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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充电桩的定义与分类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充电桩，也称为电动车充电站或电动汽车供电设备，是一种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装置，使电动汽车能够存储足够的电量以支持其运行。充电桩可以根据其充电方式、安装位置、充电接口、安装方式、

充电速度五个维度进行分类。

充电桩的分类

充电方式

• 直流充电桩：直流充电桩
是能将电网交流电转换为
直流电，直接为电动汽车
动力电池充电，充电速度
快

• 交流充电桩：交流充电桩
是把电网交流电提供给电
动汽车车载充电机，再由
车载充电机转换为直流电
为电池充电，充电速度相
对较慢

• 交直流一体充电桩：交直
流一体充电桩是一种既能
够为电动汽车提供交流电
慢充服务，又能提供直流
电快充服务的多功能充电
设备

安装地点

• 公用充电桩：由企业等运

营、安装在公共区域面向

社会车辆提供充电服务的

设施

• 私人充电桩：个人为满足

自己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需

求而安装在私人场所（如

自家车位）的充电设备

充电接口

• 一桩一充充电桩：一个充

电桩配备一个充电接口，

一次只能为一辆电动汽车

充电

• 一桩多充充电桩：一个充

电桩有多个充电接口，可

以同时为多辆电动汽车进

行充电

安装方式

• 落地式充电桩：安装在地

面上、独立式的充电设备

• 挂壁式充电桩：固定在墙

壁上的充电设备

充电速度

• 快充充电桩：充电功率高，

充电速度快，能在短时间

内为电动汽车快速补充大

量电量的充电桩

• 慢充充电桩：充电功率较

低，充电时间长的充电桩



02. 充电桩构成：控制板和充电接口是充电桩核心环节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充电桩主要由电源、控制板、充电接口、保护屏障、外壳五个部分组成。其中控制板和充电接口是充电桩的核心环节。

• 电源：充电桩需要接入电源以提供电力。电源可以来自电网，也可以是太阳能板等绿色能源设备。

• 控制板：控制板是充电桩的核心部分，它可以实现对充电桩的控制和监控。包括电量计算、自动停止功能、充电速度控制等。

• 充电接口：充电接口是指充电桩与电动车连接的接头，它们之间可以进行信息交换和电力传输。充电接口有直流快充和交流慢充两种。

• 保护屏障：保护屏障是一种物理安全设备，可以保护充电桩和充电设备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如恶劣天气和潮湿。

• 外壳：外壳是充电桩的外部包装，可以保护充电桩内部的设备免受外部环境的损害，同时也起到美化装饰作用。

充电桩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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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政策端：持续加速推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政策端：各地充电桩规划饱满，规划更加注重高效运营、支持充电基础设施与新能源车协同发展。

• 2023年，中央层面多次强调充电桩建设重要性，并将“充电桩下乡”作为“新能源汽车下乡”的前置条件。

• 2024年，两网、三桶油等招标规模进一步扩大，国家层面充电桩支持政策有望延续。

• 自2022年至2024年，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加速推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旨在优化充电网络布局、增强电网调峰储能能力、推动车网互动技术应用及市场化机制建立。重点包括提升充电

保障能力、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推广智能有序充电与双向充放电模式，并鼓励创新示范项目，以实现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的构建和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全面发展。这些措施共同促进了新能源汽车

行业的迅速发展和普及。

时间 发布主体 名称 主要内容

2022年1月 国家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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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十四五”末，我国电动汽车充电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形成适度超前、布局均衡、智能高效的
充电基础设施体系，能够满足超过20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2023年2月 工信部 《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试点工作》
在完善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支撑体系，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基础设施建设、新技术新模式应
用、政策标准法规完善等方面积极创新、先行先试，为新能源汽车全面市场化拓展和绿色低碳交通
运输体系建设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2023年4月 中央政治局会议 - 要巩固和扩大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充电桩、储能等设施建设和配套电网改造。

2023年5月 国常会 《关于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意见》 部署加快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

2024年2月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关于加强电网调峰储能和智能化调度能力建设
的指导意见》

探索不间断电源、电动汽车等用户侧储能设施建设，推动电动汽车通过有序充电、车网互动等多种
形式参与电力系统调节，挖掘用户侧灵活调节能力。

2024年3月 国家能源局 《202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 加快构建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持续优化城市、公路沿线和居民社区充电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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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7月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国家数据局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行动方案（2024—
2027年）》

充分利用电动汽车储能资源，全面推广智能有序充电。支持开展车、桩、站、网融合互动探索，探
索放电价格机制，推动电动汽车参与电力系统互动。

2024年8月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等关于推动车网互动规
模化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

全面推广新能源汽车有序充电，扩大双向充放电（V2G）项目规模，丰富车网互动应用场景，以城
市为主体完善规模化、可持续的车网互动政策机制，以V2G项目为主体探索技术先进、模式清晰、
可复制推广的商业模式，力争以市场化机制引导车网互动规模化发展。



04. 充电桩数量：增速与电动车增速基本匹配，但仍有发展空间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目标，2025年车桩比应达到2:1，2030年达到1:1，充电基础设施的增长速度与新能源汽车销量的增长速度基本匹配，根据产业愿景，在2030年实现1:1的车桩比，中国充电桩

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 充电桩总数量：截至2024年12月，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达到1281.8万台，同比增长49.1%。

• 公共充电桩数量：截至2024年12月，全国公共充电桩总数为357.9万台，同比增长31.29%。

• 私人充电桩数量：截至2024年12月，全国私人充电桩数量为923.85万台，同比增长57.38%。

• 新增充电桩数量：2024年全年新增充电基础设施422.1万台，其中公共充电桩新增85.3万台，私人随车配建充电桩新增336.8万台。

2010-2024年全国新能源汽车公共充电桩数量（个）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40000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05. 充电桩产业链：充电桩的发展需要上中下游协同发展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上游：充电桩产业的源头，汇聚了众多部件制造商，他们精心打造标准化的电气元件，诸如充电模块、电机、芯片、接触器、断路器，以及外壳、插头插座、线缆材料等。这些精密组件，犹如充电

桩的基石，奠定了其功能与性能的坚实基础。

• 中游：此环节聚焦于充电桩的集成制造与运营，涵盖设计与搭建，直至日常运维，提供全方位的充电服务方案。作为产业链的心脏，它不仅承载着巨额的前期投资，更直接对接下游消费者，于满足

需求与提升体验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 下游：新能源乘用车企与其他应用市场下游企业构成了产业链的末端。随着行业演进，硬件制造商亦涉足建桩运营，致使产业链上下游界限趋于模糊。此融合趋势，不仅促进了新能源车企与充电运

营商的携手合作，更共同驱动了行业的迅猛发展与技术的持续革新。

充电桩产业链示意图

上游：硬件设备 中游：充电桩集成商 下游：应用市场

充电模块、断路器、充电枪、电度表
充电设备

LC滤波器、有源电力滤波器(APF)以及混合滤波器
滤波设备

外壳、其他零部件等

直流充电桩、交流充电桩、
公共充电桩

系统集成商

应用市场

第三方充电服务平台

各大新能源车企

电气设备批发商

地产物业



06. 竞争格局：格局分散，盈利能力比较弱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从市占率的角度来说，截止到2024年，特来电（特锐德子公司）充电桩运营量最多，达66.7万台，市场份额19.3%。星星充电、云快充排名第二和第三，充电桩运营量分别为60.8万台、57.6万台，

市场份额分别为17.6%、16.6%。小桔充电、国家电网、蔚景云、南方电网、深圳车电网、汇充电、依威能源进入前十，充电桩运营量依次排名第4-10名。

• 从盈利能力的角度来说，特锐德控股特来电，是目前充电桩行业头部企业。期间毛利率稳定在10%-25%区间内，呈现周期波动状态。净利率处于0%-5%之间，盈利能力稍弱，龙头盈利能力不强，

其他充电桩运营商处于大多处于亏损状态。 

2020-2024Q3特锐德毛利率&净利率情况2024年充电桩运营公司市占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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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充电桩痛点：单桩建设成本高，成为发展瓶颈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充电桩分为交流桩和直流桩，其中直流桩充电速度快，是充电桩的主流发展路线。直流桩的核心为充电模块、充电枪、线缆和主控板。其核心部件是充电模块，作用是将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同时

根据汽车的BMS系统的指令给汽车电池充电。

• 交流慢充：使用交流电充电功率多在10kW以内的系统。充电过程往往需6-8小时，甚至更久。

• 直流快充：使用直流电以50-60kW左右的功率进行充电的系统。一般半个小时可充满百分之八十，但是电池在充电超过80%后充电速度往往开始下降跟慢充无异。

800V快充桩要求变化直流快充桩结构

直流充电桩 充电接口交互 电动汽车 冷却系统

风冷循环升级为液冷

循环，这意味着冷却

系统从传统的空气冷

却方式转变为液体冷

却方式，以提高冷却

效率和性能。

充电枪

最大输出电流超500A，

最大输出功率超

400kW，这表明充电

枪的电流和功率都有

显著提升，能够提供

更快的充电速度。

充电模块

单模块功率提升至

40kW，模块数目增加，

这意味着每个充电模

块的功率被提升到了

40千瓦，并且增加了

模块的数量，从而提

高了整体的充电能力。



08. 快充：充电问题是新能源车核心痛点，快充有望缓解补能焦虑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纯电车瓶颈：2024年12月新能源汽车市场份额达到53%（纯电动汽车占29%），而2024年全年新能源汽车最终市场份额为48%（纯电动汽车占25%）。纯电市占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有两点：1.续航

时间短（解决方法：快充）。2.充电时间长续航焦虑（解决方法：固态电池）

• 提升续航里程边际难度加大+效用递减。过去10年，宁德通过升级化学材料将电池包能量密度提升了两倍达到180wh/kg，让电动车续航里程从不到200公里提升到超过700公里。此外主流车续航

在400公里以上，已能满足消费者的基本通勤需求，继续往上提升技术难度加大，边际效用递减。

• 提升充电速率成为新的发力点。消费者续航焦虑逐步化解的同时，但伴随而来的是对充电便捷性的考量。能否像传统车加油一样实现快速充电，成为用户端关注的新“痛点”。据《中国高压快充产

业发展报告（2023-2025）》，当前电动汽车平均充电时长普遍在1小时及以上，其中充电问题是影响用户选择电动汽车的核心障碍。对消费者而言，快充正从“加分项”变为“必选项

纯电汽车平均充电时长2024年充电桩运营公司市占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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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快充：充电功率决定了充电速度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快充，即快速充电技术，其精髓在于实现充电功率远超电池容量。依据充电功率（P）与充电时长(h)的换算原则，充电时长（h）等于电池容量（kWh）除以充电功率（kW）。在电池容量恒定的

情况下，充电功率越高，充电时间则越短。

• 快充的衡量标准可用充电倍率（C）来体现。充电倍率直观反映充电速度，其计算公式为：充电倍率（C）=充电电流（mA）/电池额定容量（mAh）。充电倍率越高，意味着充电时间越短，速度

越快。若1小时内完成充电，则称为1C充电；半小时内完成，则为2C；15分钟内完成，便是4C。例如，电池容量为4000mAh，充电电流高达8000mAh，此时充电倍率为8000/4000=2C，即半小

时即可充满。

慢充充电功率与时间关系（分钟） 快充充电功率与时间关系（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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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快充的普及需要电池材料、汽车架构、充电基础设施的共同升级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 800V快充需求驱动上下游核心部件技术革新。快充普及需电池、电车、充电桩技术并进，三者缺一不可。电池材料高倍率化，电车平台高压化，快充桩广泛布局，乃快充商业化进程的三大加速要

诀。

快充对电芯、电车、电桩的三大需求

电池端 - 材料创新

材料决定性能上限

硅基负极材料提升能量密度，但需解决体积
变化问题以确保稳定。

高镍正极材料增强充电速率与稳定性，优化
结构是关键。

优化结构是关键。固态电解质提高安全性和
快充性能，面临成本与电导率挑战。

整车端 - 架构升级

匹配车内源-载-荷用电需求

充电端 - 设施建设

体现快充兼容性与易用性

高压快充提升充电效率，减少热损耗，但需
更强的电压管理能力。

整车架构须高效整合各模块，确保稳定电力
供应与安全。

升级技术以支持高电压平台，优化系统复杂
性和成本控制。

快充设施建设加速，需兼容多种车型与高电
压平台标准。

提升充电效率同时确保电网稳定与能源可持
续性发展。

智能管理系统的引入优化了充电速度与用户
体验。



11. 液冷充电桩：液冷提升充电功率，大幅降低线束的重量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液冷枪线提升输出电流，进而加大充电功率。快充中的液冷充电枪是实现高功率充电（如600kW以上）的关键组件，其核心逻辑是通过液冷散热技术解决大电流传输时产生的热量问题，同时保证充电

枪的轻量化、安全性和用户体验。当前，华为、理想、蔚来、小鹏、比亚迪等自主车企已发布自建或携手桩企共筑大功率超/快充蓝图。宝马与奔驰集团亦在中国合资，布局超级充电站网络。

各厂家液冷充电决解方案对比

最高充电功率

峰值电压

峰值电流

技术特点

华为超充

600kW

1000V

600A

主机功率720kW，可搭配2

个600kW超充终端+多个

250kW快充终端，匹配市面

上大部分车型

特斯拉V4超充

350kW

1000V

615A

线缆轻量化且加长，将配备

CCS2兼容接口，支持特斯

拉全系车型，理论上也能支

持第三方电动汽车充电

理想5C超充

500kW

1000V

700A

适配能力强，对所有400V

以上的高压新能车型开放

比亚迪快充

450kW

950V

580A

充电效率更高，维护时间更

短，支持快速更换液冷模块

宝马iCharge

400kW

850V

550A

高效冷却技术保证充电过程

中温度稳定，能够延长电池

寿命



12. 充电桩行业未来面临的四大挑战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充电基础设施布局不均衡

01

尽管中国充电桩总量领先全球，但区域分布极不平衡。一二线城市公共

桩密集（如上海车桩比1.5:1），而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覆盖率低（部

分县城车桩比超5:1），导致“有车无桩”矛盾突出。欧美则面临社区充

电桩不足、老旧电网改造困难等问题，偏远地区依赖燃油车补能，阻碍

新能源汽车普及。

技术标准不统一

02

全球充电接口（如中国GB/T、欧洲CCS、日本CHAdeMO）、通信协议、

功率标准尚未完全统一，跨品牌充电桩互联互通困难。例如，部分车企

自建超充桩仅支持自家车型，用户跨平台充电需频繁切换APP，体验割

裂。此外，大功率快充对电池寿命、电网稳定性提出更高要求，技术协

同难度大。

电网承载压力加剧

03

快充桩普及导致局部电网负荷激增，尤其在用电高峰时段。例如，一座

480kW超充站满负荷运行时，单桩功率相当于100户家庭用电总和。若

大规模推广，需配套储能系统、智能配电网络和可再生能源（如光伏），

但当前改造投入巨大，中小运营商难以承受。

盈利模式单一，行业普遍亏损

04

充电桩行业前期投入高（单根快充桩成本约10-30万元）、回报周期长

（3-5年），且服务费受政策限制（中国多地规定不得高于电价30%）。

据统计，2023年中国公共充电桩利用率不足15%，多数运营商依赖政府

补贴生存。欧美市场同样面临高人工维护成本、低用户粘性等问题。



13. 充电桩行业未来重点关注的四大趋势

数据来源：公开数据整理；嘉世咨询研究结论；图源网络

政策驱动“下沉市场”与“全场景覆盖”

01

中国发力县城、乡镇充电网络（2025年车桩比目标2:1），欧美聚焦高

速公路、社区公共桩加密。政策补贴向偏远地区倾斜，同时写字楼、商

场、加油站等场景加速“光储充一体化”改造，充电网络从“重点覆盖”

转向“全域渗透”。

盈利模式从“单一服务”转向“生态增值”

02

行业告别“烧钱建桩”，探索多元变现：充电+储能（峰谷电价套利）、

V2G（车辆向电网反向供电）、广告屏、零售餐饮等增值服务占比提升。

运营商（如能链智电）转向轻资产运营，与车企、地图商、能源公司共

享数据与流量红利，构建可持续商业模式。

快充技术全面普及，大功率充电桩成主流

03

为缓解“充电焦虑”，800V高压平台、液冷超充技术加速落地，充电功

率从60kW向480kW以上跃升，10分钟补能500公里成为现实。车企

（如小鹏、华为）与充电运营商（特来电、星星充电）联合布局超充站，

2024年超充桩占比有望突破30%，推动充电效率革命。

智能化与网联化深度整合

04

AI调度、动态负荷分配技术优化电网压力，用户通过APP实现“一键找桩

-导航-支付-评价”闭环。充电桩化身“数据终端”，实时监控电池健康、

电网交互，并与自动驾驶（如特斯拉FSD）联动，提前规划补能路线，

智慧能源生态初现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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