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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充电基础设施为电动汽车提供充(换)电服务ꎬ是电动汽车推

广普及的必要配套设施ꎮ 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是促进电

动汽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ꎬ是推动能源消费转型、新

型电力系统建设的重要内容ꎬ是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

安全新战略的生动实践ꎬ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决策部署、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的重要举措ꎮ 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发展ꎬ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构

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ꎬ提出构建覆盖广泛、规

模适度、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ꎮ

“十三五”规划实施以来ꎬ四川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ꎬ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绿色出行”为目标ꎬ按照

“车桩相宜、适度超前”的原则ꎬ推动全省充电基础设施科学有序

发展ꎬ有效保障省内电动汽车快速发展的需求ꎮ 未来ꎬ全省充电基

础设施将从规模覆盖的培育期逐步迈入提质增效的成长期ꎮ 为加

快我省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建设ꎬ组织编制«四川省充电基础

设施发展规划»ꎬ明确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ꎬ规划期限为 ２０２４—

２０３０ 年ꎮ

—４—



　 　 一、规划背景

(一)发展现状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部ꎬ地处长江黄河上游ꎬ素有“天府之国”

美誉ꎮ 全省面积 ４８ ６ 万平方公里ꎬ与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青

海、甘肃和陕西等 ７ 省(自治区、直辖市)接壤ꎬ辖 ２１ 个市(州)、１８３

个县(市、区)ꎮ 作为中国发展的战略腹地ꎬ四川正大力推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ꎬ深入实施“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

发展战略ꎬ２０２３ 年末ꎬ全省常住人口 ８３６８ 万人ꎬ呈净流入态势ꎬ常

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５９ ５％ ꎻ地区生产总值(ＧＤＰ)６０１３２ ９ 亿元ꎬ

人均 ＧＤＰ 突破 ７ 万元ꎮ

表 １　 四川省近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年末常住人口

(万人)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万元 /人)

２０１９ ４６６１５ ８ ８３７５ ５ ６

２０２０ ４８５９８ ８ ８３６７ ５ ８

２０２１ ５３８５０ ８ ８３７２ ６ ４

２０２２ ５６７４９ ８ ８３７４ ６ ８

２０２３ ６０１３２ ９ ８３６８ ７ ２

在国家新能源汽车(含电动汽车)支持政策的推动下ꎬ人民群

众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和认可度越来越高ꎬ新能源汽车推广应

用迅速发展ꎮ “十四五”期间ꎬ四川省大力实施“电动四川”行动计

划ꎬ电动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渗透率①逐年攀升ꎬ２０２３ 年底数量达

—５—
① 电动汽车渗透率＝一定时期内电动汽车增量 /汽车增量ꎮ



８９ ６３ 万辆ꎬ年均增速 ７１ ３％ ꎬ年均渗透率为 ２０ ９％ ꎮ

图 １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 年全省电动汽车发展情况

充电基础设施规模持续扩大ꎮ 全省现已建成投运充电桩 ３２

万台、额定功率 ５３３ 万千瓦ꎬ分别较“十三五”末增长 ８ ２ 倍、３ ７

倍ꎮ ２０２３ 年ꎬ全省充电基础设施月均充电量 ２ 亿千瓦时ꎬ月充电量

多次位列全国前三ꎻ年平均时长利用率② ７ ８％ ꎬ年平均功率利用

率③ ３ ９９％ ꎬ年最大瞬时功率利用率④ ２８ １７％ ꎬ现有充电基础设施

已基本满足电动汽车充电需求ꎮ

—６—

②

③

④

年平均时长利用率＝年充电总时长 / (充电桩枪口数×２４ 小时×３６５ 天)ꎬ反映充电基础设施

年内总体运行情况ꎮ
年平均功率利用率＝年充电电量 / (充电桩额定功率×２４ 小时×３６５ 天)ꎬ反映充电基础设施

年内总体使用效率ꎮ
年最大瞬时功率利用率＝年最大瞬时使用功率 /充电桩总额定功率ꎬ反映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冗余度ꎮ



图 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四川省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情况

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初具雏形ꎮ 以“四向八廊”战略性综合交

通走廊为重点ꎬ高标准推动既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基础设施全

覆盖ꎬ城际快充网络初步形成ꎻ以“两区(办公区、居住区)、三中心

(商业中心、工业中心、休闲中心)”为重点ꎬ以城市道路交通网络

为依托ꎬ形成快慢结合的城市充电网络ꎬ核心区域服务半径达 １ ７

公里ꎻ结合城镇化推进工作ꎬ以县级城市公共直流快充场站为重要

场景的农村充电网络加快建设ꎮ

充电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大幅提升ꎮ 省级充电基础设施监管平

台建成投运ꎬ汇集充电运营商 ９３４ 个、充电站 ５７９３ 座、充电桩

７１０９６ 台ꎬ有效促进了不同平台、企业间信息数据整合ꎬ基本实现了

省内充电基础设施互联互通ꎮ 推广应用 “川逸充 ” 应用软件

(ＡＰＰ)ꎬ范围覆盖大型商超、驻车换乘(Ｐ＋Ｒ)停车场、公园景区、高
—７—



速公路服务区等场所公共充电基础设施ꎬ初步实现了一个 ＡＰＰ 畅

行全四川ꎮ

充电基础设施政策持续完善ꎮ 不断优化充电基础设施顶层设

计ꎬ相继出台系列政策ꎬ涵盖规范充电市场管理的市场准入、审批

手续、建设标准、运行维护等建设运营制度和激发充电行业活力的

电价支持、建设补贴等激励政策ꎬ形成良好的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环

境ꎻ指导地方印发区域内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工作方案ꎬ促进

充电基础设施的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有序发展ꎮ

充电基础设施创新应用成果丰硕ꎮ 在全国率先推出居住区充

电基础设施“统建统服”⑤建设运营模式ꎬ建成“统建统服”小区 ６３４

个、充电桩 ７０００ 余台ꎬ解决近 ３ 万辆私家车充电难题ꎮ 提前布局

车网融合互动技术ꎬ２０２３ 年充电基础设施参与需求侧响应 ７ 次、最

大响应能力达 ８１ 万千瓦ꎮ 推动成都市建设全国首创的“路侧充电

＋储能平急两用基础设施”ꎬ支持宜宾市建设全国重卡换电应用试

点城市和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ꎮ

(二)存在问题

总体来看ꎬ四川已形成规模超前、覆盖广泛、高效便捷的充电

基础设施体系ꎬ但着眼未来电动汽车快速增长的趋势ꎬ依然存在一

些薄弱环节ꎮ 整体发展布局不够均衡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ꎬ成都平原

和川南经济区充电基础设施占全省比例超 ９０％ ꎬ其中 ６３％ 集中在

—８—

⑤ 统建统服:指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企业在居民小区统一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运营维护充电

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运营管理模式ꎮ



成都市ꎬ大城市和中心城市集中化发展明显ꎬ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

布局不足ꎮ 城市内部主要集中在主城区、核心商圈等ꎬ城区边缘和

农村地区则布局较少ꎮ 农村现有公共充电桩仅 ９０００ 余台ꎬ乡镇覆

盖率不足 ４０％ ꎬ与国家要求的全覆盖目标差距较大ꎬ充电基础设施

市场化发展布局与基础保障性需求存在差距ꎮ 居住区建桩仍有瓶

颈ꎮ 截至 ２０２３ 年底ꎬ我省尚未出台居住区的充电基础设施相关指

导政策ꎬ部分城市老旧小区因供电设施容量不足、权属复杂、安全

管理责任不清晰等原因ꎬ充电基础设施安装难ꎻ部分新建居住区未

落实 １００％ 预留充电基础设施安装条件和配变电设施增容空间等

要求ꎮ 行业良性发展能力有待提高ꎮ 一方面ꎬ市场竞争初期ꎬ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业出于抢占市场份额的考虑ꎬ重建设轻运营ꎬ

部分充电桩无效闲置、损坏难修复、利用率低ꎮ 另一方面ꎬ大部分

充电基础设施盈利模式单一ꎬ仅通过收取服务费获取收益ꎮ 受公

用充电车位被燃油车占用、高速公路等特殊领域建设运营成本高

等情况影响ꎬ全省大多数充电基础设施企业处于微利甚至亏损状

态ꎬ行业总体盈利能力不足、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ꎮ

(三)发展形势

当前ꎬ全国电动汽车进入市场驱动的加速发展新阶段ꎬ预计

２０３０ 年全省电动汽车渗透率将达到 ４５％ ꎬ随着电动汽车保有量的

全面增长ꎬ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和覆盖率将持续提升ꎮ 为满

足人民群众清洁化、智慧化、便捷化的出行需求ꎬ未来电动汽车用

户的充电需求将逐渐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ꎬ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９—



也将从扩大规模迈入提质增效新阶段ꎬ对充电速度、安全保障、服

务质量、智能化等方面也提出了更高要求ꎮ

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将成为主要增长点ꎮ 随着电动汽车技术加

速发展ꎬ电动汽车驾乘体验持续提升、购置成本逐步降低ꎬ私人电

动汽车增长明显ꎬ２０２３ 年全省新增电动汽车约 ３４ 万台ꎬ其中私人

电动汽车占比约 ８０％ ꎮ 未来ꎬ在政策引导、市场需求等多重因素的

驱动下ꎬ私人电动汽车将持续高速增长ꎬ成为未来交通电动化规模

化发展的重要领域ꎮ 综合考虑充电便捷性、经济性等因素ꎬ私人电

动汽车用户普遍期待拥有私人桩ꎬ私人充电基础设施将迎来爆发

式增长ꎮ

特殊领域大功率充电基础设施需求将进一步释放ꎮ 随着超级

快充、大功率电池等技术的迅速发展ꎬ充电效率大幅提升ꎬ与加油

时长基本相当逐渐成为现实ꎮ 在高速公路、旅游公路沿线服务区、

机场和高铁枢纽站等特定领域和场景ꎬ电动汽车用户对于快速充

电的需求更为强烈ꎬ超级快充等大功率充电技术的应用将会更加

广泛ꎮ

车网融合互动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ꎮ 充电基础设施作为电

动汽车与电网之间信息和能量交互的纽带ꎬ通过智能有序充电、双

向充放电等形式ꎬ参与削峰填谷、虚拟电厂、聚合交易等应用场景ꎬ

有效平衡电动汽车充电和电力系统调度需求ꎬ提升电网调峰调频、

应急响应能力ꎮ

行业发展从重建设向重运营转变ꎮ 未来ꎬ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０１—



一方面需要满足电动汽车充电需求ꎬ另一方面需要提高充电基础

设施利用率水平ꎬ提升自身盈利能力ꎮ 在国家“鼓励地方建立与服

务质量挂钩的运营补贴标准”政策引导下ꎬ充电基础设施运营企业

也将进一步优化场站布局ꎬ提升场站运维管理水平ꎬ推动行业良性

发展ꎮ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ꎬ贯彻“四

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ꎬ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任务ꎬ

立足新发展阶段ꎬ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ꎬ积极融入和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ꎬ按照国家关于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决策部署ꎬ

加快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ꎬ更好满足人民群众购置和使

用电动汽车需要ꎬ助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与现代化基础设施

体系建设ꎮ

统筹谋划、因地制宜ꎮ 省级层面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

体系为重点ꎬ加强顶层设计ꎬ科学确定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ꎮ 市级

层面按照“自(专)用充电为主、公用补电为辅”的思路ꎬ合理规划

空间布局、建设规模、发展时序ꎮ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ꎮ 突出企业

主体地位ꎬ支持各类社会资本充分参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ꎬ促

进行业多元化、规模化发展ꎬ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充电服务

市场ꎮ 强化政府引导作用ꎬ完善政策体系ꎬ营造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的良好环境ꎮ 均衡发展、突出重点ꎮ 进一步完善充电网络ꎬ优化设
—１１—



施结构ꎬ提升服务质量ꎬ规范运营管理ꎬ促进各领域高质量发展ꎮ

围绕电动汽车下乡和居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等热点、难点

问题ꎬ健全管理制度ꎬ压实各方责任ꎬ推动重点领域充电基础设施

加快发展ꎮ 科学管理、创新融合ꎮ 建立健全管理机制ꎬ加强充电基

础设施全生命周期管理ꎬ守牢安全底线ꎮ 提升充电基础设施数字

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水平ꎬ鼓励充电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ꎬ

推动充电基础设施与智慧交通、智慧能源融合发展ꎮ

(二)发展目标

加快推动城市智能有序充电基础设施布局ꎬ稳步提升农村地

区充电基础设施覆盖ꎬ全面补齐居民小区充电基础设施短板ꎬ加速

形成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的充电网络ꎻ推广先进技术研

发和智能化产品应用ꎬ完善标准规范ꎬ强化市场行业管理ꎬ全面提

升服务质量效率ꎬ形成共享开放、经济便捷、安全可靠、竞争有序的

充电服务体系ꎮ ２０２５ 年底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８６ 万台ꎬ额定功率达

到 １３００ 万千瓦ꎻ２０３０ 年底建成充电基础设施 ２９３ 万台ꎬ额定功率

达到 ２９５６ 万千瓦ꎬ基本建成覆盖广泛、规模适度ꎬ结构合理、功能

完善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ꎬ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绿色出行充

电需求ꎮ

表 ２　 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目标

市(州)

２０２５ 年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目标 ２０３０ 年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目标

公共充电
桩数量
(台)

额定功率
(万千瓦)

私人充电
桩数量
(台)

额定功率
(万千瓦)

公共充电
桩数量
(台)

额定功率
(万千瓦)

私人充电
桩数量
(台)

额定功率
(万千瓦)

合　 计 １３１９８９ ７９１ ９ ７２６２５９ ５０８ ４ １７０７６５ １０２４ ６ ２７５９５２９ １９３１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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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

２０２５ 年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目标 ２０３０ 年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目标

公共充电
桩数量
(台)

额定功率
(万千瓦)

私人充电
桩数量
(台)

额定功率
(万千瓦)

公共充电
桩数量
(台)

额定功率
(万千瓦)

私人充电
桩数量
(台)

额定功率
(万千瓦)

成都市 ７０２５４ ４２１ ５ ４８０４７５ ３３６ ３ ７１３１４ ４２７ ９ １９０５０５１ １３３３ ５

自贡市 ２１１９ １２ ７ ４４７８ ３ １ ３４１３ ２０ ５ １５５６８ １０ ９

攀枝花市 １４３６ ８ ６ ７２７１ ５ １ ２３１３ １３ ９ ２５２７８ １７ ７

泸州市 ４０６４ ２４ ４ １６４１５ １１ ５ ６５４８ ３９ ３ ５７０６６ ３９ ９

德阳市 ５２８６ ３１ ７ ２９５６９ ２０ ７ ８５１６ ５１ １ １０２７９７ ７２ ０

绵阳市 ６３０８ ３７ ８ ３６４０４ ２５ ５ １０１６１ ６１ ０ １２６５６１ ８８ ６

广元市 ２３７３ １４ ２ ５６１１ ３ ９ ３８２３ ２２ ９ １９５０６ １３ ７

遂宁市 １７９３ １０ ８ ９９０５ ６ ９ ２８８８ １７ ３ ３４４３４ ２４ １

内江市 ３２４５ １９ ５ １３４８９ ９ ４ ５２２７ ３１ ４ ４６８９５ ３２ ８

乐山市 ４４７２ ２６ ８ ２８７１７ ２０ １ ７２０４ ４３ ２ ９９８３６ ６９ ９

南充市 ６０１４ ３６ １ １７２０７ １２ ０ ９６８７ ５８ １ ５９８２１ ４１ ９

眉山市 ３１８７ １９ １ ９４４９ ６ ６ ５１３４ ３０ ８ ３２８４９ ２３ ０

宜宾市 ６３２７ ３８ ０ ２９９５１ ２１ ０ １０１９２ ６１ ２ １０４１２７ ７２ ９

广安市 ２３０４ １３ ８ ８０３８ ５ ６ ３７１１ ２２ ３ ２７９４４ １９ ６

达州市 ３５８７ ２１ ５ ５７１５ ４ ０ ５７７９ ３４ ７ １９８６９ １３ ９

雅安市 １８０７ １０ ８ ３９５１ ２ ８ ２９１１ １７ ５ １３７３５ ９ ６

巴中市 １７０１ １０ ２ ４８４７ ３ ４ ２７４０ １６ ４ １６８５２ １１ ８

资阳市 ２９０８ １７ ４ １４１２４ ９ ９ ４６８４ ２８ １ ４９１０３ ３４ ４

阿坝州 ８５８ ５ ２ ９２ ０ １ １３８３ ８ ３ ３１９ ０ ２

甘孜州 ４２０ ２ ５ ９２ ０ １ ６７６ ４ １ ３１９ ０ ２

凉山州 １５２８ ９ ２ ４５９ ０ ３ ２４６２ １４ ８ １５９７ １ １

—３１—



三、主要任务

(一)优化完善充电网络布局

建设结构完善的城市充电网络ꎮ 以“结构合理、功能完善、优

质高效”为目标ꎬ围绕“两区”“三中心”等重点区域ꎬ补强补齐城市

充电基础设施ꎬ推动城市充电网络从中心城区向城市边缘有序延

伸ꎬ实现各类停车场景全面覆盖ꎮ 在城市道路沿线布局便捷高效

的“公共快速充电网”ꎬ在居住区推广智能有序慢充为主、应急快

充为辅的“智慧有序充电网”ꎬ在办公区鼓励建设向公众开放的

“专用共享充电网”ꎬ在“三中心”等区域建设快慢结合的“集中补

能充电网”ꎮ 鼓励有条件的市(州)制定建设计划ꎬ在出租车、网约

车、公交车、物流车、工程运输车等领域推广应用换电模式ꎮ

建设快捷高效的城际充电网络ꎮ 以“四向八廊”综合交通走

廊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综合交通枢纽集群为主骨架ꎬ在高速公

路、重点旅游线路、具备条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沿线适时布局充

电基础设施ꎬ有效满足电动汽车中长途出行需求ꎮ 新建高速公路

服务区同步建设充电基础设施ꎬ既有高速公路服务区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升级改造ꎬ鼓励利用移动充电基础设施等方式提升高速公

路在节假日等特殊时段的充电服务保障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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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四川省城际充电网络示意图

建设有效覆盖的农村充电网络ꎮ 以“全面覆盖、有效保障”为

目标ꎬ加快建设农村充电网络ꎬ推动与城市、城际充电网络融合发

展ꎮ 围绕全省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思路ꎬ推动充电

基础设施逐步从城乡融合片区向农村片区延伸ꎮ 结合乡村自驾

游、农村居民出行等实际需求ꎬ推动充电基础设施从国省干线向农

村公路延伸ꎻ在县级城市城区建设公共直流快充站ꎬ推动充电基础

设施从中心城镇向其他村镇、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乡村旅游重点

村镇等区域延伸ꎮ

(二)加快重点区域设施建设

全力推进居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ꎮ 加快制定居住区充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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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管理指南ꎬ明确管理程序、优化支持政策ꎬ落实街道办事处、

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管理机构责任和物业主管部门指导责任ꎬ建立

“一站式”协调推动和投诉机制ꎮ 新建居住区ꎬ压实建设单位主体责

任ꎬ严格落实充电基础设施配建要求ꎬ固定车位 １００％ 预留充电基础

设施安装条件ꎬ满足直接装表接电要求ꎬ将充电基础设施安装要求

纳入建筑工程设计方案审查、施工图审查、竣工验收及交付等环节

进行管理ꎮ 既有居住区ꎬ将充电基础设施纳入老旧小区完善类设施

改造范围ꎬ因地制宜同步改造配套供配电设施ꎬ确不具备改造条件

的ꎬ鼓励通过“统建统服”、有序充电等方式满足居民充电需求ꎮ

因地制宜推动县乡地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ꎮ 以县(市、区)域

为基本单元ꎬ结合当地国土空间规划和配电网规划ꎬ制定县乡充电

基础设施专项规划或工作计划ꎬ优化完善布局ꎮ 优先在县乡企事

业单位、客运车站、商业建筑、公共停车场、普通公路服务区、对社

会开放的养护管理站(道班、工区)、加油站等区域布局公共充电

基础设施ꎬ鼓励采用单枪功率大于 ６０ 千瓦的直流快充设备ꎮ 对企

业投资意愿不高的偏远地区ꎬ鼓励利用乡镇(街道)、社区、国有企

业的办公场所土地、变压器资源提供兜底充电服务ꎮ 积极支持有

条件的地区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应用示范县和示范乡镇ꎬ探索农村

地区充电基础设施推广普及新模式ꎮ ２０２５ 年ꎬ阿坝州、甘孜州、凉

山州实现充电站“县县全覆盖”ꎬ其余市实现充电基础设施“乡乡

全覆盖”ꎬ全省农村地区公共充电桩数量达 ２ ２ 万台ꎬ充电桩额定

功率达 １３２ 万千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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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１　 充电基础设施应用示范县和示范乡镇

　 　 １ 支持德阳市、南充市申报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应用示范县ꎬ打造不同类型、不同
场景的农村地区县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应用样板ꎮ 申报国家级示范县数量不低于
１ 个ꎮ

２ 支持成都市、攀枝花市、德阳市结合农村地区资源和发展条件ꎬ围绕车网融合
互动、园区重卡换电、光储充放(换)、旅游景区等典型模式和场景ꎬ申报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应用示范乡镇ꎬ因地制宜探索充电基础设施特色发展路径ꎮ 申报国家级示范
乡镇数量不低于 ２ 个ꎮ

优化升级公共区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ꎮ 以“三中心”等建筑

物的配建停车场以及交通枢纽、驻车换乘等公共停车场为重点ꎬ推

动城市核心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迭代升级ꎮ 在政府机关、企事业

单位、工业园区等内部停车场加快配建充电基础设施ꎬ新建停车场

配建比例不低于 ２０％ ꎬ既有停车场到 ２０２５ 年配建比例不低于

２０％ ꎮ 在确保安全前提下ꎬ在具备条件的加油(气)站配建公共快

充和换电设施ꎬ积极推进建设加油(气)、充换电等综合供能服务

站ꎮ 结合城市公交、出租、道路客运、物流等专用车辆充电需求ꎬ加

快在停车场站等建设专用充电站ꎮ 结合游客接待量和充电需求配

建充电基础设施ꎬ到 ２０２５ 年ꎬ全省 Ａ 级旅游景区、度假区电动汽车

充电车位不低于 １０％ ꎬ４Ａ 级以上旅游景区设立电动汽车公共充电

区域ꎮ 鼓励专用场站有序对外开放ꎬ提升充电基础设施利用效率ꎮ

积极推进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ꎮ 高速公路服务区新增

设施原则上采用大功率充电技术ꎬ对单桩功率低于 ６０ 千瓦的既有

充电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ꎮ 推广先进技术应用ꎬ在成渝间重要

高速公路服务区支持超充站建设布局ꎬ鼓励换电站应用试点ꎬ新增

换电站原则上应满足三类品牌及以上的电动汽车换电需求ꎮ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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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５ 京昆高速剑门关、Ｇ０５１２ 成乐高速眉山、Ｇ４２１５ 蓉遵高速富顺、

Ｇ４２１７ 蓉昌高速理县、Ｇ５５１５ 张南高速营山、Ｇ８５ 银昆高速光雾山、

Ｓ１５ 通广高速华蓥等 ２１ 对以上服务区建设或改造快速充电基础设

施 １３０ 台以上ꎬ实现快速充电基础设施覆盖率达到 １００％ ꎻ加快推

进经济干线、旅游干线公路服务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ꎮ 实现周公

山至瓦屋山公路( Ｓ１０４、Ｓ３０８)、Ｓ５４１ 荥经县五宪镇至龙苍沟景区、

Ｇ３１８ 康定市至巴塘县城、Ｇ２２７ 理塘至亚丁公路、Ｇ２１３ 汶川县城至

若尔盖县城、Ｇ２４８ 若尔盖县城至马尔康松岗镇、巴中光雾山诺水

河环线(米仓大道、Ｇ３４７)等 ７ 条主要干线公路服务区充电基础设

施 １００％ 覆盖ꎬ新增充电基础设施(单桩功率 ６０ 千瓦以上)１００ 台ꎮ

(三)提升充电行业发展水平

持续强化行业规范管理ꎮ 提升充(换)电技术创新与标准支

撑能力ꎬ执行国家、行业关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等技术标准规

范ꎬ鼓励将智能有序充电纳入充电桩和电动汽车产品功能范围ꎬ加

快研究制定智能有序充电等地方或团体标准ꎮ 加强充电基础设施

全生命周期管理ꎬ完善充电基础设施生产制造、安装建设、运营维

护企业的准入条件和管理政策ꎬ以规范管理和服务质量为重点构

建评价体系ꎬ推动建立充电设备产品质量认证运营商采信制度ꎻ完

善充电基础设施运维体系ꎬ落实充电运营企业主体责任ꎬ提升设施

可用率和故障处理能力ꎻ明确长期失效充电基础设施的认定标准ꎬ

建立健全退出机制ꎻ引导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业购买产品责

任保险ꎮ 规范充电基础设施场站管理ꎬ统一全省充电基础设施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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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标识ꎬ提升全省充电服务品牌形象ꎻ分月度向用户公示充电价格

(包括总的充电单价及电费、服务费分项单价)ꎬ推动充电电费透

明化、充电服务费合理化发展ꎮ

全面增强互联互通能力ꎮ 持续优化省充电基础设施监管平

台ꎬ规范管理充电基础设施信息ꎬ统一信息交换协议ꎬ明确信息采

集边界和使用范围ꎬ推动公(专)用充电基础设施(含居住区“统建

统服”充电基础设施)全面接入ꎬ鼓励私人充电基础设施接入ꎬ促

进全省充电基础设施互联互通ꎻ有效整合数据信息ꎬ完善数据服

务、运行分析、行业服务评价考核等功能ꎬ为政府决策、行业发展等

提供支撑ꎮ 持续完善“川逸充”ＡＰＰꎬ提高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含公

用、对外开放的专用和私人共享等充电基础设施)接入率ꎬ提升场

站定位精度和准度ꎬ拓展服务功能ꎬ不断提升为民服务能力ꎮ

大力提升行业良性循环发展能力ꎮ 挖掘增值服务ꎬ鼓励在商

业地产、旅游景区、公路沿线等充电基础设施场站建设综合服务驿

站ꎬ配套提供车辆维修保养、娱乐休息、餐饮服务、洗车、特色产品

销售等附加服务ꎬ提高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场站综合收益ꎮ 探索获

取碳减排交易收益ꎬ鼓励开展电动汽车碳减排相关评估技术研究ꎬ

推动电动汽车碳减排量尽早纳入碳交易市场ꎮ 鼓励充电运营企业

与整车企业、互联网企业积极探索商业合作模式ꎬ提升盈利能力ꎮ

(四)加强科技创新与示范引领

提升车网融合互动能力ꎮ 大力推广应用智能有序充电基础设

施ꎬ新建充电基础设施原则上应采用智能有序充电基础设施ꎬ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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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ꎮ 大力培育车网融合互动新业态ꎬ

加强车网融合互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ꎬ积极参与和推广应用国家

和行业相关标准ꎬ探索优化各类充电基础设施参与车网融合互动

的配套市场机制ꎬ争取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车网融合互动规模

化试点示范ꎬ验证电动汽车作为移动式电化学储能资源的潜力ꎬ为

电力系统提供双向灵活性调节能力ꎬ支撑新型电力系统构建ꎮ

专栏 ２　 车网融合互动示范项目

　 　 １ 成都市积极争创全国车网融合互动规模化试点示范城市ꎬ并围绕智能有序充
电打造“智充之都”ꎬ“智能有序充电＋双向充放电”示范项目超 １０ 个ꎮ

２ 绵阳市、宜宾市分别推广应用“智能有序充电”或“双向充放电”示范项目
１０ 个ꎮ

探索多场景应用示范ꎮ 探索推广车电分离模式ꎬ围绕矿场、港

口、城市转运等场景ꎬ支持布局建设专用换电站ꎬ促进重型货车和

港口内部集卡等领域电动化转型ꎮ 结合地方自然资源禀赋ꎬ探索

开展单位、园区、高速公路服务区“光储充放(换)”一体化示范应

用ꎮ 在全省旅游风景大道等场景积极推广应用液冷超充等技术ꎬ

推动充电基础设施与旅游线路融合发展ꎬ提升游客低碳出行充电

体验ꎮ

专栏 ３　 多场景应用示范项目

　 　 １ 重卡换电示范项目ꎮ 加快建设宜宾全国电动汽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重卡特
色类)城市ꎬ建成重卡换电站 ６０ 个ꎮ 支持攀枝花市等具备条件城市适时申报电动汽
车换电模式应用试点城市ꎬ建设重卡换电站不少于 ５０ 座ꎮ

２ “光储充放(换)”一体化示范项目ꎮ 在成都市建成投运城市道路路侧“充电＋
储能”一体化平急两用基础设施项目 １０ 个以上ꎮ 在攀枝花市、凉山州等光照资源丰
富的市(州)建成投运“光储充放(换)”一体化示范项目 ３０ 个以上ꎮ

３ “桩”点文旅示范项目ꎮ 建设川藏南线暨理塘至亚丁公路高原绿色超充走廊
示范项目ꎬ在新都桥、竹巴龙、八角楼、理塘、天全和 Ｇ２２７ 桑堆等服务区建成超充站
不少于 １０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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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新技术创新应用ꎮ 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ꎬ打造车、

桩、网智慧融合创新平台ꎮ 持续推进快速充(换)电、大功率充电、

智能有序充电、无线充电、光储充协同控制等技术研究ꎬ探索建设

无线充电线路及车位ꎮ 持续优化电动汽车电池技术性能ꎬ加强新

型动力电池、电池梯次利用等技术研究和试点ꎮ 推广普及机械式、

立体式、移动式停车充电一体化设施ꎮ

(五)提高电力保障和服务水平

推动配电网与充电基础设施协同发展ꎮ 将充电基础设施配套

电网建设与改造纳入配电网规划ꎬ适度超前编制配电网规划ꎬ因地

制宜、科学合理确定高压配电网容载比ꎬ适当提高中低压配电网供

电裕度ꎬ持续优化网架结构ꎬ不断提高承载能力ꎻ有序安排配电网

建设改造ꎬ实施农村电网巩固提升工程ꎬ不断增强电网支撑能力ꎬ

保障充电基础设施无障碍接入ꎮ 推动配电网调度智能化和信息安

全防护系统建设ꎬ提升电网运行灵活性、可靠性和智能化水平ꎬ增

强对电动汽车充放电行为的调控能力ꎮ

提升供电服务能力和水平ꎮ 开展不同场景下电动汽车充电负

荷密度分析ꎬ建立配电网可接入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容量的信息发

布机制ꎬ引导充电设施合理分层接入中低压配电网ꎮ 不断完善充

电基础设施报装接电绿色通道服务ꎬ在电网接入、增容等方面优先

服务充电基础设施建设ꎬ持续提升“获得电力”服务水平ꎮ

支撑保障车网融合互动发展ꎮ 进一步完善电网需求侧管理

与电力调控平台功能ꎬ加强车网双向互动和条件匹配分析ꎮ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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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完善车网融合互动配套并网、计量、保护控制与信息交互要求

和技术规范ꎬ研究制定关口表后的充换电设施独立计量方案ꎬ推

进用户侧具有分时计量条件的计量表计、双向计量表计改造ꎮ

优化电网结算机制ꎬ支持车网融合互动负荷聚合商直接参与电

力市场结算ꎮ

(六)强化安全管控能力

落实安全监管责任ꎮ 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ꎬ严格落实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中各参与方安全主体责任ꎮ 建立安全风险分级

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ꎬ确保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到位ꎮ

压实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和充电基础设施生产企业产品质量安全

责任ꎬ形成边界清晰的全链条安全责任体系ꎬ建立火灾、爆炸等事

故责任倒查制度ꎮ

提高安全管理水平ꎮ 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管理

体系ꎬ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安全管理技术措施和标准ꎬ推动安全管理

规范化、标准化ꎮ 规范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安装、运行维护、充电使

用等全生命周期各环节操作流程ꎮ 推广充电基础设施保险制度ꎬ

提升安全事故兜底保障能力ꎮ

提升安全防范能力ꎮ 鼓励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充电基础设施

生产和运营企业增加安全技术研发投入ꎬ提升安全技术水平ꎮ 加

强线上实时监测和自动处置功能ꎬ充分发挥企业级平台安全预警

作用ꎬ推进跨平台安全预警信息交换共享ꎬ实现火灾、爆炸事故的

高效及早处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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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障措施

(一)坚持规划引领

省直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落实本规划目标任务ꎬ制定各

领域工作推进方案ꎮ 各市(州)根据本规划和各领域工作推进方

案ꎬ以县(市、区)为单位动态评估和滚动修编本区域充电基础设

施专项规划ꎬ科学预测电动汽车发展规模和充(换)电需求ꎬ分场

景优化充电基础设施布局结构ꎬ分年度合理制定充电基础设施发

展目标ꎬ提升规划可操作性ꎮ 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要遵循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ꎬ与区域交通规划、电网规划等专项规划统筹协调ꎬ

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信息系统实施监督ꎮ

(二)完善市场机制

２０３０ 年前ꎬ对实行两部制电价的集中式充电基础设施用电免

收需量(容量)电费ꎮ 结合市场发展情况ꎬ由市场主导ꎬ加强市场

监管ꎬ引导充电服务费维持在合理水平ꎮ 支持充电基础设施运营

商聚合参与电力市场中长期交易、现货交易和电力辅助服务市场ꎬ

研究制定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平等参与市场交易的相关规则ꎬ充分

利用峰谷电价、需求侧市场化响应等政策ꎬ引导用户低谷时段充

电、降低电动汽车用电成本ꎮ 研究探索电动汽车和充(换)电场站

对电网放电的价格机制ꎬ引导用户尖峰时段放电ꎬ助力电网削峰填

谷ꎮ 鼓励电动汽车使用绿电ꎬ参与碳市场交易ꎬ实现电动汽车应用

侧绿色用能ꎮ

(三)强化要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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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财政金融支持ꎮ 争取中央资金支持ꎬ统筹安排省预算内

资金ꎬ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予以补贴ꎬ加大对车网融合互动等示范

类项目的补贴力度ꎻ探索建立基于运营绩效的补贴机制ꎬ补贴标准

与服务质量挂钩ꎻ通过支持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引导地方产业

基金投入、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等方式支持符合条件的充

电基础设施项目建设ꎮ 鼓励各地政府采取地方财政补贴、财税减

免等政策ꎬ引导更多资源配置到充电基础设施领域ꎮ 加强用地保

障ꎮ 将充电基础设施及配套电网建设纳入国土空间规划ꎬ统筹考

虑建设用地和电力廊道ꎮ 鼓励各地探索灵活多样的土地供应模

式ꎬ拓展供地渠道ꎬ降低用地成本ꎮ 支持市、县以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的方式提供土地ꎬ与社会资本共同投资建

设ꎬ鼓励对充电基础设施场地租金实行阶段性减免ꎮ 与其他建设

项目共用土地的充电基础设施项目可采取配建方式建设ꎮ 鼓励利

用建设用地、城市边角余料地建设充电基础设施ꎬ短期不供应的储

备土地可临时利用建设充电基础设施ꎬ支持既有停车场、加油站等

区域增设充电基础设施和休息室、卫生间等辅助设施ꎬ增设充电基

础设施纳入城市规划豁免清单统一管理ꎬ增设辅助设施简化用地

报批报建流程ꎮ 鼓励充电基础设施场站租期采用 １０ 年及以上期

限ꎬ降低运营企业用地风险ꎬ引导企业长期持续经营ꎮ

(四)加强组织保障

充分发挥省级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协同推进机制(以下简称推

进机制)作用ꎬ统筹研究解决全省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中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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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问题ꎬ推进本规划实施、定期开展实施情况评估ꎬ适时进行调整

和修编ꎮ 重大情况向省委、省政府报告ꎮ 推进机制各成员单位落

实责任分工ꎬ加强协同配合和对地方工作的指导ꎮ 压紧压实地方

政府主体责任ꎬ将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作为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的重要着力点ꎬ建立由地方政府统筹ꎬ各地发展改革、经济和信

息化、财政、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商务、文化和旅

游、市场监管、能源、消防救援等部门(单位)及电网企业紧密配合

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协同推进机制ꎬ统筹推进区域内充电基础设

施发展ꎮ

五、环境影响评价

(一)环境影响分析

本规划推动全省充电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ꎬ有效助力电动汽

车行业加快发展ꎬ加快汽车领域以电代油进程ꎬ提升汽车用能清洁

化、低碳化水平ꎬ促进清洁能源消纳ꎬ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ꎮ

按照现状水平预测ꎬ到 ２０２５ 年和 ２０３０ 年末ꎬ全省充电基础设施月

均充电量增加约 ３ 亿千瓦时和 １０ 亿千瓦时ꎬ预计每月汽车油耗可

减少 ２ ６ 万吨和 ８ ６ 万吨ꎬ一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８１１ ４ 吨和 ２７０１ ９

吨ꎬ碳氢化合物排放量减少 ９８ ８ 吨和 ３２９ ３ 吨ꎬ氮氧化合物排放量

减少 ３０ 吨和 １００ 吨ꎬ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 ７ ５ 万吨和 ２５ ２ 万吨ꎮ

充电基础设施施工期涉及的环境影响因素主要为建设过程中

各种扬尘、噪声、固体废物等ꎮ 扬尘主要来自场地平整、基础施工

等ꎬ污染源较小ꎬ扩散范围小ꎻ噪声主要为施工机械设备产生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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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噪声ꎬ源强大多在 ８０—１００ 分贝ꎬ在夜间对施工现场区域范围和

周围约 ２５０ 米内的地区有影响ꎻ固体废物主要是建筑垃圾和施工

人员生活垃圾ꎮ 总体来说ꎬ施工期间虽然会对环境产生一些局部

的不利影响ꎬ但充电基础设施施工时间短ꎬ影响较小ꎬ施工完成后

不利影响将会消失ꎮ

充电基础设施运营过程中不产生废气、废水、废渣等污染物ꎬ

涉及的环境影响因素主要为各类电气设备噪声、设备检修或场站

运营产生的固体废物等ꎮ 电气设备噪声水平低ꎬ对周围声环境影

响较小ꎻ主要的固体废弃物为检修垃圾和运营期产生的生活垃圾ꎬ

预防和控制措施简单ꎬ对环境影响小ꎮ

(二)环境保护措施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

约能源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相关法律法规ꎬ

严格执行国家、省相关技术标准、设计规范和管理要求ꎬ加强对施

工及运营期环境影响的分析、预测和评估ꎬ提出预防对策和措施ꎮ

施工期间ꎬ严格控制施工车辆数量ꎬ减少汽车尾气排放ꎻ采取

洒水降尘ꎬ对原料堆场加盖篷布等措施ꎬ保证施工场界外粉尘无组

织排放监控浓度小于 １ ０ 毫克 / 立方米ꎮ 项目施工原则上安排在

白天ꎬ采取必要的噪声隔离和控制措施ꎬ施工期噪声需满足«建筑

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ＧＢ１２５２３—２０１１)的要求ꎮ 加强固

体废物管理ꎬ及时安全处理建筑垃圾ꎬ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

清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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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间ꎬ鼓励安装噪声源强较低的电气设备和充电基础设

施ꎬ并做好场站充电人员秩序管理ꎬ运营期间噪声控制在«声环境

质量标准»(ＧＢ３０９６—２００８)要求范围内ꎮ 检修设备产生的固体废

弃物分类放置ꎬ由环卫部门进行定期清运和回收ꎮ

积极引导建立企业自主管理、政府部门监管和社会监督同步

运行的常态化环保监督预防机制ꎬ督促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

业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及保障体系ꎬ主动接受各方监督ꎬ切实履

行环保责任和义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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