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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为进一步提升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协鑫能科”）

持续盈利能力，推进移动能源战略转型，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通过非公开

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方式募集资金，用于投资新能源

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公司

董事会对本次变更后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32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05,738,393 股新股。公司以每股人民币 13.90 元的价格向 14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70,863,302 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3,764,999,897.8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 44,295,181.96 元（不

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720,704,715.84 元，前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2

年 2 月 21 日到账。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对本次募集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实收股本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091 号）。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4 日与募集资金专户各开户银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

专户管理。 

根据《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

订稿）》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

十七次会议决议》，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的项目投

资总额 

调整后的项目投

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 

1 
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

项目 
338,015.45 311,703.22 239,170.47 

2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22,981.00 22,981.00 2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0 150,000.00 112,900.00 

合计 510,996.45 484,684.22 372,070.47 

 

二、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一）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计划在江苏、广东、广西、河北、贵州、湖北、四川新疆等地区进行，

项目拟通过在自有用地及租赁场地上新建 407 个换电站，其中在车电不分离模式

下，公司计划建设 196 个为乘用车换电站，159 个为重卡车换电站，在车电分离

的模式下，公司计划建设 41 个乘用车换电站、11 个重卡车换电站，同时引进相

关辅助配套设施。 

单个乘用车换电站的设计产能为每天为 120 辆车提供换电服务，每年为乘用

车提供换电运营里程为 1,386.00 万公里，在采用车电分离的模式下，单乘用车换

电站每天可为 120 台车提供电池租赁服务；本项目单个重卡车换电站的设计产能

为每天为 40 辆车提供换电服务，每年为重卡车提供换电服务的电量为 673.92 万

KWH，在采用车电分离的模式下，单个重卡车换电站的设计产能为每天为 40 辆

车提供电池租赁服务。通过实施本项目，公司将建设先进的换电站，以更好地满

足新能源汽车对换电的需求，拓宽公司能源板块业务，提升整体竞争优势，并为

公司提供良好的投资回报和经济效益。 

本项目总体建设规划如下： 

序号 区域 
募投项目建站计划 

合计 
城市 乘用车 重卡车 

1 华东 苏州 15 32 47 

2 华东 南通 10 24 34 

3 华东 南京 35 5 40 



4 华东 无锡 15 12 27 

5 华东 盐城 4 13 17 

6 华东 常州 5 12 17 

7 华东 徐州 4 8 12 

8 华东 嘉兴 5 4 9 

9 西南 成都 30 2 32 

10 西北 乌鲁木齐 10 24 34 

11 华南 广西 40 10 50 

12 华南 广州 10 0 10 

13 华南 东莞 10 3 13 

14 两湖 武汉 0 2 2 

15 华北 唐山 0 1 1 

16 华南 佛山 2 0 2 

17 西南 贵阳 20 0 20 

18 华北 秦皇岛 2 0 2 

19 华东 宁波 10 0 10 

20 华北 呼和浩特 10 0 10 

21 华南 贺州 0 1 1 

22 华南 梧州 0 1 1 

23 华北 朔州 0 3 3 

24 华北 文水 0 1 1 

25 华北 清徐 0 1 1 

26 西南 绵阳 0 5 5 

27 华北 邯郸 0 1 1 

28 西北 吐鲁番 0 4 4 

29 西北 昌吉 0 1 1 

总计 237 170 407 

电车分离模式下的换电站建设计划如下： 

序号 区域 地区 乘用车 

1 华东 苏州一期 7 

2 华东 南京一期 6 

3 华东 无锡 4 

4 西南 成都一期 3 



序号 区域 地区 乘用车 

5 华南 东莞一期 5 

6 华南 佛山 2 

7 西北 乌鲁木齐一期 3 

8 华东 杭州一期 6 

9 西南 贵阳一期 3 

10 华北 秦皇岛 2 

合计 41 

序号 区域 地区 重卡车 

1 华东 徐州 2 

2 广西 梧州 1 

3 广西 贺州 1 

4 晋陕 山西朔州 2 

5 晋陕 山西清徐 1 

6 北方 邯郸 1 

7 西北 昌吉 2 

8 西北 吐鲁番 1 

合计 11 

本项目单个乘用车换电站的建设投资额约为 490.72 万元；单个重卡车换电站

的建设投资额约为 914.14 万元；单个乘用车换电站（车电分离）的建设投资额

约为 1,090.72 万元；单个重卡车换电站（车电分离）的建设投资额约为 2,314.14

万元；项目总投资金额约为 311,703.22 万元。实际备案及后续建设过程中，根据

不同建设方案，单个备案项目一般会包括多个乘用车或重卡车换电站，投资金额

也可能略有变化。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协鑫能科及其在各地区设立的 29 个控股公司以及拟设立

的 6 个控股公司。其中，由苏州琞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有车电分离模式下换电

站项目的部分车载电池并为用户提供电池租赁服务。同时，为了提高采购效率、

实现规模采购的优势，由协鑫能科统一作为项目换电设备、电池、电力设施、电

缆等换电站建设使用设备的集中采购主体，再转售至项目所属公司。 

（二）项目必要性分析 

1、发挥公司自身业务协同优势，提升竞争力 



公司利用规模化低成本绿电供应、优越的区域布局等优势，建设集中充电港，

同时在城市中心布局离网换电站，通过“集中充电，统一配送、分布换电”的模式

实现离网换电，以此作为在线换电的有益补充，解决城市中心电力增容困难的痛

点。移动能源业务退役电池梯次利用可以作为清洁能源项目配套储能设施，聚焦

零碳园区、发电侧、用户侧储能应用场景。布局锂矿、盐湖锂资源开发以及锂盐

深加工产业，助力移动能源业务发展，提高自身对产业链的掌控能力。 

2、梯次利用可有效解决电池退役问题，促进公司储能电站业务 

资源与环境给予了当今电力系统行业极大的挑战，所以当今社会发展新能源

的趋势是势不可挡的。一次能源的大量消耗，让整个自然环境产生了很大的不可

逆的破坏，电能无疑来说是一种当今社会被广泛使用的清洁能源，而这种能源的

储存方式中蓄电池储能无疑是最简单方便的。电动车的面世虽然极大地减小了环

境压力，使得新能源汽车产业能够迅速发展，但是动力电池成为制约电动汽车发

展的重要因素，因为动力电池的造价较高。而在 2013 年左右随着电动汽车热销

售出去的电动汽车的动力电池，经过五六年的使用，现在即将面临淘汰退役的问

题，因为当汽车的动力电池储能低于 70%-80%之后，将不能继续在电动车上使

用。这就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方面随着大量动力电池的退役和报废，其对健康和

环境的影响及存在的安全隐患将成倍放大，不容忽视。另一方面，用来制造电池

的镍、钴、锂等金属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废弃动力电池若不能有效回收处理，不

仅会对环境造成巨大的污染和危害，也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本次项目将建设约 400 个换电站，而在换电模式下，电池的容量损耗相对充

电模式更快，也将较快地面临着电池退役的问题。目前电动汽车退役动力电池回

收价格低廉且其性能可满足储能电站的要求，而在储能电站方面，公司打造多场

景储能应用，打造“嫦娥”系列储能电站。在储能领域大力推行退役动力电池的梯

次利用，将有利于降低电力储能装备成本、优化储能配置，对于促进梯次储能电

站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且对 400 个换电站的电池进行梯次利用，可带来较

为可观的经济效益。此外，梯次利用已经退役的动力电池，可延长电池使用寿命，

充分发挥其剩余价值，促进新能源消纳，能够缓解当前电池退役体量大而导致的

回收压力，推动行业发展。 



（三）项目可行性分析 

1、相关政策出台助推行业向前发展 

能源与环境问题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为缓解能源危机，减少环境污

染，世界各国都推出了一系列电动汽车发展政策，保障电动汽车的市场化与规模

化。而换电模式在某些程度上可以推进新能源汽车继续规模化发展，我国自 2015

年开始也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推动充换电产业发展。 

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

指导意见》，同年 11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工信部及住建局联合发布《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 年）》，其中提到“到 2020 年，新增集

中式充换电站超过 1.2 万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 480 万个，以满足全国 500 万辆

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2019 年 3 月，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

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其中提到“过渡期后不再对新

能源汽车（新能源公交车和燃料电池汽车除外）给予购置补贴，转为用于支持充

电（加氢）基础设施“短板”建设和配套运营服务等方面”； 

2020 年 5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换电站纳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称将“增加充电桩、

换电站等设施，推广新能源汽车”；同月，工信部公布的第 333 批《道路机电动

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中，第一次换电型纯电动多用途乘用车的新产品名称，

公告其他信息部分标注有“车电分离”；9 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财

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

见》，其中提到“加快新能源汽车充/换电站建设，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和公共停

车位的快速充/换电站覆盖率”。同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其中提到“加快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充电基

础设施服务水平、鼓励商业模式创新”等。 

同时，2020 年新能源汽车补贴《通知》除了显示 2020-2022 年补贴额度退坡

力度和节奏外，还重点“鼓励”新能源换电模式。《通知》显示新能源乘用车补贴

前售价须在 30 万元以下（含 30 万元），换电模式车辆除外。换电模式，作为和



充电并行的新能源补能方式目前在以蔚来为代表的高端新能源车和以北汽出租

车为代表的运营车辆进行推广。和充电相比，换电模式最直接的优势是补能速度

大幅快于充电，三至五分钟完成的电池换电给车主以燃油车类似体验，此外，通

过换电衍生出的“车电分离”模式可以降低车主购车成本，车主也可通过不断更换

高性能电池保持车辆的高续航体验，不至于因电池衰减而导致的续航问题所困扰。 

此外，2020 年 9 月 22 日，中国政府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

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2021 年 3 月 5 日，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在 2021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

各项工作，制定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同

年， 3 月 15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发表重要

讲话时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

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以上行业政策及环保政策的出台，不断推动着行业向前发展，为本次项目的

实施奠定良好的政策基础。 

2、移动能源业务团队行业领先，产品技术领先 

公司开展移动能源业务以来，已组建了一支由行业领军人物组成的核心团队，

覆盖产品开发、平台开发、市场拓展、换电运营及融资、品牌等业务及支持单元，

公司已参与行业标准编制 5 个，参与国家、行业及团体标准共计 34 个，其中已

发布 11 项，其余正在制修订中，预计 2022 年底全部发布。公司仍在正在加强投

入，成立新能源汽车研发、自动驾驶研发、三电研发、数字化研发、区块链研发

等五大研究院，进一步加强研发能力。 

公司正在逐步构建移动能源产品新生态，打造完善的换电产品型谱，实现产

品高效、高兼容，软硬件均可模块化智能迭代的特性，形成独有的产品竞争力。

另外，公司已构建业内第一个 Paas和 SaaS 一体化数字换电云平台。 

3、新能源市场发展良好，项目有助于公司紧抓行业发展机遇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新能源电动汽车应运而生，而我国

近些年也积极推动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以期通过这种更加节能环保的出行方式

改善现有汽车行业发展存在的不足。同时作为服务新能源电动汽车充换电站的场

所也随之建设起来。充换电站不同于加油站、加气站和普通的充电站，它是集汽

车电池自动更换、电池自动充电和电池存储为一体的综合类服务场所。 

电动汽车充换电站采用更换电动汽车电池组的方式，当电动汽车的电池组电

量耗尽时，将电动汽车使用过的电池组直接更换为充换电站内已经充满电的电池

组，并利用充换电站内的充电设备对更换下来的电池进行集中充电、管理和维护，

一方面为电动汽车补充电量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方式，另一方面，避免了充电负荷

大量分散在配电网末端对配电网带来的冲击，可以实现对电网负荷的削峰填谷，

是电动汽车推广的有效保障方式之一。基于充换电站的电动汽车运营模式已经在

丹麦、以色列和我国的青岛、杭州等地得到了推广。 

可以预见，电动汽车行业在未来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及市场前景。根据中汽

协数据显示，2013 年-202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由 1.75 万台、1.8 万台

增长至 136.6 万台、136.7 万台，期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86.36%及 85.63%。而电

动汽车充换电站方面，作为电动汽车能量补给的重要基础设施，对其进行合理管

理成为此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根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

（2015-2020 年）》规划，到 2020 年我国分散式充电桩目标是超过 480 万个，以

满足全国 500 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车桩比近 1：1。充电桩的巨大缺口成为

限制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充电桩产业发展仍有很大的空间。

此外，预测电动汽车的换电需求，在此基础上管理换电站的容量配置，对电动汽

车换电站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项目投资概算 

1、本项目总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占项目总资金比例 

1 建设投资 311,703.22 100% 

1.1 换电站投资 133,213.22 42.74% 

1.2 线路及其他投资 63,650.00 20.42% 

1.3 备用电池投资 74,840.00 24.01% 



1.4 车载电池投资 40,000.00 12.83% 

 项目总投资 311,703.22 100% 

2、单个乘用车换电站的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占项目总资金比例 

1 建设投资 490.72 100.00% 

1.1 换电站投资 260.72 53.13% 

1.2 线路及其他投资 100.00 20.38% 

1.3 备用电池投资 130.00 26.49% 

建设投资总额 490.72 100.00% 

3、单个重卡车换电站的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占项目总资金比例 

1 建设投资 914.14 100.00% 

1.1 换电站投资 420.14 45.96% 

1.2 线路及其他投资 235.00 25.71% 

1.3 备用电池投资 259.00 28.33% 

建设投资总额 914.14 100.00% 

4、单个乘用车换电站（车电分离）的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占项目总资金比例 

1 建设投资 1,090.72 100.00% 

1.1 换电站投资 260.72 23.90% 

1.2 线路及其他投资 100.00 9.17% 

1.3 备用电池投资 130.00 11.92% 

1.4 车载电池投资 600.00 55.01% 

建设投资总额 1,090.72 100.00% 

5、单个重卡车换电站（车电分离）的投资概算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万元） 占项目总资金比例 

1 建设投资 2,314.14 100.00% 

1.1 换电站投资 420.14 18.16% 

1.2 线路及其他投资 235.00 10.15% 

1.3 备用电池投资 259.00 11.19% 

1.4 车载电池投资 1,400.00 60.50% 

建设投资总额 2,314.14 100.00% 

实际备案及后续建设过程中，根据不同建设方案，单个备案项目一般会包括

多个乘用车或重卡车换电站，投资金额也可能略有变化。 

（五）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单个乘用车换电站的全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后）

为 11.90%，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5.22 年；单个重卡车换电站的全投资内部收

益率（税后）为 11.59%，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5.21 年；单个乘用车换电站（车

电分离）的全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11.73%，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5.01

年；单个重卡车换电站（车电分离）的全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10.33 %，

投资回收期（税后）为 4.92 年。 

（六）项目审批核准情况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公司部分项目备案正在办理中；本项目建设内容不包含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中所列项目，无需履行环评审批手续；

本项目通过租赁场地方式实施，未新增项目用地，不涉及用地审批手续。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未来战略规划方向，

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待本次募投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增加

公司各类型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共计 407 座，并增强公司换电业务技术能力及整体



信息化水平。本次非公开发行将有效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推动新业务转型，提升

持续盈利能力，进一步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与净资产规模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

率水平将有所下降，公司资本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降低财务成本和财务风险， 

增强资金实力。由于募投项目需要一定的投资建设期，本次发行后短期内公司的

净资产收益率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但从中长期来看，随着项目陆续建成并产生

效益，公司收入和利润水平将逐步上升，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 

四、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及

公司未来战略发展方向，并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通过本次募投

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强公司实力与竞争力，有利于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符

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可行的、必要的。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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