

局在小区停车场等地，作为私人充电桩

使用。

其次，要根据不同城市的土地资源禀

赋，合理规划充电桩布局。“规划充电桩布

局的重要因素往往是土地资源。”刘永东告

诉记者，“中国国情复杂，各个城市土地资

源存量不尽相同，可以在土地资源较为紧

张的城市着力发展公共充电桩，特别是大

功率充电桩，提高单桩的服务能力。”

再次，充电桩所承载的服务应向精细

化转变。仝宗旗表示，2021年后，我国面向

C 端（即以私家车为代表的个人用户市场）

的新能源汽车占比越来越高，而 C 端用户

往往更加渴望精细化服务，所以要在充电

桩的选址上更加精准，还要为新能源汽车

车主提供增值服务，如在新能源汽车充电

场附近建设可供车主休闲娱乐的休息室、

图书区，或咖啡店、便利店等。

最后，仝宗旗提醒道，新能源汽车车主

在出行前也要提前规划充电路线。很多大

城市在高速路出口附近都会配有公共充电

场，车主们可根据各类 App 提前查询充电

桩使用状况，进行合理规划，避免在高速公

路服务区一直等待充电。

当然，除了合理规划外，充电桩及基础设

施的技术革新，也是破除充电难题，推动充电

桩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公共充电桩的服务对象为全社会或部

分社会车辆，私人充电桩的服务对象则为

较为固定的个体。由于新能源汽车数量分

布、车辆使用频率、续航里程等诸多因素，

私人充电桩不仅数量远多于公共充电桩，

且闲置率较高。这为发展私桩共享创造了

有利条件。

“此前，随新能源汽车附赠的充电桩

大多数是没有通信模块的‘笨桩’；后来，

很多新能源汽车企业为车主提供了可加

装通信模块的‘智能桩’。”仝宗旗说，“加

装通信模块后，私人充电桩可以上网，变

得像公共充电桩一样能出现在手机 App或

各类平台上，这样私人充电桩的用户，便可

将自家充电桩的空闲时间，开放给本小区或

可进入小区的新能源车主付费使用。”

刘永东告诉记者，针对一些老旧小区

电容负荷不足的问题，还可以采用有序充

电技术缓解电容负荷压力。一些老旧小区

由于规划较早，电容量较低，无法布局过多

用电量较大的电器。一个个充电桩就像一

个个超大功率的“家电”，一旦布局数量超

过小区电容负荷，就会影响居民正常用电，

甚至产生安全隐患。

“与传统的插入充电枪后立刻以固定

功率充电不同，有序充电技术可以根据用

户的实际用电需求，通过感知电网负荷的

变化趋势，动态调整充电时间和功率。”刘

永东解释道，通俗地说，就是新能源汽车车

主设置好充电结束时间与目标电量，剩下

的交给系统后台，由后台决定什么时候开

始充电、以多大功率充电，“这样有利于缓

解老旧小区电容量较低而造成的汽车充电

难题。”

此外，随着供电技术的愈发成熟，电价

不断走向市场化，建设“光储充检换”一体

站也是一种可行的充电桩运营方案。这种

综合能源站可提供光伏发电、储能、充电、

换电、电池检测“一条龙”服务，一方面可实

现清洁能源存储就地消纳，缓解大功率充

电对电网的冲击；另一方面还可以打造多

元化的充、换电基础设施，同时满足更多新

能源汽车车主的用电需求，便利绿色出行。

运用新技术破解老大难

今年春节，冷空气强势来袭。大年初

一早晨，漠河阿木尔镇劲涛气象站监测到

零下 53 摄氏度的气温，低于 1969 年 2 月 13

日漠河气象站的监测数据，打破了有气象

记录以来的全国最低气温纪录。天气严

寒，居民供暖有保障吗？

在日前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人民群众

温暖过冬的能源保障是安全可靠的。”

此外，2023年伊始，多家能源央企相继

召开年度工作会议，划定 2023 年工作重

点，指出要增强能源保障能力，确保能源安

全供应。

确保民生用能不受影响

连维良表示，总体来看全国能源供应是

有保障的，能源价格较为平稳。“现在我国的

天然气储备能力已经超过 320亿立方米，采

暖季前做到了应储尽储，现在采暖季已过

半，储气库仍有可动用储气量 200 亿立方

米。煤炭现有 5000万吨左右的政府可调度

储备，大家很关心的电厂存煤，目前稳定在

1.75亿吨左右的高位，可用天数达 22天，可

以有效保障调峰顶峰的需要。”连维良说。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我国能源增产

增供取得明显成效：供暖季煤炭日产量稳

定在 1200 万吨以上；2022 年全年天然气增

产超过 100亿立方米，各类发电装机增加 2

亿千瓦以上。

“目前，全国煤炭、电力和天然气消费，

均在尖峰水平上有所回落，供需形势总体

平稳、可控。当前采暖季能源保供在资源

总量、区域平衡上是有保障的。”国家能源

局局长章建华说。

连维良分析，受冷空气影响，一方面采

暖用能需求将提升，另一方面如果出现雨

雪冰冻天气，会影响煤炭的生产、运输以及

电力的输送。但是根据往年的经验，春节

前后的能源总需求将有所下降，因此因降

温增加的采暖需求是有可靠的资源保障

的。即使极端情况下，出现超预期的居民

用能需要，也可以启动压非保民预案，确保

民生用能不受影响。

新能源保供作用日益明显

“随着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的不断

扩大，其在能源保供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

越明显。”章建华向记者表示。

根据电网公司的调度数据，2022 年全

国大部分地区风电光伏发电平均出力约占

平均用电负荷的 15%，最高可达 40%。2022

年迎峰度夏期间，江苏、山东、浙江等光伏

发电装机大省午间用电高峰期间，光伏平

均出力系数达到 0.5，有力支撑了能源安全

供应。

章建华还表示，国家能源局高度重视

并积极推动核能供暖工作。他谈到，2019

年，山东海阳核电厂建成投运的核能供暖

一期工程，是我国首个核能供暖项目，起到

了很好的示范作用。2021年建成的海阳核

能供暖二期工程，供暖面积已经超过 500

万平方米，实现了海阳市城区核能供暖全

覆盖。此外，浙江秦山、辽宁红沿河等核电

厂也先后实现核能供暖。

“到目前为止，这些项目运行都非常安

全平稳，供暖效果良好，既有替代煤炭的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又有降低当地热价、提

升供暖质量的经济效益、民生效益。”章建

华说，目前，山东海阳、浙江秦山核能供暖

后续工程正在建设，未来将向更远距离、更

大范围进行供暖，形成规模化发展局面。

加强能源保障，让群众暖身也暖心

合理布局合理布局、、立体规划立体规划、、创新技术创新技术

充电桩充电桩：：既要建得好既要建得好，，还要用得上还要用得上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蕴 通讯员马彩虹 祁凯凯）近日，青海省

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零碳乡村数字化能源管控平台正式上

线运行，“源网荷储”配电网一体化智慧能源管控平台正式接入国

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海东供电公司（以下简称海东供电公司）智能化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

海东供电公司以班彦村为试点提出打造青海首个零碳乡村

示范项目，将通过建设 0.4 千伏并网的分布式光伏、用户侧储能、

小型生物质电厂、智慧充电桩以及“源网荷储”微电网一体化智

慧能源管控平台项目，构建以台区为单位的“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模式的并网型微电网，打造全时段电能绿色供应的村级新型

电力系统。

“源网荷储”微电网一体化智慧能源管控平台项目是海东供电

公司进一步落实“双碳”目标、加快农村能源绿色转型、助推乡村振

兴高质量发展的一次生动实践。该公司加快构建以可再生能源为

基础的乡村清洁能源利用体系，利用建筑屋顶、院落空地、田间地

头、设施农业、集体闲置土地等推进光伏发电分布式发展，提升乡

村就地绿色供电能力，同步推动乡村能源技术和体制创新，促进乡

村可再生能源充分开发和就地消纳，建立经济可持续的乡村清洁

能源开发利用模式。

“‘源网荷储’微电网一体化智慧能源管控平台实现了对班彦

村全绿电低碳能源互联网示范区的运营和监测。该平台每年可为

班彦村节约用电成本 2万余元，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300吨。”海东

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方保民说。

据了解，下一步，海东供电公司将持续聚力能源转型，积极推

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快开展分布式光伏、光储一体化智慧停车

场和用户侧储能等项目实施落地，并开展小型生物质电厂的可行

性研究，助力青海海东班彦村生产、生活实现更高比例的清洁能源

替代，助力乡村振兴。

全时段供应绿色电能

青海打造新型村级电力系统

新华社讯 （记者程楠）晌午日头正好，52 岁的魏万荣关掉家

中的采暖阀门，坐在客厅的落地窗边，享受日光浴。

魏万荣家住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什川镇上车村。从 2021

年冬季开始，装上空气源热泵的魏万荣家，就和燃煤炉子“说

再见”了。

截至今年春节，什川镇的 5000 多户居民中，有约三分之一安

装了太阳能、空气源热泵等多种清洁取暖设备。这不仅降低了冬

季取暖安全隐患，而且减少了碳排放。

魏万荣介绍，2021 年冬季以前，每年采暖需要消耗近 8 吨煤

炭，至少要花费 8000多元。“如今，一个采暖季用电取暖，费用 4000

多元，既环保又省钱。”他说。

近年来，我国农村清洁供暖稳步推进。为了鼓励居民用电取

暖和节能减排，按照相关部门要求，国网皋兰县供电公司推出的每

日谷段电价远低于日常用电价格，而且每日可达 10小时。

魏万荣不时掏出手机，滑动页面。“这是远程操控，我点一点手

机应用，不仅能打开、关闭采暖阀门，而且还可以关注平谷电价。

平电价时，我少开一会儿暖气；谷电价时，我多开一会儿取暖，这样

更节省。”他说。

这两年，皋兰县有关部门持续向农村地区推广太阳能等清洁

取暖方式。皋兰县供电公司定期向广大用户宣传平谷电价用电政

策、用电安全和清洁能源用电等常识。

“公司职工会定期上门，帮助用户检修安装清洁采暖设备。全

县使用清洁能源的农村用户数量持续增加。”皋兰县供电公司党总

支书记韦渊说。

“根据平谷电价调节，我在手机上控制家里的采暖时段。这确

实方便、环保、节约。”60岁的上车村居民陶启伟说，他家不仅从今

年开始用电取暖，还实现了“全电厨房”的目标——饮水机、抽油烟

机、电磁炉、电冰箱等家电一应俱全。

甘肃省农村能源资源服务总站介绍，目前，甘肃正在加快推进

农村清洁能源综合利用工作，多地农村利用现有规模化生物天然

气工程，配套建设规模畜禽粪污、秸秆的收储运体系，开展沼气净

化提纯高值利用、沼肥特色农产品种植。

“农村清洁能源使用正向精准高效方向发展，能更好满足居民

的多样化供热需求。”韦渊说。

农村清洁能源使用

向精准高效迈进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新春期间，波涛涌动的南海上，西江23-1海上钻井平台的钻
机不停上上下下，值班在岗的数十名石油工作者依然忙碌着。

西江 23-1 平台是我国南海东部油田惠西管网的关键枢纽。
今年是西江23-1平台连续第三年在春节期间开展跨年钻井作业，
125名工作人员坚守岗位，保证油气生产，保障粤港澳大湾区能源
供应。图为西江23-1平台。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跨年钻井作业 保证油气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