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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充将成为主流趋势

充电桩的功能类似于加油站里面的加油机，可

以固定在地面或者墙壁，安装于公共建筑（公共楼

宇、商场、公共停车场等）、居民小区停车场或专门

的充电站内，可以根据不同的电压等级为各种型号

的电动汽车充电。其输入端与交流电网直接连接，

输出端都装有充电插头用于为电动汽车充电。对

于公共充电桩，用户可以使用特定的充电卡在充电

桩提供的人机交互操作界面上刷卡使用，选择相应

的充电方式、充电时间、费用数据打印等操作。

现阶段市面上主流的充电桩有两种，分别是

“快充桩”和“慢充桩”。快充使用直流充电，功率

大、速度快，充电时长在20分钟到2小时左右；慢

充使用交流充电，功率小、速度慢，充电时长在5到

8小时左右。根据安装地点可以看出，慢充大多为

私人充电桩所使用，而公共充电桩则大多数为快

充。目前来看，大功率快充已成为消费者需求的

主流趋势，这将推动快充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企

业的规模建设。

充电焦虑仍未解决

早在2015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

和住建部联合印发《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

南(2015-2020年)》就明确提出车桩比要达到接近1:

1。2022年，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暴涨，作为配套

设备的充电桩数量也随之上涨。数据显示，2022年

1月至10月，新能源汽车销量528.0万辆，充电基础

设施增量为209.1万台，车桩增量的比例大约为2.5:1。

保有量上，车桩比也达到了2.79:1，并逐渐往2.5:1收

敛。虽然没有达到理想中的比例，但仅从数量上

看，现有的车桩比已基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市

场需求。

然而事实上，很多电车用户依然无法避免充电

焦虑。究其原因，主要还是目前国内大部分地区的

充电桩分布并不合理，很多低使用率的“僵尸桩”比

比皆是。比如部分城市的公共充电桩主要分布在

办公区停车场以及住宅区等利用率较低场所，而在

人流量较大的医院、学校等场所，充电桩却严重不

足。2021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充电基础设施监测报

告》显示，全国25座大型城市中有22座城市，单个

公用充电桩平均时间利用率不足10%。因此，建立

在真正的市场需求之上来安装充电桩，才是行业在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亟待解决的真正难题，而这也意

味着市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行业尚未真正进入盈利模式

目前国内充电桩领域的运营企业主要分为三

类，一类是以国家电网为代表的国有企业，第二类

就是以特斯拉、蔚来为代表的车企，第三类则是特

来电、星星充电等第三方运营服务商。其中在公共

充电桩领域，第三方充电服务商的份额最大，占据

整体市场份额的76%。然而，就第三方充电服务商

的几家头部企业的财报来看，尽管国内充电桩的安

装数量随着新能源汽车发展进入了飞速增长期，整

个行业却并未进入真正的盈利模式。

国内充电桩产业链充电桩建设的主要成本是

充电桩硬件设备的成本，占比90%以上。其中充电

模块是充电桩的核心设备和主要成本来源，占新能

源汽车充电桩硬件成本的45%-55%。而除了充电

站建设成本高以外，充电桩行业还存在收入来源单

一，盈利周期长等问题，目前为止整个行业还未进

入真正的盈利模式。据艾媒咨询发布《2022-2023

年中国电动汽车充电桩行业现况及发展前景报告》

显示，当前充电桩运营商的收入来源仍然为电价和

充电服务费，基本为平进平出。

伴随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充电桩行业的市

场规模和发展红利是毋庸置疑的。接下来，随着充

电桩行业的进一步规范化、市场化、竞争格局相对稳

定后，各大充电服务商可以积极地探索更丰富多元

的盈利模式，前期的投入或许很快就能够获得回报。

充电桩有了，“电企”的盈利时代还有多远？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梁源

12月7日，《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措施的通知》发布，使即将到来的元旦和春节

假期旅行数据激增。除此之外，国内多地优化防控

措施也极大推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增长，旅游市场

或就此迎来重要转折点。

元旦春节市场被激活

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关

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

知》，即优化防疫“新十条”。

“新十条”中提出，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

检测，进一步缩小核酸检测范围、减少频次；除养老

院、福利院、医疗机构、托幼机构、中小学等特殊场

所外，不要求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不查验健康

码；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

“新十条”发布后，同程旅行平台大交通综合搜

索量快速上涨，机票瞬时搜索量较前日同一时段上

涨438%，火车票瞬时搜索量上涨276%。

与此同时，本次发布的“新十条”政策再次放宽

了出行层面的管控要求，使得即将到来的元旦和春

节假期旅游市场被激活。

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元旦假期通知发出后的

10-12时，携程机票、酒店产品搜索量环比前一日同时

段增长分别达到6倍与7倍，春节前夕（腊月二十五

至除夕）的机票搜索量暴涨至三年以来最高点。

在美团平台上，元旦期间的住宿预订订单环比

上周增长606%，“元旦”“跨年”等相关关键词搜索

量环比上涨超过797%。

旅游市场迎来转折点

携程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沈佳旎

认为，本次调整对旅游出行市场形成了显著利好。

目前，正迎来元旦、春节两个重要的旅行高峰期，在

后续各地落实好当地的政策后，预计元旦和春节市

场或成为旅游市场三年以来最重要的转折点。

“跨地区流动的健康码查验、落地检等要求均

被取消，人们的跨地区旅行将基本回归正常。”同程

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功向记者表示，“目前，我们

从平台急速上升的大交通搜索量中已经看到人们

快速上升的出行意愿。用户的搜索主要集中在元

旦前后和除夕前一周这两个时段，这表明人们元旦

和春节期间的出行意愿较强，需求端有望迎来强势

复苏。”

途牛旅游网产品负责人表示，旅游市场方面，

预计周边游、自驾游将率先回暖。另外，随着冬游

产品囤货热度的明显升高，元旦和春节旅游需求将

明显释放，海南、云南、东北等地跨省旅游需求预计

会逐步回暖，小包团、私家团等长线游产品也将迎

来一波预订热潮。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游客开始筹划明年的旅

行。携程数据显示，截至12月7日上午12时，本周

内2023年出行搜索热度较去年同期（2021年搜索

2022年）上涨超过900%。“这体现出用户对于明年

出行的乐观预期。”携程业务相关负责人表示。

转向还需时间

事实上，在“新十条”发布前，国内多地已陆续启

动优化防控措施，极大推动了当地旅游经济增长。

以海南省为例，12月 5日，海南省海口市、三

亚市等多地宣布对省外来（返）人员不再实施分

类管控。

政策发布后的两个小时内，三亚进港机票搜索

量环比前一日同期增长166%；消息发布一天后，三

亚酒店预订间夜量环比增长95%。美团数据显示，

截至12月6日20时，三亚入港机票订单量较前日环

比增长340%，元旦期间住宿预订量增长近300%。

而在“新十条”政策发布后，海南省继续趁热打

铁，启动了“海南离岛免税跨年狂欢季”。活动从12

月7日正式开始，直到202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十

五），以“天天有活动、周周有优惠、月月有主题”来

吸引游客旅游购物。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近20个省份调整了相

关防控措施，其中近50个城市宣布除养老院、医院

等特殊场所外，其他公共场所均不再查验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多个省份的调整通知中，还放宽了进入景区的

标准。例如山东省宣布，居民进入公园、景区、服务

区等公共场所，不再查验健康码和核酸阴性证明；
深圳、上海等地则宣布，进入公园、景区等室外公共
场所时，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在此背景下，多地景区门票和搜索热度骤增。
根据携程数据，近一周，广州市景区门票订单量环
比上升 235%，郑州市景区门票订单量环比上升
300%，深圳市景区门票订单量环比上升80%，重庆
市景区门票订单量环比上升59%……

行业转向信号已经出现，但仍需一定时间。
“从整体来看，此次政策的发布增强了大家出

行出游的信心，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疫情防控形
势依然严峻复杂，国内出行、文旅行业仍面临一些

挑战。”去哪儿大数据研究员对记者表示。

“‘新十条’对旅游、服务、零售行业是一个很强

的利好信号，行业的转向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不

过，疫情的影响可能会再持续一段时间，等到明年

春季时，旅游等行业的常态化发展就可以见端倪

了。”北京联合大学在线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杨彦锋

告诉记者。 据《中国商报》

随着相关支持政策的出台、锂电池
技术的突破以及汽油价格波动的影响，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驶入“快车道”，而充
电桩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关键性配套设
备，也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英大证券
研报显示，2021年估算中国新能源汽
车充电电费市场规模约141.3亿元，服
务费市场规模高达17亿~34亿元。假
设电价不发生巨大变化，到2025年市
场规模将会扩大3倍，到2030年市场规
模将会扩大10倍，电费和服务市场规
模将突破千亿。然而，尽管国内充电桩
的安装数量随着新能源汽车发展进入
了飞速增长期，整个行业却并未进入真
正的盈利模式。

在青岛市市南区福州南路一处公交车停车场附近的充电设施，社会车辆车主可在此付费充电（5月
11日摄）。 新华社发

旅游市场或借“新十条”迈向重要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