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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全球性环境问题在全球经济飞速发展的进程中日益凸显并日趋严重，哥本哈

根世界气候大会预示着全球绿色政治浪潮的兴起，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实现全球可

持续发展模式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各国政府相继发布关于电动汽车的长期发展

战略和国家计划，进一步为产业发展指明方向。而电动汽车的核心技术在于其动

力电池，也就是说电动汽车的充电设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电动汽车运营现状，结合国家电网公司对充电设施建设

的战略要求和浙江省经验，通过构建经济效益测算模型，探索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运营的恰当财务模式以及合理经济效益的实现途径。 

首先，本文对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营经济效益的研究背景和目的进行了阐

述。其次，本文对国内外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营现状进行了深入研究，论述其相

关工作开展的基本情况，对其经验、做法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以利于借鉴。随后，

总结出浙江省近年来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并对浙江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营的

现状、问题进行了剖析，进一步分析其成因。 后，立足实际，提出富有建设性

的几点意见建议。 

 

 

关键词：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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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problem 

appeared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e world's climate conference in Copenhagen 

indicates the rise of global green political wave, the development of low carbon 

economy becomes a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 In recent years, 

governments have issued electric car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national plans as the 

further direction for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he core technology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is the battery, which means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facilities is very 

important.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international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facilities operating 

status in some countries, combined with the strategy and experience of the State Grid 

and Zhejiang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 exploring ways of reasonable economic 

benefit, by constructing the economic benefit calculation model. 

  

First of all, discuss the background and purpos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facilities operation economic benefit research. Secondl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perience of the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facilities oper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en, sums up the achievements of Zhejiang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ossible problems on Zhejiang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facilities operating situa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analys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Key words：Electric car；Charging facilities；Economic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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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 

当前，世界和中国的经济都面临着新一轮的转型升级。在中国，石化能源的

危机、环保减排的压力、工业转型的任务交织在一起，关系到国计民生与社会和

谐，随着人类社会对节能、环保及生活品质的不断追求，汽车产业升级、城市环

境治理、能源替代已经显得非常迫切。其中，电动汽车是新能源汽车的主要取向。 

一、选题背景 

随着全球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环境污染、能源供应紧缺等问题日益凸

显，大力发展电动汽车以代替传统汽车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汽车厂商和消费者的

共识。我国政府对电动汽车的发展也给予了高度重视，计划到 2020 年使新能源

汽车累计产销量达到 500 万辆。对于公共充电设施的建设，不管在全球哪个国家，

政府的资助都是至关重要的。在现阶段，在实际运营中考虑得更多的是示范效应

和战略意义，而对盈亏则往往暂时不做考虑。但随着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盈利

模式的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 

电网公司作为电力产品的提供者，在电动汽车普及和充电设施建设进程中肩

负着重大职责。由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大型供电企业大力助推，电动汽车充

电设施网络建设项目也是一个接一个开始启动。国家电网公司积极响应国家节能

减排政策，推进绿色发展，制定了建设坚强智能电网的规划，并将电动汽车充电

设施建设纳入智能电网用电环节，提出要全面提速电动汽车交换电服务网络建

设，与当前国家主导的低碳经济相适应、相匹配。但与此同时，我国电动汽车商

业模式的发展仍较缓慢，尤其是还没有提出一个成熟的、能被广泛接受的电动汽

车充电设施商业模式。虽然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石化等大型国有企业都已经

逐渐介入，但在业务模式、功能定位等方面还不是非常清晰。尤其是充电设施运

营的经济效益研究对于电动汽车及充电设施运营的商业化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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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意义 

电动汽车业的研究和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汽车产业乃至整个国家工业刻不容

缓的重要课题之一，随着充电市场的扩大和社会资本的融入，探索一种合理的电

动汽车充电方式和相应的商业运行模式是电动汽车走向真正市场的关键环节。我

作为财务工作者，从我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营经济效益的

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2010 年，“国家电网智能交换服务网络建设浙江示范工程”启动，这是国家

电网公司大力推动新能源电动汽车发展的具体行动。在国家电网公司指导下，浙

江省电力公司依托当地良好的产业优势，依靠地方政府的力量，不断增强市场意

识、服务意识和创新意识，全力推动浙江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并率先在浙

江实施国网公司“换电为主，插充为辅，集中充电，统一配送”的电能供给模式，

同时积极探索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商业化运营方案，并在基于物联网的电动汽车充

电服务网络的建设、充电设施区域联网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本课题通过梳理国内外电动汽车运营现状，结合国家电网公司对充电设施建

设的战略要求和浙江省经验，探索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营的恰当财务模式以及合

理经济效益的实现途径，并构建经济效益测算模型，为辅助决策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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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理论与本文研究重点 

第一节 相关研究 

在《中国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模式研究及对电网企业的建议》中，埃森哲

（2010）出色地将影响充电设施运营的经济效益的因素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影响：

1.充电技术和换电技术的水平；2.基础设施建设方式；3.服务的全寿命周期成本；

4.充电设施收费价格体系。 

（一）充电技术与换电技术 

从现有资料来看，充电技术的核心是无损快速充电技术，尤其是针对集中

式的充电站而言，即如何在不损害电池使用寿命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充电时间，

目前只能实现 30 分钟内充满 80%的电，理想状态是实现 5 分钟内充满 80%的电，

与燃油车加油速度相当。此外还包括无线充电等新型充电技术。 

换电技术的核心是快速安全的车载电池自动更换技术，目前 Better Place

与日产雷诺合作，可实现在 59 秒内更换电池，但费用昂贵。此外电池组标准化、

适用于电池更换的整车设计、电池安全防护等技术也很重要。 

由于未来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充电技术和换电技术的发展速度和相互竞

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充电模式和电池租赁模式未来发展的生命力。如表 1

所示。 

 
表1: 不同技术发展状态对充电设施运营商业模式的影响 

技术状态 充电模式 电池租赁模式 

充电技术和换电技

术发展均不理想 
各有利弊，视具体情况而定 各有利弊，视具体情况而定 

充电技术发展理想，

而换电技术不理想 
占有较大优势 处于劣势 

充电技术发展不理

想，而换电技术理想 
处于劣势 占有较大优势 

充电技术和换电技

术发展都理想 
各有优势，尤其是小型充电站、充

电桩方式 
各有优势，尤其在储能方面 

   注：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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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充电技术对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营模式的影响非常大，一旦未来充

电技术发展达到理想状态，就基本决定了电动汽车将以充电模式为主。电池租赁

模式只在换电技术达到理想状态而充电技术发展较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为主

流。 

（二）基础设施建设方式 

 一般来讲，基础设施建设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住宅、停车场、商业区等

区域建设小功率充电桩；另一种是建设专门的充电站或换电站。两者在建设要求

上有所不同，各有利弊，如表 2 所示。 

 

表 2: 不同基础设施建设方式对充电设施运营商业模式的影响 

建设方式 特点概述 商业模式 

充 
电 
桩 

慢速（交流） 

不占用专用场地，但需

要较多的固定车位，能

够实现峰谷充电，配网

容量要求较低 
充电模式 

快速（直流） 

占地较小（需要专门场

地），需要一定量的车

位，占用部分电力资源，

需要一定的配网容量 

充 
换 
电 
站 

充电站 

需要较大的专用场地，

需要专门的配网，投资

规模大，未来可以实现

微电网储能和小型化 充电模式和电池租赁模

式均可行 

换电站 
需要较大的专用场地，

需要专门的配网，投资

规模大，涉及因素较多

注：本研究整理。 

 
目前欧美国家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方式以充电桩为主，这符合当前客户的

使用偏好，也符合当地配电网容量较大、固定车位较多的现状。目前我国政府对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方式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指导意见，但一般在充（换）

电站征地、税收方面提供优惠。另外，也不排除未来要求所有新建中高档住宅和

商业楼宇都预留充电桩接口，但如果抛开政策因素，仅从经济效益角度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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