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度沉寂的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领域，再度被推上风口浪尖。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推广新能源汽车。而早在今年3月4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务会议上，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被纳入“新基建”七大领域。有了“新基建”和“两会”的加持，充电桩不火都难。
作为国内首个电动汽车国际示范区，嘉定在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方面起步较早。截至今年4月底，已建设接入市级平台的充电桩达9336个，其中公共

类充电桩4093个，专用类充电桩5243个。而在私人类充电桩方面，截至去年底嘉定已经建成1.47万个。无论是公共类，还是私人类，嘉定的完成情况均处于
全市前列。 记者 陆晓峰 李华成 王安琪 文/摄

充电桩再遇风口，嘉定如何发力？

①① 工作人员使用手机演示充电付费操作流程工作人员使用手机演示充电付费操作流程。。

②② 在标准充电示范站在标准充电示范站，，设备会自动识别新能源汽车车牌并解开地锁设备会自动识别新能源汽车车牌并解开地锁。。

③③ 瑞金医院北院东区停车场瑞金医院北院东区停车场，，多数车位被燃油车占据多数车位被燃油车占据。。

事实上，嘉定建成的公共充电桩

远不止9336个，多数充电桩眼下仍处

于“休眠”状态，尚未被纳入统计数据。

区交通委道路运输管理科工作人

员高斌介绍，为方便车主掌握充电站

位置、收费情况等信息，上海建设了充

电设施公共数据采集与监测市级平

台，并推出“联联充电”APP，打通多个

大型充电设施运营平台数据，实现互

联互通、资源共享。截至4月底，嘉定

已“上线”充电桩 9336 个。“相比普通

充电桩，可接入互联网的充电桩价格

要高三、四百元。即使通过增加模块实

现互联互通，对不少运营主体来说也

是一笔较大费用。”高斌说。

接入市级平台的充电桩分为公共

类和专用类，两者有何区别？高斌解

释，公共类充电桩主要分布在商场、办

公楼、医院等公共区域，车主只要付费

就能充电；专用类充电桩多数设在公

交场站和物流场站，由企业自建自用。

眼下，上海正通过政策扶持、资金补贴

等方式，鼓励企业开放专用类充电桩，

使资源利用最大化。

为加快充电桩建设步伐，嘉定一

方面挖掘“存量”，让越来越多“休眠”

的充电桩尽快“上线”；另一方面，也在

“增量”上做足文章。按照计划，嘉定今

年将在江桥地区建成一座新能源出租

车充电示范站，建设不少于40个快充

车位，充电设备总功率不低于2400千

瓦。至今年底，区内200多个停车场充

电车位配建比例，原则上不低于总车

位数的5%，每个公共停车场至少设置

一个经营性快充车位。今年起，还将重

点加强 60 千瓦及以上的快充设施建

设，对新建或改扩建项目的配套停车

场，具有快充桩的车位不少于总车位

的3%。在建设商业体等设施时，嘉定

分区域按照总车位的15%或12%配建

充电车位，上海国际汽车城区域内为

15%，其他区域为12%。

嘉定还将推动充电桩等智慧能源

载体试点和推广应用，规划到2025年，在

上海国际汽车城内新增有序充电服务

覆盖小区20个，通过内置能源路由器

的有序充电桩等设备，实现“车-桩-

网”信息交互和分层控制。还将推进

“光伏+储能+充电”项目：在场地位置

好、电力条件佳的公共充电站建“光储

充”一体化项目；在新建和既有停车场

建光伏车棚，与充电及储能设施形成

“光储充”项目；规划到 2025 年，上海

国际汽车城内共享大巴及分时租赁充

电场站实现 50%以上“光储充”覆盖

率，形成驿动大巴等一批以“光储充”

为特色的电动汽车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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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开花”，加快充电桩建设

眼下，全市充电桩总数已达 30

万个，车、桩配比接近1:1。然而无法忽

视的是，目前市面上投入运营的充电

桩在实际应用时仍存在诸多问题。

瑞金医院北院东区停车场设置了

16 个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车位。5 月

27 日 7：30，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只

停放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剩余的车位

都被燃油车占据。其中一位燃油车车

主刘女士绕着停车场转了一圈，停进

了公共充电车位，“实在是找不到空

位，只好停这里了。”

停车场保安王师傅说，很少遇到

前来充电的新能源汽车，久而久之，公

共充电车位就被“默认”为普通车位，

“大家都是来看病的，如果在停车问题

上再给他们添堵，换谁心里也不舒服，

你说是不是？”

与有桩无车情况同时存在的，是

有车无桩问题。在嘉亭荟城市生活广

场地下一层停车场内，大多数时候，公

共充电车位也都会被占用。与瑞金医

院北院不同的是，不少逛商场的消费

者都有临时充电需求，但常常找不到

空余的充电车位。停车场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一层只有一名工作人员，实

在顾不过来。”

除了有桩无车、有车无桩的困境，

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有桩没服

务。

针对这个问题，区政协委员金蓬

佳提出，要加快充电桩网格化布局，加

强充电桩软件终端应用的配套工作。

他认为，没有统一的管理，缺乏科学的

计算和统计，是导致充电桩区域性失

衡的主要原因，“目前充电桩的硬件标

准都已统一，但软件标准的不统一给

车主带来了极大不便。”他认为，软件

上的升级改造，将大大推动新能源汽

车的发展。

在新一轮充电桩建设计划中，上

海每年将推动建设15个充电示范站，

每个示范站至少有20个充电桩，大的

站点达到上百个。随着越来越多示范

站的建成，金蓬佳提及的问题有望迎

刃而解。

“有桩无车”“有车无桩”
困局怎么破？

■ 上海区报优秀品牌

位于上海国际汽车城的 EV-AI

智行港和上海充换电设施市级平台

“联联充电”，联手打造的标准充电示

范站，或将成为解决行业发展“堵点”

的有益探索。

记者在该标准充电示范站看到，

当车主驾车入站后，设备会自动识别

新能源汽车的车牌，车位上的地锁随

之解开。充电完成后，车主可以通过手

机上的“联联充电”APP 结算充电费

用，十分方便。

在上海瑜琛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王鹏翔看来，非充电车辆

占用充电车位，是公共充电桩面临的

首要难题。占位情况分为两种，一种是

燃油车“鸠占鹊巢”，另一种是新能源

汽车在充满电之后未及时驶离车位。

在传统人工值守的运营模式下，

虽然能够较好地规避占位问题，但随

之而来的人力成本也让大多数桩企运

营商难以负荷。“瑜琛”在江桥和嘉定

工业区建设了 2 个中型充电站，峰时

充电费用为 1.3 元/度，谷时则为 0.8

元/度，单个充电桩日均最高服务达

30车次。王鹏翔说：“未来将通过智能

化站点的建设和传统站点的智能化改

造，逐步取代人工值守。此外，我们已

经接入了‘联联充电’平台，希望可以

进一步提升充电桩的使用率。”

EV-AI 智行港不仅能为充电桩

生产企业提供展示产品的机会，还能

提供实车实桩的测试服务。“我们来智

行港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能和车企进

一步合作，通过比对不同车型的测试

数据，进一步优化我们的产品。”王鹏

翔说：“比如，未来我们可以通过与智

行港以及其他车企的合作，开发充电

桩对车辆电池的保养功能等，进一步

提升用户体验。”

目前，该标准充电示范站已经集

中了 9 家充电桩生产企业。上海国际

汽车城（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事业部

经理乔丽介绍：“我们还引入了小鹏

G3、丰田奕泽、MODEL3、合众哪吒、

荣威Ei5等14款新能源汽车。”

在乔丽看来，“通”则不“痛”，希望

打造一个平台，让车企和桩企之间通

过经常性沟通，推动行业形成“闭环”。

她透露，示范站会将所有数据接入上

海市新能源汽车公共数据采集与监测

研究中心，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起到

支撑作用。

“通”则不“痛”，多方合作打造“闭环”

截至4月底，嘉定已建成接入市级平台充电桩9336个，完成情况处于全市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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