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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5月 2日傍晚 6点多，饥肠辘辘的网约
车司机唐林送完客人后就在梁平区竹山镇
竹海景区停车场排队等候给车充电，“已经
排了一个多小时，前面还有 2台车。竹山
镇只有 2把充电枪，平时还好，一到周末、
节假日充电就是这种状况。”30多公里外的
县城能找到充电桩，但他担心剩余电量支
撑不到那里。

在乡镇很难找到充电桩，这是全国范
围普遍存在的状况。

眼下，重庆新能源汽车市场保有量超
过19万辆。这其中，对乡镇公共充电桩需
求最强的网约车司机、返乡探亲人群、乡村
游客以及农村新能源车车主等群体日渐壮
大，同时，“乡镇充电难”的呼声日渐高涨。

在乡镇充电真的那么难吗？公共充电
桩下乡又究竟难在哪里？就此，记者展开
采访调查。

现状——
乡镇公共充电桩数量少、维护难

5月24日，记者驾车从渝北出发，驱车
一个半小时后，抵达合川区钱塘镇，在公共
汽车站、广场、农贸市场等各处找寻充电
桩，却一无所获。打开高德地图搜索，显示
离记者最近的充电桩在高速公路钱塘服
务区。

记者继续驱车前行，来到铜梁区安居
镇安居古城，在古城的停车场有 5辆新能
源车。“我们就住在铜梁区，离这里不远，过
来耍不需要充电。”当被问及镇上是否有充
电桩时，车主李先生表示不清楚。随后，记
者随机走访了几家商铺，老板大多回答“没
有听说过，应该没有”。

事实上，钱塘镇、安居镇的情况并非个
案。拿万州区来说，全区已经安装680多台
充电桩，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区县，“目前充

电桩主要集中在城区，乡镇几乎没有建
设。”万州区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仅仅是少的问题，充电桩的损坏率
也比较高，而维修力量却跟不上。”家住酉
阳大溪镇的陈伟告诉记者，镇政府广场旁
边有一个公共充电桩，但是经常损坏，维修
的时间一般需要一周左右。

重庆已在 800多个乡镇（不含街镇）建
成 3700多台公共充电桩，但一个乡镇平均
不到5个。“这些充电桩大多主要分布在高
速公路服务区、重点景区、工业园区，广阔
的地域、分散的布局，使得后期维护十分困
难，成本很高。”重庆充电桩市场占有率排
名第一的国网电动总经理周文平说。

原因——
成本高赚不到钱导致一枪难觅

目前，乡镇充电桩一般分为私桩和公
共充电桩两种。

在独门独院的农村，不需要土地和电
力审批，车主购买新能源车后，车企可以赠
送并帮忙安装充电桩。但私桩是交流电电
桩，充电慢，线路老旧后会存在安全隐患问
题，目前安装的数量很少。

乡镇公共充电桩因为投入成本很高，
回报周期长，收益低，所以存在布局少、一
枪难觅的状况。

那么，乡镇公共充电桩的成本究竟高
在何处？

用地难度大首当其冲。重庆充电桩头
部企业特来电总经理包涛表示，一些区县存
在“携地自重”的情况，以土地资源审批作为
条件，要求充电桩企业在当地投资建厂。
即使愿意出让土地，年租金也要价数万元。

其次，电网铺设成本很高。“与城区不
同，乡镇电网铺设大多只满足农户普通用
电，高压电网的覆盖面很有限，这就意味着
想在乡镇建设直流电公共充电桩，就要从
10千伏高压线重新铺网，高压外线成本在

70万元/公里。”包涛表示，这部分费用几
乎占到建设充电桩成本的 60%—80%，在
乡镇建设一个 4把充电枪的服务站，成本
在 100万元—300万元，一般企业根本承
受不了。

另外，充电桩的后期维护费用也十分
高昂。充电桩属于电子设备，因为电子零
件的寿命、使用者的习惯、长期风吹日晒的
环境等，导致充电桩的损耗比较大。另外，
由于充电桩的布局分散，维修人力成本也
随之拉高。“目前，国网几乎完成了重庆高
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的全覆盖，但仅一个
服务区一年的维护费用就近万元。”周文平
介绍，同时充电桩大约 3年需要做一次较
大的技改，每个桩大约要花费 2000元，算
起来也是不小的成本。

广阔的乡镇对公共充电桩有需求，却
为何难以赚到钱？

包涛分析，虽然目前充电难的呼声日
高，但需求量却存在严重的“潮汐现象”，周
末及节假日较高，一般工作日却非常低。
今年“五一”节，永川乐和乐都的充电桩单
枪单日充电量达到 275度，平时却只有 50
度；彭水阿依河的充电桩节假日的单枪单
日充电量也在 200度左右，但工作日的充
电量却几乎为零。

“充电桩使用年限约 8年，目前即便是
人流量大的景区、高速公路服务区，乡镇大
部分公共充电桩都是亏损状态，实现盈亏
平衡的极少。”周文平介绍，比如2021年在
开州服务区建设 4个充电桩，先期一次性
投入 100万元，后期每年场地 5万元、维护
费用1万元。按照5年回本计划，每年需营
收约 25万元，但目前每年收入却不到 1万
元。又如，在武隆仙女山镇，国网电动自
2020年分两批一次性投入320万元修建24
个充电桩，在其他费用不计的情况下，按照
5年回本计划，每年需收入64万元，但目前
年收入仅在6万元左右。

破局——
用“降成本、育市场”两条腿走路

面对这本“赚不到钱”的账，充电桩下
乡之路又该如何破局？

“新能源汽车发展大势所趋，随着国家
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持续推进，我们依然愿
意在乡镇布局充电站、充电桩。”包涛说，底
气一方面来自于从国家到地方政策导向所
释放出来的红利，另一方面则是广阔的市
场前景。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提出，加快实
现适宜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地区充电站“县
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业界普
遍认为，这将为全行业和企业带来全新的
发展机遇。

按照《重庆市充电基础设施“十四五”
发展规划（2021—2025年）》，中心城区、主
城新区郊区乡镇街道分别按照半径小于 1
公里、2公里布局公共充电设施，渝东北城
镇群和渝东南城镇群按照半径小于3公里
布局充电设施，2025年公共换电站达到 17
座、公共充电站 1050座、公共充电桩 5100
个。

去年 7月，重庆印发《全市加快建设充
换电基础设施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各镇
街集镇、农产品集中配送中心具备充电设
施安装条件的比例不低于 30%，建成充电
设施的停车位比例不低于10%。

“网约车司机、乡村游客、返乡探亲群
体只是公共充电桩客户的一小部分，中国8
亿多的乡镇居民才是最大的目标客户。”重
庆知名充电运营商星星充电大客户总监林
鹏表示，我国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市场仍
处于起步阶段，总保有量相对较低，这和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有很大关系，企业只
能用超前布局来培育农村市场，才能最后
吃到红利蛋糕，但这需要时间。

市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
重庆正在为中心城区 23个乡镇平均每个
编制 1—3块公共充电桩用地，协调国家电
网完善供电保障，其他区域乡镇也将参照
执行，此举将大大缓解企业用地、用电成
本，减轻市场主体的建设压力。

此外，不少充电桩企业负责人还建议，
各区县能进一步优化开放自由的营商环
境，为充电桩下乡用地、用能申报提供绿色
通道，缩短申报周期、审批流程；建立积极
有效的激励机制，在建设和运营上给予投
入大、运营好的市场经营主体提供奖励支
持；有效整合优势资源，积极引入先进技术
和企业，以强强联合、合作共建缩短市场培
育周期，探索盈利新模式。

新华社北京5月18
日电《经济参考报》5月
18日刊发文章《聚焦充
电“堵点”综合施策助
推新能源汽车下乡》。
文章称，一直以来，农村
地区充电设施不足是影
响新能源汽车使用的突
出短板之一。为此，国
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
源局17日出台支持新能
源汽车下乡的政策文
件，对适度超前建设充
电基础设施、优化新能
源汽车购买使用环境等
作出具体安排。

记者获悉，下一步，
相关部门将抓紧补齐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的短
板，加快推动适宜使用
新能源汽车的地区充电
站“县县全覆盖”、充电
桩“乡乡全覆盖”。同
时，推动丰富新能源汽
车供应，提供消费券、以
旧换新奖励等多元化购
买支持政策，扩大新能
源汽车在农村地区购买
使用。

近年来，我国新能
源汽车消费高速增长。
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
言人孟玮介绍，截至
2022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约 1310
万辆，超过全球总量的一半。自2020年7月
起，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
国家能源局等部门连续三年开展新能源汽
车下乡活动，引导新能源汽车消费市场下
沉，数据显示，从 2020年下半年、2021年、
2022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消费看，销量
同比分别增长 80%、169%、87%，保持了较
快的增长势头。

但孟玮也表示，总体上看，我国农村地
区新能源汽车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总保有
量相对较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经济
实用车型供给不足、销售服务能力不足等问
题制约了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使用。

“当前，我国已建成包括 521万台充电
桩在内的，世界上数量最多、辐射面积最大、
服务车辆最全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为新能
源汽车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充
电设施不足的问题仍是影响新能源汽车使
用的一大制约瓶颈，在农村地区更为突出，
已成为制约农村地区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
的‘堵点’‘痛点’。”孟玮说。

为破解这些瓶颈、更好满足农村居民使
用需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17日
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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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制约新能源汽车下乡的瓶颈问
题，在创新农村地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维护模式、支持农村地区购买使用新能源汽
车、强化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宣传服务管理
等三个方面，提出了11项具体举措，通过适
度超前建设充电基础设施、优化新能源汽车
购买使用环境，着力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
不断释放农村地区消费潜力。

具体来看，在建设环节，重点在公共充
电设施与社区充电设施上发力，加快推进农
村既有居住社区因地制宜开展充电设施建
设条件改造，落实新建居住社区充电基础设
施配建要求，持续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共
享。在运营环节，重点是加大充电网络建设
运营支持力度，利用地方专项债券等工具支
持符合条件的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开展配
套电网建设改造，增强农村电网支撑保障能
力。在维护环节，重点是提升充电基础设施
运维服务体验，完善充电设施运维体系，提
升设施可用率和故障处理能力。

除了抓紧补齐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短
板，孟玮介绍，相关部门还将在购买使用方
面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扩大新能源
汽车在农村地区购买使用。其中，在产品供
应上，考虑到农村地区出行场景与城市有一
定差别，鼓励企业针对农村地区消费者特
点，开发更多经济实用、适销对路的车型，特
别是载货微面、微卡、轻卡等部分商用产
品。在支持政策上，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对农
村户籍居民在户籍所在地县域内购买新能
源汽车，给予消费券等支持。鼓励有关车企
和有条件的地方，对淘汰低速电动车购买新
能源汽车提供以旧换新奖励。

记者了解到，目前陕西、云南等多地已
经启动 2023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其
中，陕西省于 4月底正式启动新能源车下
乡，将组织新能源汽车企业进行线上推广，
鼓励车企举办直播或网络购车，同时西安市
新能源车进机关、下企业、入园区团购推广
活动也一并启动，活动从4月持续至12月。

“农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
孟玮说。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发布的《中国
农村地区电动汽车出行研究》显示，预计到
2030年，中国农村地区汽车千人保有量将
近 160辆，总保有量超 7000万辆，蕴含巨大
市场空间。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加快
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新
能源汽车购买使用、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而
且有利于发展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为乡村振
兴增添新动力。

新华社记者 汪子旭

武隆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在接待中心附近设置了近 50
个充电桩，方便游客为新能源车
充电。

重庆日报通讯员 代娟 摄

核心提示>>>

5月 17日，国家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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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加快实现适宜使
用新能源汽车的地区充电
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
“乡乡全覆盖”。

新能源汽车下乡已经
持续三年时间，全国下乡车
型累计销量超过 400 万
辆。但是，今年年初新能源
汽车补贴退出之后，新能源
汽车第一季度销量没有达
到预期，广大农村市场尚处
起步阶段，被寄予厚望。不
容忽视的，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不足是全国普遍面临的
共性问题。

重庆作为新能源汽车
制造重镇，也是新能源汽车
消费的重要市场，乡镇公共
充电桩建设这块短板也亟
待补齐。

在北碚区的渝广高速静观服务区充电站，检修人员对移动式充电桩的智能插座进行
日常检修。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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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新能源汽车下乡日益火热。重庆市汽
车商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一季度，重庆
新能源车销售 3万辆，同比增长 27.7%，渗
透率达到 32.2%，均超全国平均水平，呈现
逐年递增的良好态势。

2022年，重庆新能源车销售11.6万辆，
渗透率为 28.8%。自 2021年起，重庆采取

“一个主站、三场巡展、百店联动”的形式持
续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系列活动，鼓励整车
企业降价促销、下沉市场。活动期间，共有
长安汽车、小康汽车、上汽通用五菱、比亚迪
等73家汽车企业的36个品牌95款车型，共

计成交量超3000辆；国网、特来电、星星充电
等 5家充电桩企业参与，推广覆盖人群约
109万人，有效带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当前，重庆新能源汽车下乡仍处于起
步阶段，我们将延长时间、扩大范围持续
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巡展。”市汽车商业
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重庆已经在永
川启动了第一场巡展，继续为广大消费者
提供各种优惠购车政策。比如 2023年 3月
1日—6月30日，在重庆市内置换购买新能
源汽车并依法纳税申报、上户，即可申报
1000—3000元不等的购车补贴；同时鼓励
各大车企推出选配基金、现金降价、金融贴
息等各项优惠。

▶黔江区新城区国网正阳
充电站，是渝东南地区最大电动
汽车公共充电站，图为车主在为
新能源汽车充电。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杨敏

相关新闻

重庆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超3成
可获1000—3000元不等购车补贴

5月28日，铜梁区西郊绿道
南城街道团结社区，市民在便
民充电站充电。

重庆日报通讯员 唐明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