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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补能前景广阔 充电桩企业抢夺市场“蛋糕”

市场前景广阔

政策助力突围

事实上，充电桩行业面临的难

题也已引起业内人士高度重视。

对于新能源汽车充电不便

的难题，尹同跃建议，工信部和

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加强顶层设

计，推动解决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运维中存在的问题，助力电

动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建议

工信部研究完善新能源汽车和

储放绿色电力转换、交易和调度

机制，同时探索单位和园区内部

充电设施开展‘光储充放’一体

化试点应用。”

东莞证券研报指出，2022

年，促进基建投资的政策有望持

续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换

电站的投资建设属于“新基建”

系列，有望成为 2022 年基建促

增长的重点领域之一。

实际上，各地也纷纷出台相

关政策，促进充电基础设施规划

建设。以江苏省无锡市为例，截

至 2021 年底，该市共建有公共

及专用充电站 605 座、充电桩

6388 个、私人自用充电桩 22801

个、换电站11座，初步形成了覆

盖全市的充换电网络。

而江苏省无锡市工信局日

前印发的《无锡市“十四五”新能

源汽车充换电设施规划》也提

出，2022年无锡市充电桩建设目

标是新增私人充电桩不少于

1.8 万个，新增公共充电桩不少

于 2050 个，新增专用充电桩不

少于300个，计划新增换电站15

个，从政策层面为快速发展的新

能源车市场“充电续航”。

2月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印发《关于本市进一步

推动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实

施意见》则提出，进一步推动本

市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满足

市民日益增长的充电需求，要

形成适度超前的城市充电网

络，到 2025 年，满足 125 万辆以

上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全市

车桩比不高于2∶1。

此外，安徽省合肥市也在抓

紧布局建设充电桩，并为此成立

了合肥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投资

运营有限公司，专门负责合肥市

公共充电桩的建设和运维。数据

显示，截至2021年11月，合肥市

已累计建成各类充电桩5.5万个，

其中公共充电桩1.36万个。

“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前景

广阔，但是要解决的痛点问题也

还有很多，需要政府相关主管部

门、企业和社会资本等群策群

力，共同推进解决如何在用地紧

张的城区降低建桩成本，如何缩

短充电时间等问题。”墨柯表示。

本报记者 夏治斌 张家振 上海报道

在“新四化”（电动化、网联化、

智能化、共享化）行业浪潮下，国内

新能源汽车发展迅猛，与之相关的

充电桩产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3 月 22 日，国家发改委和国家

能源局发布的《“十四五”现代能源

体系规划》提出，优化充电基础设施

布局，全面推动车桩协同发展，推进

电动汽车与智能电网间的能量和信

息双向互动，开展光、储、充、换相结

合的新型充换电场站试点示范。

根据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促进联盟（以下简称“充电联盟”）

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截至今年 2

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

为286.4万台，同比增加62.9%。其

中，今年1~2月，充电基础设施增量

为24.7万台，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增

量同比上涨120.8%，随车配建充电

设施同比上升282.1%。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在

行业发展向好和政策利好驱动下，

入局充电桩业务的企业也越来越

多，特来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特来电”）、万帮星星充电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充

电”）、江苏云快充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云快充”）等企业知

名度较高。

不过，目前在新能源汽车充电

领域还存在排队时间长、充电桩布

局不合理、油车占位电动桩等问题，

入局充电桩业务的企业也还面临着

盈利难的局面。对于“一桩难求”的

原因，真锂研究创始人兼总裁墨柯

告诉记者，2021 年，国内新能源汽

车销量增长很快，由 2020 年的 130

万辆快速发展到 350 万辆，这就导

致充电基础设施紧张，也是造成“一

桩难求”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还

包括充电桩分布不太合理，用户集

中的地方充电桩少等。”

充电联盟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2 月，联盟内成员单位总计上报公

共类充电桩121.3万台，其中直流充

电桩49.6万台、交流充电桩71.7万

台、交直流一体充电桩 589 台。从

2021 年 3 月到 2022 年 2 月，月均新

增公共类充电桩约3.1万台。

不过，我国新能源汽车和充电

桩的“车桩比”距离“1∶1”尚有较大

差距。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

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784 万

辆，充电桩保有量为261.7万台，车

桩比为 3∶1。这也意味着，国内充

电桩市场仍存在较大的缺口。

“预计到2022年，新能源汽车保

有量将达1221万辆，充电桩保有量

将达506万台，到2025年新能源汽

车保有量将增加至3224万辆，充电

桩保有量将增加至1466万台。”东莞

证券研报指出，“2021—2025 年，新

增充电桩数量年均复合增长率将达

44%。我们估算，2022—2025年充电

桩市场规模分别达1241亿元、1347

亿元、1482亿元、2045亿元。”

在市场前景广阔的大背景下，

充电桩企业也发展迅速。相关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2月，全国充电运营

企业所运营充电桩数量超过1万台

的共有14家，星星充电、特来电、国

家电网、云快充和南方电网分别以

27.0万台、26.4万台、19.6万台、15.6

万台和4.1万台的运营量位居前五

位。而上述 14 家运营商运营充电

桩数量占总量的 92.2%，剩余运营

商占总量的7.8%。

在充电桩数量不断增长的同

时，相关运营企业也频频获得资本

青睐。2021 年 5 月，星星充电宣布

获得高瓴领投、IDG、北京泰康投

资、禹达投资、宝龙与远洋地产等跟

投的 B 轮融资，投后估值为 155 亿

元，并成为亚洲数字能源领域头部

“独角兽”。

2021年11月，云快充宣布完成

由 OPPO 投资的 B3 轮融资。而在

此轮融资之前，云快充已经完成多

轮融资，投资方包括蔚来资本、财信

基金和宁德时代等。

值得一提的是，充电桩企业也

正在积极谋求登陆资本市场。日

前，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特锐德”，300001.SZ）发

布公告称，拟将控股子公司特来电

分拆至科创板上市。

对此，墨柯表示：“充电设施建

设和网络布局是一个很花钱的事，

尤其是目前行业处在刚开始发展的

阶段，必须要有资本助力才行。充

电桩企业不断融资直到最后上市，

也是解决资金问题的主要方式。”

“部分存量小区固定车位建桩

改造难；城市公共充电场站冷热不

均；充电平台数量多且启停及多渠

道支付尚未全面覆盖；部分充电桩

运维不及时，节假日高速公路充电

难；市场上慢充桩和快充桩不能通

用等问题。”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尹同跃如是表示。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

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看来，部分电

动车用户面临充电难问题。一方面

是因为新能源汽车和充电桩的“车

桩比”还没达到理论上的“1∶1”状

态；另一方面，充电桩布局不均匀，

现在充电桩大多布局在一二线城

市，广大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充电桩

数量还很少。

在充电桩运维方面，记者走访

上海市普陀区某小区的特来电充电

站发现，大部分充电桩存在被燃油

车占用问题。对于投资者对于充电

桩被燃油车占用、是否会开发具有

扫描开锁功能的地锁问题，特锐德

相关负责人回复称：“公司目前也在

积极解决燃油车占位的情况，根据

场站的实际情况通过不同的方式解

决，如设立专属场地车位、道闸、地

锁以及人工值守等。”

除在运维方面存在难题外，困

扰充电桩企业的还有盈利难问题。

以特锐德旗下运营新能源汽车充电

网业务的控股子公司特来电为例，

公司在充电桩领域的市场份额位居

前列，但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

根据特锐德公布的数据，特来

电 2019 年至 2021 年分别实现营业

收入21.29亿元、19.25亿元和31.04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65

亿元、-2.69亿元和-1.35亿元。

“城区内用户集中的地方通常

用地紧张，导致建桩成本比较高。

与此同时，在充电桩使用环节，较高

的停车费也让消费者不愿意多使

用。还有一些因素，比如充电设施

的共享化和平台化等问题，也影响

到充电桩企业的盈利。”墨柯说道。

“充电桩行业的商业模式也在

转型，在早期运营商建桩时会有政

府的高额补贴，即便是在建成后没

有车充电，运营商通过拿补贴也能

赚到钱，但随着补贴逐年退坡，运

营商已很难再通过补贴获利。”张

翔则告诉记者，充电桩企业面临盈

利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充电桩的利用

率低。

不过，对于充电桩运营等相关

问题，记者致电特来电董事长于德

翔，其表示“目前公司处于静默期，

暂不方便接受采访”。此外，截至发

稿时，星星充电方面也未作出回复。

多重难题待解

随着装机量和产能的持续提

升，动力电池市场的集中度也在升

高。市场人士分析认为，如何将先

发和规模优势转化为技术和品牌优

势，是头部电池企业的当务之急。

全球咨询公司 Frost&Sullivan

表示，2021年至2026年期间，中国

新能源汽车市场预计将以23.6%的

复合年增长率快速增长。而作为

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中国的动

力电池市场预计同期将以37.6%的

复合年增长率快速增长。此外，按

动力电池装机量计算，中国也是全

球最大的动力电池市场。

与此同时，头部电池企业也纷

纷加大了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中创

新航招股书显示，公司于2019年—

2021 年的研发开支分别为 1.36 亿

元、2.02亿元和2.85亿元。蜂巢能源

则采用全球化布局，在国内的保定、

常州、无锡、马鞍山、上海和深圳等

城市以及韩国、印度、德国和日本等

地规划建设有十大研发中心。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电

池的技术线路很重要，如果技术方

向正确，其发展的势头就很顺利，政

策也会使其受益。而各类车型的电

池线路的企业差异较大，三元锂和

磷酸铁锂的线路各有强势厂家。”

在吴辉看来，目前，动力电池

技术其实依然无法满足新能源汽

车的需求，在技术方面还有很大的

提升空间。相关企业将大量资金

用于技术研发，对于整个行业而言

都有益处。

“未来，动力电池技术发展的

核心方向可以概括为高能量密度、

安全性、低成本和较长的循环寿命

这四个方面。无论是哪种路线的

电池，在这四个指标上表现越好，

也才能走得更远。”吴辉进一步向

记者表示。

据了解，2021年12月，蜂巢能

源正式发布了全域短刀化的产品创

新战略，将重点布局电动全域短刀

化，涵盖从L300-L600的全尺寸短

刀电池产品，覆盖从乘用车到储能、

商用车、工程机械、非高速电车等全

域使用场景以及从无钴、三元到磷

酸铁锂全域化学体系，并拥有高适

配性、高安全性和长寿命的优势。

对于近期动力电池行业的投

资热潮和未来发展方向，有资深业

内人士向记者表示：“目前，动力电

池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国内

自主品牌之间的竞争，而是应该共

同瞄准国际市场并谋求更好的地

位和更强的竞争力。国内自主品

牌应该加强合作，抱团联合做好技

术创新和产业链布局。”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赛道进入“高能时刻”

本报记者 于典 张家振 上海报道

随着新能源汽车销售愈发火

热，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需求

量和市场热度也在不断攀升。

近日，中创新航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创新航”）

正式提交赴港上市申请。据了

解，中创新航将筹集高达15亿

美元资金，有望成为2022年至

今港股市场最大规模IPO之一。

招股书显示，中创新航赴港

上市所募集资金将用于新建和

扩建多个动力电池和储能系统

的产业基地项目、先进技术研

发、营运资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与此同时，蜂巢能源和国

轩高科等一批头部电池企业也

在积极筹备登陆资本市场事

宜。中信证券此前已披露与蜂

巢能源签署了上市辅导协议。

对于 IPO 进展，蜂巢能源相关

负责人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

示：“目前，我们正在按照程序

正常推进。”国轩高科也在近日

发布公告称，公司正筹划境外

发行全球存托凭证（GDR），并

计划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

对于动力电池赛道持续升

温的原因，伊维经济研究院研

究部总经理吴辉表示：“一方

面，相关公司对未来动力电池

的需求量有着非常乐观的估

计；另一方面，主机厂也发布了

庞大的新能源汽车规划，现有

电池产能无法满足需求，电池

企业急需募资扩产。同时，动

力电池在储能市场也有较好的

发展潜力。”

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产业链的

增资扩产步伐还在持续加速。

近日，欣旺达（300207.SZ）发

布公告称，公司子公司欣旺达电动

汽车电池有限公司与四川省什邡

市政府签署项目投资协议书。该

项目投资主要用于新建动力电池

及储能电池电芯、模组、PACK、电

池系统等生产基地，项目计划总投

入 80 亿元，计划建设 20GWh 动力

电池及储能电池生产基地。

蜂巢能源方面也表示，目前公

司各个基地正在加快推动建设。2

月16日，公司上饶基地二期20GWh

动力电池项目在江西省上饶市经开

区正式开工建设，金坛四期、盐城和

遂宁等地的项目也在积极推进。

随着各基地建成投产，产能将

进一步释放。蜂巢能源上述负责

人告诉记者：“今年我们将进一步

夯实在产业链上的布局，预计将推

出产业合作伙伴招募活动，联合旗

下蜂巢资本和章鱼博士智能技术

（上海）有限公司向全球招募优秀

的产业合作伙伴，加速在智能领域

的全球布局。”

为满足动力电池快速增长的市

场需求，上游锂电池材料企业也在

加码扩产。日前，铜陵市华创新材

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创新材”）

全资子公司江西华创新材有限公司

年产10万吨超薄锂电铜箔项目在

江西省南昌经开区开工建设。据了

解，华创新材与华友钴业（603799.

SH）均为华友控股集团旗下公司。

截至今年 3 月初，国内已有 5

家上市公司抛出再融资预案，拟投

向锂电相关项目，预计募资总额超

过20亿元。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今

年以来，动力电池产业链相关公司

持续推进新项目开工建设进度，总

投资已超千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从动力电池上

下游企业的动向来看，打通产业

链，实现整体化布局或将成为行业

共识。此前，云天化（600096.SH）、

恩捷股份（002812.SZ）和亿纬锂能

（300014.SZ）同时发布公告称，3家

公司与云南省玉溪市人民政府、华

友控股集团签订《新能源电池全产

业链项目合作协议》，共计投资517

亿元在玉溪市打造千亿级新能源

电池全产业链集群。上述3家公司

在矿产、锂电隔膜和电池组装领域

拥有各自的优势。

产业链扩张紧锣密鼓

资本市场热情高涨

近年来，资本市场对动力电池

赛道也高度重视，多家国资公司和知

名投资机构出现在投资人名单中。

以中创新航为例，截至目前公

司共进行了三轮融资。最新一轮

股权融资由国投创合领投，融资金

额达到120亿元，投后估值超过600

亿元。而在此前两轮融资的投资

方名单中，不乏金坛投资、厦门创

投和红杉中国等公司的身影。

而蜂巢能源的发展同样迅猛。

资料显示，公司在2020年、2021年

分别进行了Pre-A轮、A轮、B轮和

B+轮融资，融资金额分别为 10 亿

元、35亿元、102.8亿元和61.5亿元，

累计融资金额209.3亿元，投资人包

括四川能投、国投招商、国家科技引

导基金和上海国盛等。目前，蜂巢

能源投后估值已达到460亿元。

对于公司在资本市场获得广

泛认可的原因，蜂巢能源负责人向

记者表示：“首先，公司在产品技术

上不断推陈出新，研发推出了世界

首款无钴材料电池。其次，我们重

视自主研发实力的提升，在研发上

的投入和取得的成绩上让资本市

场看好公司未来前景。”

据介绍，随着产品量产，蜂巢能

源装机量已多次进入行业前十，2021

年全年装机量跃居国内第六；在海

外，蜂巢能源已与欧洲某大型车企签

订了价值160亿元的采购合同。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动力电池企

业加速扩产步伐，主要是基于市场需

求的支撑，新能源汽车市场崛起，市

场对动力电池的需求也与日俱增。

“巨大的市场空间与增长潜力，以及

动力电池作为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地

位，刺激了汽车动力电池赛道的爆发。”

东吴证券研报也指出，2022年

全球电动车新车型密集推出，预计销

量有望突破1000万辆大关，同比仍保

持67%的增长率。“其中，国内电动车

销量我们预计将超600万辆。储能开

启长期高增长，国内外订单放量，预

计 2022 年全球储能电池需求超

130GWh，同比上涨145%。我们预

计，2022年全球动力+储能电池需求

700~800GWh，同比增长超过70%。”

“动力电池企业募资扩产，也

是为了让产能扩张后，通过规模效

应实现降本增效。同时，资金的投

入也能够让动力电池企业更加从

容地在技术方面完成长期布局。”

吴辉向记者表示。

加大技术研发投入

截至2021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784万辆，充电桩保有量为261.7万台，车桩比为3∶1。

充电桩企业面临盈利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充电桩的利用率低。

2022年，促进基建投资的政策有望持续推进。

2025年市场规模或超2000亿元

融资、扩产、参投股动作不断

位于上海市普陀区某小区的特来电充电站，充电桩大多被燃油车占据。 夏治斌/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