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营策划部主办
E-mail

：

xywbnews@126.com

晚报广告咨询热线：

6263965

责编：徐杰
创意：刘学萍
质检：李春晓

2017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9版

两年前北京只有
2

万人买
电动车，今年超过

12

万人在排
队等新能源汽车牌照。以

2018

年北京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额度
为

6

万个来推算， 部分排号的
人能开上一辆心仪的新能源汽
车回家，可能要等到

2019

年。

新能源汽车的迅猛发展，

由此可见一斑。 根据中国汽车
工程学会节能与新能源技术路
线图的预测，到

2025

年，我国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约为

800

万
辆；到

2030

年，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销量将达到汽车总量的
40%

，即大约
1500

万辆。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相关基
础设施日益完善， 新能源汽车
会赢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而
爬坡过坎的新能源汽车如何加
速前行？

12

月
24

日，中国电动
汽车百人会信息部主任沈承鹏
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业界共识
是要在动力电池和充换电设施
上进一步突破。众所周知，充电
基础设施能否提供方便、 快捷
的充电或换电服务， 一直都是
用户是否愿意购买电动汽车的
重要因素。

随着电动车的持续快速发
展， 充电桩建设和服务能否跟
得上？“有车就建桩”的模式，能
否满足未来新能源汽车大规模
增长的需求？

发展升温 充电设施后劲

不足

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电
动汽车保有量、 建成投运公共
充电桩最多的国家。

1

—

10

月，

电动汽车产销分别为
51.7

万
辆和

49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45.7%

和
45.4%

。

在近日召开的
2017

第二
届中国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创
新高峰论坛上， 国家能源局副
巡视员郭伟表示， 我国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已全面铺开， 在充
电技术方面持续创新， 满足了
电动汽车的充电需要， 但仍然
存在基础不牢固、 发展后劲不
足的问题。

“在常规的交流慢充、直流
快充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交
流快充、高速换电、无线充电、直
流超大功率充电等技术路线，还
出现了柔性充电、 矩阵充电堆、

智能充放电等新技术。 ”郭伟直
言， 充电基础设施发展后劲不
足， 则表现为缺乏互联互通、利
用率低、 安全隐患等常见问题。

由于车桩生产企业众多，车桩充
电接口特别是直流接口不兼容
的情况依然存在，运营商平台互
联互通的水平较低。

截至
10

月，全国累计建成
公共充电桩

19.5

万个，比去年
同期增长

82.2%

； 私人充电桩
18.8

万个，较去年增长
214%

。

这一数字， 相比我国提出的
2020

年新增
480

万个充电桩
的目标还有些远。

值得关注的是， 公共充电
桩的平均利用率不足

15%

，“新
能源汽车保有量相对较小，且
大多使用者都是自有充电桩，”

郭伟说， 充电行业盈利能力较
低，商业模式还需进一步探索。

由于布局不合理、维护不到位，

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不少的故障
桩和僵尸桩。此外，充电接口安
全标准也有待提升， 私人充电
桩安装的体制机制障碍犹存。

转换跑道 打造充换电智

能网络

现有充电模式带来的困
扰， 北京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张勇深有体会，

目前电动出租车和网约车的推
广中面临的问题是， 司机对充
电时间都非常不满。 最快的快
充也得

40

分钟以上，现有的充
电设施建设尚待完善， 充电确
实还不太方便。

到
2030

年，中国电动车保
有量将达

8000

万辆，现有的充
电服务能否满足用户需求？ 青
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于德翔称，

8000

万辆电动
汽车每天的充换电超过

30

亿
度，约占到居民用电的

50%

。另
外， 目前很多充电桩都没有经
过工业品的设计， 其寿命最多
是三年， 而三年后的故障率会
大幅提高，导致用户体验变差。

“我们提出来一个换电的模
式，只需要

2

分
46

秒，这个电池
就可以换出来。 我们现在在北
京、广州、厦门、兰州、天津等地
做了一系列换电站的运营实践
和探索，但在换电站运营中也面
临着一些问题。 ”张勇说。

“充电桩建设必须要面向
2020

到
2030

年， 要建立汽车
充换电网络， 而不是一个个充
电桩。 ”于德翔说，两者的区别
就在于， 充换电网络是一套可
控的、智能的、环保的体系，为
以后实现有序充电、 有序“卖
电”提供基础。

面对成倍增长的电动汽
车， 当充电桩达到亿级的数量
水平后， 将需要数百万的专业
维修工人对充电桩进行维修，

充电运营商又将如何支撑高昂
的人力成本？

“目前充电设施供应商的
盈利能力还较弱， 要通过创新

促进形成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运
营模式。要支持发展众筹建桩，

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参与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 鼓励充电服务企
业与整车企业开展商业合作，

实现车桩协同发展……” 郭伟
建议， 一方面要加快研发先进
充电技术， 另一方面要支持创
新充换电的商业模式， 并加强
公共桩、 个人桩的入网和互联
互通， 车桩入网以后就可实现
共享，建桩、建网、建站的比例
可以缩小，效率得以提升。

未来可期 会“吐纳”能量

可当移动终端

显然，解决充电问题，离不
开政府、行业、车厂、运营商等
多方参与， 开放共享、 互联互
通、智能便捷，不仅是解决电动
汽车“里程焦虑”、提升消费者
信心的良方， 也是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大势所趋。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刘宝华
认为，将来的新能源汽车除了是
交通工具外，还可以是个人电脑
的移动终端、移动办公室等。 “新
能源汽车是继手机之后，新的技
术整合的一个重大平台。 ”

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
事长陈清泰看来，汽车车载电池
在智能电网中，既是移动的微电
源， 也是移动的微储能电站，特
斯拉已然成为其中的典范。大多
数电动汽车特别是私家车停驶
的时间在

95%

以上，这时车载电
池可以接入交互式电网，当电价
降低时储电； 电价提高时发电，

从中还能获得电价差的收益。

实际上， 电动汽车不仅肩
挑能源储备终端的重任， 也是
成为智能网联移动终端的最佳

选择。

“用户买我们的车，一定要
达到这样的目标， 加电比加油
更方便。 我们会通过整个云端
把专属充电桩、 换电站、 充电
车、公共桩全部连接起来，系统
智能化的判断你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来充电。”蔚来汽车副
总裁沈斐说， 依托云计算和人
工智能，目前，可以通过实时导
航的数据， 确定充换电站的服
务半径等， 以此确定选址。 未

来， 则将为用户提供一个全方
位、 更好的电动汽车的使用体
验，包括用车、加电、娱乐、信息
甚至购物等。

愿景美好，未来已来。随着
人工智能、

5G

通信、增强现实、

大数据、 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创新应用， 传统意义上
的汽车将具备强大的感知、通
信、计算和决策能力，使其真正
成为可移动的智能终端。

（据《科技日报》）

充电设施后劲不足

新能源车如何克服里程焦虑?�

新闻链接
打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实现深度融合

备受关注的中国电动汽
车百人会论坛

(2018)

， 将于
2018

年
1

月
20

日—

21

日在
京举行，将围绕全球新能源汽
车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汽车产
业生态重构、 推进产业融合、

智能汽车的未来、突破核心技
术等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12

月
24

日， 中国电动
汽车百人会秘书长、 首席专
家张永伟介绍， 论坛的

7

场
主题峰会涵盖了整车、 燃料
电池、绿色能源与大数据、动
力电池、核心零部件、智能汽
车及共享出行智慧交通等方
面，力求引领能源革命、交通
革命， 打通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及相关领域， 实现融合程
度更高的发展。

针对媒体关注的新能源
车补贴政策退坡

,

中国电动
汽车百人会副秘书长、 清华

大学汽车工程系副研究员王
贺武透露， 中国电动汽车百
人会也在进行相关课题研
究，等到

2020

年财政补贴完
全退出时， 其他措施如何能
跟上？ “随着我们激励政策的
退出， 在环保领域是否能推
出一些法案或措施， 促进新
能源汽车在环境污染较严重
的一些区域的推广使用。 ”

“我们做了很多分析，就
是看政策能起多大的作用，

像北京、 上海这些地方为什
么电动车发展那么好？ 是因
为一些特殊的激励方案，通
过限行、 限购等措施推动了
电动车在这些区域的发展。 ”

王贺武分析说， 美国发展较
好的是加州， 原因并不是有
多少政策， 而是正好这些地
方对环保要求很高， 比如加
州的零排放汽车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