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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动汽车充电桩行业正处于加速扩张与供需矛盾并存的发展阶段。大功率快充技术加速迭代，比亚迪、极氪等企

业相继推出兆瓦级充电桩，“光储充”、V2G 技术实现突破，然而充电时效、大功率充电热管理、电网负荷等技术瓶颈仍有待进

一步攻克。充电桩仍呈现出高速增长态势，但区域分布、运营市场失衡显著。因此，需要通过技术升级、模式转变与政策导向

转换等手段破解发展矛盾，通过强制认证规范市场，支撑充电桩产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全球能源结构向低碳快速转型，新能源汽车已成为各国发展绿色交通的重要方向，电动汽

车充电桩（以下简称“充电桩”）作为电动汽车的基础设施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充电桩行

业正处于加速扩张与供需矛盾并存的发展阶段。大功率快充技术加速迭代，比亚迪、极氪等企

业相继推出兆瓦级充电桩，“光储充”、V2G 技术实现突破，然而充电桩行业内也面临诸多挑战，

充电时效、大功率充电热管理、电网负荷等技术瓶颈仍有待进一步攻克[1-2]。因此，研究充电桩

行业的发展瓶颈，结合实际提出优化策略，通过技术升级、模式转变与政策导向转换等手段破

解发展矛盾，对推动充电桩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充电桩行业的现状：加速扩张与供需矛盾并存 

1.1 技术迭代加速，但充电技术瓶颈仍待突破 

充电技术：当前大功率快充、智能化管理、可再生能源整合已成为充电技术的核心发展方

向。480 kW 的液冷快充设备普及率正在逐步提升，部分车企 800 V 高压平台车型[3]已开始进入

市场。2025 年 3 月 17 日，比亚迪发布兆瓦闪充技术，最高充电电压达到 1000 V，最大充电电

流 1000A[4]；2025 年 3 月 31 日，极氪推出全球首个单枪峰值功率达 1.2 MW 的全液冷充电桩；

2025 年 4 月 18 日，绿能慧充发布单枪最大充电电流 1500 A、最大功率 1.5 MW 的 MCS 兆瓦级

充电桩，仅需 1 秒充电即可支持车辆行驶 3 公里，真正实现“充电如加油”的速度。此外，“光伏

+储能+充电”模式将光伏发电、储能系统和充电设施有机结合，降低运营成本，“光储充”一体化

正在成为行业的新风口。V2G 充电技术也逐步开始应用，使得电动汽车能够在电网低荷、低价

时充电，储存能量，并在电网高荷、高价时，向电网放电实现能量的回馈。然而，充电时效、

大功率充电热管理、电网负荷压力等技术瓶颈依然存在，亟待突破。 

电池技术：宁德时代发布的麒麟电池已实现 4C 快充，充电 10 分钟即可充电至 80%，实现

400 公里的续航里程，当使用三元电芯时，能量密度可高达 255 Wh/kg；比亚迪“刀片电池”通过

结构创新，使整车成本降低 15%。据中研普华预测，固态电池商业化应用后，新能源车续航将

突破 800 公里，有望彻底解决“里程焦虑”问题。但高能量密度电池可能需要更复杂的热管理系

统，电池寿命与安全性瓶颈也有待突破。 

1.2 市场快速增长，区域分布、运营市场严重失衡 



 

据中国充电联盟统计[5]，截至 2025 年 2 月底，全国充电设施累计数量 1345.1 万台，其中，

公共充电桩 383.2 万台（交流充电桩 207.4 万台、直流充电桩 175.8 万台），占总量 28.5%，私人

充电桩占比 71.5%。充电基础设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24 年 3 月到 2025 年 2 月，全国月

均新增公共桩约 8.4 万台，月均增长率 30%，这一数据充分显示出新能源汽车市场需求的强劲

驱动力。在公共充电桩建设方面，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山东、河南、湖北、安徽、四川、

北京等 TOP10 省份建设的公共充电桩占比高达 67.8%（见图 1），福建省公共充电桩数量为 12.2

万台，与排名第一的广东省 69.0 万台相差甚远，区域分布失衡现象依然突出；中西部及三四线

城市覆盖率亟待提升，尽管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已大面积覆盖，但节假日期间仍会出现严重的排

队拥挤现象。 

 

图 1 2025 年 2 月全国各省份公共充电桩分布图 

在公共充电桩运营方面，充电桩数量 TOP6 的运营企业分别是[5]：特来电 73.5 万台、星星

充电 65.0 万台、云快充 60.4 万台、小桔充电 22.9 万台、蔚景云 21.0 万台、国家电网 19.6 万台，

TOP6 运营商占比高达 68.5%，运营市场高度集中，存在垄断隐忧，此外，行业还面临着“僵尸

桩”现象（公共桩利用率不足 15%）等挑战。 

2 充电桩行业的展望：技术升级与模式、政策转变多轮驱动 

2.1 技术再升级：高压液冷快充+光储充放+V2G 融合 

高压液冷快充普及：随着 480 kW 高压液冷超充技术普及与 800 V 高压平台车型量产，电

动汽车补能效率的瓶颈将被打破，充电时间有望缩短至 10-15 分钟，接近燃油车加油体验，同

时大功率充电热管理问题也将得到解决。据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2027 年全球超充桩数量将突

破 200 万根，匹配 800 V 架构车型渗透率将超 60%，真正实现“充电比加油更方便”。 

光储充放规模化：在碳中和目标驱动下，鼓励“光储充”一体站的建设，通过能源生产、存

储与消纳的时空耦合，形成“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闭环，柔性调节用电负荷，拓宽收益渠道，



 

让充电桩生产运营的头部企业先试先行，以解决电网负荷压力问题。 

V2G 技术商业化：2024 年 9 月，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推动车网互动规模化

应用试点，以“有序充电+双向充放电（V2G）”为核心，推动城市级政策机制与市场化模式创新，

力争以市场化机制引导车网互动规模化发展。 

2.2 模式创新转变：从“加速扩张”到“高质量全面发展” 

解决区域分布失衡问题：政策支持是解决充电桩区域分布失衡的关键。逐步加大对中西部、

三四线城市及县域以下等多个关键节点充电网络的投入，政策倾斜支持充电网络+共享充换电模

式；引入智能调度并完善 V2G 电价机制，简化电力增容的审批流程，加大对光储充放项目提供

运营补贴；推动充电基础设施与城市建设同步规划，解决小区电力容量不足和充电桩落地难的

问题；设定充电桩的服务半径和覆盖范围，保证其布局与城市发展趋势相适应。 

应对运营市场集中化与“僵尸桩”现象：构建“监管-市场-技术”三角协同框架，以数据透明化

打破垄断壁垒，以全周期管理激活存量资源、释放市场潜能。推动充电桩行业从“资本驱动跑马

圈地”向“运营为王价值深耕”转变，真正支撑行业可持续发展；建立全国性统一数据平台，实现

跨运营商支付与结算，有效解决小规模生产企业、运营商对投入数据平台的难题；通过动态电

价、共享模式等手段，推动公共桩平均日利用率提升。 

加强市场监管：2024 年 12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实施强

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公告》[6]，公告明确指出 2025 年 3 月 1 日起，开始启动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即电动汽车充电桩）CCC 认证工作；2026 年 8 月 1 日起，未获得 CCC 认证证书和标注认证

标志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通过强制性产

品认证，可减少因充电桩故障引发的安全事故，保障消费者权益，同时淘汰不符合标准的小作

坊企业，促进行业整合与技术升级。 

2.3 政策导向转换：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型 

国家能源局《2025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围绕“双碳”目标，明确将充电基础设施纳入新型

能源体系核心任务，要求配电网具备 1200 万台充电桩接入能力，公共充电桩中快充（120 kW

及以上）比例超过 40%，核心城市布局 480 kW 超充桩网络，推动“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

（V2G）”基础设施优先布局。通过充电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发展，支撑新能源汽车全面市场化，

并为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提供灵活资源，政策方面强调智能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绿色能源协同

发展，实现从“量”到“质”转型。 

3 结论 

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正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迈进。在技术升级、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

的共同驱动下，行业将出现转变：从补能工具到能源节点，通过光储充放一体化技术、V2G 技



 

术，充电桩将成为电网削峰填谷的重要载体；通过技术升级、模式转变与政策导向转换等手段

破解发展矛盾，对推动充电桩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未来，充电基础设施必将成为交通、

能源、城市三大领域绿色转型的交汇点，为“双碳”目标实现提供关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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