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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迈出坚实步伐
宁波这些产业将迎来爆发机遇
记者 乐骁立

相 比 其 他 6 个 领
域，新能源充电桩在前
几年已经经历了一个大
规模的建设时期，可以
说是一个比较市场化的
成熟市场。截至今年 1
月，全国公共类充电设
施保有量53.1万台，同
比增长55.4%，环比去
年 12 月增长 1.5 万台。
对照目前全国344万台
的新能源车保有量，车
桩比大概是6.5左右，看
似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
的区间。

那么，这个产业是
否还有爆发潜力，宁波
企业的机会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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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链角度看，充电桩的生产
并不是一个技术壁垒很高的行业，除
了电工电气设备企业，宁波许多企业
有能力进入产业链。

宁波能够生产充电桩的企业包括
前面提到的新胜中压，以及宁波优能
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宁波安立特电
气科技有限公司等。

另从充电桩的产业链条看，主要
的零部件包括SMC（玻璃钢）复合材
料、线缆料、改性塑料、铝合金材料
以及相关耗材。宁波企业在这些环节
上都有涉及，如SMC复合材料领域有
宁波华缘集团有限公司、宁波瑞耐复
合材料有限公司、宁波海诚复合材料
有限公司等企业；改性塑料包括宁波
康氏塑料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海越改
性塑料、宁波大川高分子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德高科技工程塑料改性
塑料等；能够供充电桩的线缆料和铝
合金公司更是不计其数。

因此，企业的红利在于行业的增
长。

刘世杰表示，充电桩行业能够实
现预期中的大规模增长，关键在于模
式和市场端的创新。首先，充电桩属
于“粮草先行”行业，投资大，回报
周期长，尽管特来电是全国最大的桩
企，但如此巨大的基建投入靠单独一
家企业是无法承受的。

目前建桩模式有两种，一种是投
入建设独立变压站，通过电网改造建
设充电站，前期成本大。第二种是借
助商业广场、写字楼、办公楼的现有
电力负载，直接建桩，建设成本低，
但是后期利润薄。

因此，特来电想通过与各地政府
或国企合作，建立合资建设运维公
司，采用 PPP 模式，大范围推广建
桩。通过与地方政府合作，也能带动
采购本地供应链企业，实现多赢。而
特来电则成为一个大数据平台和充电
桩运维企业，为消费者提供服务。

宁波新胜中压电器有限公司办公
室主任张锡波表示，充电桩未来的增
长还要取决于技术的发展，比如无线
充电技术的成熟将使充电桩大规模更
新，还要电池的标准化也会催生换电
站的生产。因此，企业要关注技术动
态，保持研发进度，迎接市场爆发。

市场仍会有很大空间
经过前几年大规模的建设，目

前充电桩市场看似已经饱和。但在
特来电宁波分公司总经理刘世奇看
来，充电桩目前仍处在上升期。

“目前的车桩比看似很高，但是
否已经满足了市场需求呢？显然没
有。首先，充电桩是一个前置市
场，我们以前一直讨论是先有桩还
是先有车。这个问题现在比较明
确，必须要先有桩，有桩才会有
车。”

一座城市的新能源化，首当其
冲更换的就是“巡游车辆”，包括公
交车和出租车，还有比较多的物流
车。相对氢燃料电池车，中国电动
汽车的技术已经世界领先，有能力
大规模置换。截至2月20日，宁波
新能源汽车总保有量是 40500 余
辆，充电桩是6700余个，如果公交
车和出租车大规模进行更换，那么
充电桩数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提
前布局投入建设一大批新桩。

其次，前几年有许多充电桩建
的是交流电桩即慢充桩，随着技术
进步和成本下降，直流电快充桩替
换慢充桩也是一大趋势。

同时，前一轮的充电桩建设主
要是在较发达城市大规模推进，随
着城镇化的进程，原来的三四五线
城市对充电桩的需求也会进一步释
放。此外，随着特斯拉等品牌的电
动车不断国产降价，个人桩的市场
是等待爆发的巨大市场。

因此，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促进联盟预测，2020年将新增
公共充电桩15.6万台，公共充电桩
保有量将达到66.7万台。预计2020
年新增公共充电场站1.2万座，公共
充电场站保有量达4.8万座。

模式和技术创新是增长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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