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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占有量最大的充电桩平台特来电与星星大打价
格战？宁波的充电桩使用率不足10%？桩企盈利能力
不足，一肚子苦水……

上周的东南商报关注了新能源车市场，但在采访过
程中记者发现，原来随着新能源车市场一起快速成长的
充电桩行业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本期商报就来聊聊
宁波充电桩那些事。

尴尬的充电桩
记者 乐骁立 实习生 林薇薇

使用率不足一成

消费者买新能源车的最大顾虑是什么？大多数人的回
答是充电的便利度。因此，国家主管部门在新能源车市场
推广之初就提出了“桩先行”的要求。

按照主管部门的预计，2020年，中国电动汽车保有
量将达500万辆。按照“适度超前”“一辆电动车配置一
个充电桩”的思路，《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
(2015-2020年)》提出，要在5年内建成集中式充换电站
超过1.2万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480万个。

2017年年初，国家能源局发布《2017年能源工作指
导意见通知》，计划在2017年内建成充电桩90万个。

截至上月，宁波市共有上牌新能源车1.8万辆左右，
公共区域充电桩4400个左右，其中特来电建桩近3000
个，星星约500个，宁波本地桩企新胜中压永易充、宁波
绿捷新能源、慈溪云充等10余个平台分包剩余数量。

按“一车一桩”的规划，可以说是供不应求，但业内
人士透露，目前宁波的充电桩使用率仅在10%左右。这又
是为何呢？

记者近日走访了我市一些充电场站，发现了以下几个
问题，也许可以解释使用率低的疑问。

问题一 被占用
新能源充电车位被内燃机车占用，这已经是目前最为

普遍的一大问题。根据《广州日报》上周的报道，在羊
城，近四成充电桩被占用。

而宁波的情况也类似。在宁波特来电东部新城新府银
座场站，8个桩位中4个被占用。在雷迪森、泛太平洋、
逸东豪生等酒店地下停车场中，不同平台的充电桩位被占
用现象也屡见不鲜。

问题二 “僵尸桩”普遍存在
除了被占用外，“僵尸桩”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本周二下午，记者通过特来电的APP导航功能来

到了朝晖路充电场站，APP上显示8个桩头，4个正在
使用，4个闲置可以使用。记者随机选择了一个桩位扫
码充电，但拔出充电枪后，系统提示桩头故障，无法充
电。

记者询问了在一旁充电的几位曹操专车司机，他们都
表示无论是特来电、星星或是其他平台，这种情况都时常
发生。特来电的桩多，碰到类似情况的概率就大一些。

此外，他们表示还经常碰到充了一半跳闸的情况。

那么，为何基本没用的慢充桩有如此大的
保有量呢？

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新能源车市场发
展之快，使得许多桩企的计划赶不上变化。

“面对新的市场，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因此起初在国家政策与市场双重影响下，策略
出现了问题。”宁波特来电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宁波拥有新能源车辆18000辆，其
中一半是运营车辆，私家车为5000多辆，剩余
为公交车、物流车。私家车在购车时，车企会
附赠一套慢充设备，在家里有固定车位的情况
下，便可以进行安装使用。

“上下班代步的话，一辆300公里续航的新
能源车一周充电一次即可，大多数时候再家中
就可完成。同时，家中可以使用峰谷电，夜晚
充电比在场站充电的电价便宜的多。”一位新能
源车主告诉记者。

目前，宁波公共区域的场站大多数为商业
用电，成本为0.9元/度，加上建桩成本与服务
费，基本价格在1.6/度左右。而之前所谓的价格
战，指的就是星星等平台为了吸引更多的用
户，以充值活动等优惠，降低电价。但最便宜
也需1.2元左右，仍然超过家用电价。因此对充
电频次不高的私家车来说，没有太大意义。

另一方面，直流快充桩的成本要大大高于
交流桩，两者相差10倍有余。

7千瓦的慢充桩，电桩成本约5000元，加
上电缆与辅材人工成本，按电缆长度10米算，
单桩的建设成本为近20000元。

60 千瓦的快充桩，仅建桩成本就要近
80000元，同时直流电需要扩大电力容量，并增
建配电设置。同时，7千瓦的电缆仅需35元/
米，而60千瓦的电缆每米成本高达150元。老
城区原先并没有规划这么大的容量与线路，因
此需要大量使用电缆接入，也造成了成本增加。

此外，宁波相比其他城市有另一个不同，
即宁波为双电源试点城市，简单理解为，同样
建设一个桩，长沙等单电源城市仅需拉一根电
缆，而宁波需要拉两根，电缆成本又要提高
50%左右。

面对成本压力，桩企刚开始就建设了众多
的交流电站。同时像特来电等企业，基本不建
设拉线距离在300米以上的电站，因此也导致了
许多电桩的选址并没有达到最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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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 无雨棚、休息区
当天，室外体感温度高达38℃。该场站中并无休息区，因此司机师傅

或是蹲在一旁树荫下边赶着蚊子边休息，或是躲在车内玩手机。
“边充边开空调就白充了。”当记者询问他为何不开空调时，他回答。
“尽管目前的充电桩均装有防过充、漏电断闸装置，但是充电时坐在车

内依然存在安全隐患。”技术专家告诉记者。
从调查来看，目前拥有休息区的充电场站在宁波并不多见。如永易充

的环城西路充电站，在吉利的4S店内设置的休息区在高温天就得到了不少
司机的青睐。

问题四 指示不明确
许多曹操专车司机反映，不少桩头在地下停车场或较大的停车场中，导

航很难精准定位，场地里又没有明显的指示牌引导，因此找桩就成了大麻烦。
而且，在停车场充电，除了缴纳电费外，还要付一定的停车费用，也

让运营车司机感觉有些不划算。

问题五 平台不统一
前文中已经提到，目前宁波的充电桩平台数量有10余个，据悉最近山

东鲁能的充电平台也进入了宁波市场。
平台虽多，但各自为政，用户在一个APP只能找到该平台的电站，以

致无法最快捷地获取附近其他平台充电服务。究其原因便是桩企都认为用
户数据才是未来竞争的关键，因此都不愿共享自己的数据接口。

问题六 结构不合理
上述问题都是使用过程中的问题，而宁波充电桩使用率低的最大原因

是结构性的问题——交流电桩过多。
开新能源车的朋友都会知道，目前市场上的充电桩主要分为两种，60

千瓦的直流充电快充桩与7千瓦的交流充电慢充桩。
以目前主流的曹操专车用车吉利帝豪EV350为例，该车型的续航里程为

300公里，理想状态下，慢充需要7.5个小时，而快充则仅需半个小时。夏
天，车内空调使用频繁，一天需要充两次电。因此，慢充桩基本无人问津。

不巧的是，宁波的慢充桩占到充电桩总数的7成以上。这也直接导致了
使用率低下。

桩位被侵占。记者 乐骁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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