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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与需求双轮驱动，充电桩建设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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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Summary] ►国家与地方持续出台政策，推动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提升，充换电设施匹配不足成为制约

新能源汽车深度渗透的重要因素之一，充换电也成为国家重点

支持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多次会议提及以及多项相应政策出

台有望推进充换电设施加速建设。多地设置明确的充换电建设

目标，并通过补贴等支持方式鼓励充换电领域投资，国家+地

方层面协同，有望加快推动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 

►整车与充电设施互为促进，充电桩建设持续优化 

近年来充电桩的建设呈现加速趋势。根据中国充电联盟数据，

2020、2021、2022 年全国（公共+私人）新增建设充电桩数量

分别为 46.2、93.6、259.3 万台，同比增长 30.2%、102.6%、

176.9%。我们认为，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快速提升，保有

量规模实现迅速扩大。由于充电桩为新能源汽车的后市场，在

车保有量规模持续扩张+充换电设施不足的背景下，充电市场

有望保持高速增长，电动车保有量的扩大为充电运营市场创造

可观发展空间。 

►需求扩大叠加技术成熟，快充技术应用有望扩大 

快充桩数量不足、充电时间过长，用户的快速补能需求不能被

满足。加大充电桩规模、提升快充桩比例，将有利于缓解消费

者充电焦虑，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应用推广。国内外车企积极推

出 800V 高压平台的车型，相关部门也在积极推进充电标准，

以此适应汽车产业发展及行业管理的需要，进一步提升充电连

接装置产品的适用性和规范性。 

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整车和充电设施的发展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未来

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以及政策的推动下，国内充换电

等基础设施建设有望持续优化。持续看好： 

1）设备端，在充电桩需求提升的趋势下，模块、整桩等设备

端有望受到直接的带动，实现销量的提升。此外，充电模块是

直流充电设备中最为重要的部件，其性能不仅直接影响直流充

电设备的整体性能，同时也关联着充电安全等问题。在快充设

备放量的情况下，其核心部件充电模块有望显著受益。 

2）运营端，充电运营属于新能源汽车服务后市场，在充电需

求迎来提速的情况下，运营商盈利能力有望提升。 

受益标的：通合科技、欧陆通、盛弘股份、炬华科技、道通科

技、绿能慧充、科士达、万马股份、特锐德等。 

风险提示 

新能源汽车销量不及预期；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需求提升不及

预期；快充技术应用不及预期；供应链价格大幅波动；行业竞

争加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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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与地方政策持续出台，推动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1.1.国家层面：明确加速充换电设施建设 

国家政策持续支持充换电设施建设。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提升，充换电设施匹配

不足成为制约新能源汽车深度渗透的重要因素之一，充换电也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基

础设施建设领域，今年以来多次会议提及以及多项相应政策出台有望推进充换电设施

加速建设。 

 2023 年 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组织开展全国范围内启动公共领域车辆全

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作，提出“新增公共充电桩（标准桩）与公共领域新能源

汽车推广数量（标准车）比例力争达到 1：1”的目标。 

 2023 年 4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巩固和扩大新能源汽车发展

优势，加快推进充电桩、储能等设施建设和配套电网改造”。 

 2023 年 5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制定了《关于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 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适度超前建

设充电基础设施。合理推进集中式公共充电场站建设，推进社区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共享，加大充电网络建设运营支持力度，推广智能有序充电等新模式”等内容。  

 2023 年 5 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农村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加

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购买使用、释放农村消费

潜力，而且有利于发展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力”。 

 2023 年 6 月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

施，会议指出“要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构建高质量充电

基础设施体系，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优化消费环境，更大释放新能源汽车消费

潜力”。 

 2023 年 6 月商务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组织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的通知，提出“推动

完善农村充电基础设施。积极协调推动完善农村地区充电基础设施体系，依托县

乡商业网点、企事业单位等场所，合理推进农村集中式公共充电桩场站建设。积

极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农村充电桩建设用地、电网支撑等保障工作”。 

 

表 1 2023 年以来国内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部分政策与会议内容 

会议 /政策文件名称 时间 充换电设施相关内容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

部门关于组织开展公

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

化先行区试点工作的

通知 

2023/1 

建成适度超前、布局均衡、智能高效的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服务保障能力显著提

升，新增公共充电桩（标准桩）与公共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数量（标准车）比例力争

达到 1：1，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车位占比预期不低于小型停车位的 10%，形成

一批典型的综合能源服务示范站。 

推动充换电设施纳入市政设施范畴，推进充电运营平台互联互通，鼓励内部充电桩对

外开放。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2023/4 
要巩固和扩大新能源汽车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充电桩、储能等设施建设和配套电网改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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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 2023/5 

农村新能源汽车市场空间广阔，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促进新能源

汽车购买使用、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而且有利于发展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为乡村振兴

增添新动力。会议审议通过了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

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 

关于加快推进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 更好支持

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

村振兴的实施意见 

2023/5 
适度超前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合理推进集中式公共充电场站建设，推进社区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共享，加大充电网络建设运营支持力度，推广智能有序充电等新模式。 

国务院常务会议 2023/6 
要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进一

步稳定市场预期、优化消费环境，更大释放新能源汽车消费潜力。 

关于组织开展汽车促

消费活动的通知 
2023/6 

推动完善农村充电基础设施。积极协调推动完善农村地区充电基础设施体系，依托县

乡商业网点、企事业单位等场所，合理推进农村集中式公共充电桩场站建设。积极协

调有关部门做好农村充电桩建设用地、电网支撑等保障工作。 

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商务部官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1.2.地方层面：协同推进充换电设施体系完善 

多省市制定充换电设施建设目标，安装/度电补贴支持下建设进程有望提速。 

 2022 年 8 月，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公布了《“十四五”时期北京市新能源汽车

充换电设施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力争全市充电桩总规模达

到 70 万个，其中居住区自用和公用充电桩达到 57 万个，单位内部充电桩达到 5

万个，社会公用充电桩达到 6 万个，业务专用充电桩达到 2 万个；换电站规模达

到 310 座”。 

 2023 年 3 月，重庆市财政局公布了《关于重庆市 2023 年度充换电基础设施财政

补贴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提出“在中心城区和中心城区以外地区新建并

投运直流充电桩分别给予 150 元/千瓦、200 元/千瓦的一次性建设补贴；在市内高

速公路服务区、3A 级（含）以上景区新建并投运直流充电桩给予 300 元/千瓦的

一次性建设补贴；在市内新建并投运单桩功率不低于 350 千瓦的大功率充电桩，

给予 350 元/千瓦的一次性建设补贴”等内容。 

 2023 年 5 月，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上海市加大力度支持民间

投资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鼓励民营企业投建出租车充电示范站、

共享充电桩示范小区、高水平换电站等示范项目，对充电设备给予 30%—50%的

设备补贴，对充电站点和企业给予 0.05—0.8 元/千瓦时的度电补贴，落实经营性

集中式充电设施免收电力接入工程费等措施”。 

多地设置明确的充换电建设目标，并通过补贴等支持方式鼓励相关领域投资建设，国

家+地方层面协同，有望进一步加快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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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多地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相关政策 

印发单位  时间  文件名称  充换电设施相关内容  

北京市城市

管理委员会 
2022/8 

“十四五”时期

北京市新能源汽

车充换电设施发

展规划 

 到"十四五"时期末，力争全市充电桩总规模达到 70 万个，其中居住区

自用和公用充电桩达到 57 万个，单位内部充电桩达到 5 万个，社会公

用充电桩达到 6 万个，业务专用充电桩达到 2 万个；换电站规模达到

310 座。  

 在服务半径上，到"十四五"时期末，全市平原地区建立 3 公里找到

桩、核心区 0.9 公里找到桩的公用充电设施网络，实现"好找好用"；实

现换电平均服务半径小于 5 公里。 

 在充电结构上，到"十四五"时期末，中心城区社会公用桩快慢充比例

不低于 2：1，其他地区社会公用桩快慢充比例不低于 1：2。  

福建省委、

福建省人民

政府  

2022/8 

关于完整准确全

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做好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的实施

意见  

 有序推进充电桩、配套电网、加注（气）站、加氢站、换电站等基础

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哈尔滨市发

改委  
2022/10 

哈尔滨市使用中

央和省补助资金

建设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实施

细则  

 对于申请省级资金的新能源公交车充电设施建设项目暂定补贴 300 元/

千瓦，最高额度不高于充电设备购置价格的 60%；对于申请中央资金

的充电设施建设项目暂定补贴 300 元/千瓦，最高额度不高于充电设备

购置价格的 60%。换电站每个换电工位增补 10 万元。对于具有示范作

用的“光储充放”一体化项目，最高额度不高于充电设备购置价格的

80%。  

 对于充电站（直流充电桩 3 个及以上）公用、专用充电设施（不含省

级资金补助新能源公交车充电设施建设项目），给予暂定年度运营电量

0.1 元/千瓦时的补助。  

重庆市财政

局  
2023/3 

关于重庆市 2023

年度充换电基础

设施财政补贴政

策的通知（征求

意见稿） 

 在中心城区和中心城区以外地区新建并投运直流充电桩分别给予 150

元/千瓦、200 元/千瓦的一次性建设补贴；在市内高速公路服务区、3A

级（含）以上景区新建并投运直流充电桩给予 300 元/千瓦的一次性建

设补贴；在市内新建并投运单桩功率不低于 350 千瓦的大功率充电

桩，给予 350 元/千瓦的一次性建设补贴。 

 对利用居民小区、保障性住房的公共停车位，建设充电专用车位，统

建统营充电基础设施，开展分时智能有序充电的，给予 50 元/千瓦的

一次性建设补贴。  

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四川省

能源局  

2023/3 

四川省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运营管

理办法 

 住宅小区：新建居住社区固定车位充电基础设施 100%预留充电基础设

施安装条件和配变电设施增容空间。 

 高速公路及国、省干道：新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公路服务区充电基

础设施与服务区一并设计，同步建设投运。充电基础设施车位比例不

低于小型客车停车位的 10%，其余停车位预留安装条件，单枪输出功

率不小于 60 千瓦。鼓励流量较大或距离公用充电基础设施较远的高速

公路出口，布点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

路服务区（站）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和停车位，建设或改造充电基础设

施，单枪输出功率不小于 60 千瓦。 

 其它：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从 2022 年起新建停车场设置专属新

能源充电停车位原则上不低于 20%；2025 年，既有停车场设置专属充

电停车位原则上不低于 20%；城市综合体、大型商场、商务楼宇、超

市、宾馆、医院、文体场馆、旅游集散中心等人口集聚区的公共停车

场充电基础设施停车位直流桩比例原则上不低于 15%。A 级旅游景

区、度假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物流园区等公

共停车场所直流桩配建率不低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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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发展

改革委等 
2023/3 

关于浙江省推动

城市停车设施高

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  

 到 2025 年，力争全省建成停车位 1120 万个，其中公共停车位 240 万

个，公共领域充电桩 8 万个以上，基本形成配建停车设施为主、路外

公共停车设施为辅、路内停车为补充的城市停车设施体系，社区、医

院、学校、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停车需求及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基本得

到满足。 

 强化充换电设施建设，新建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及社会公共停车场充

电设施配建率不低于 10%，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建设充电设施

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广东省能源

局  
2023/5 

广东省推进能源

高质量发展实施

方案  

 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大力推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建设适度超前、科学布局、安全高效的充电网络体系。到 2025 年，

全省规划累计建成集中式充电站 4500 座以上、公共充电桩 25 万个以

上。积极开展车网互动示范，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建设

车网互动充电站 V2G示范工程。 

内蒙古自治

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 

2023/5 

推进城镇新能源

汽车充电设施建

设六条政策措施 

 到 2025 年，全区标准公共充换桩与标准新能源汽车比例力争不低于

1:3。呼和浩特市、包头市、赤峰市、鄂尔多斯市列为充电设施加快发

展地区，2023 年完成 20000 个公共充电桩建设任务。其中呼和浩特市

8000 个，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各 5000 个，赤峰市 2000 个。其他城市

按照“适度超前、布局均衡、智能高效”的原则有序推进。  

上海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2023/5 

上海市加大力度

支持民间投资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 

 鼓励民间投资积极参与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发展项目，对可再生能源

项目按程序给予 0.05 元/千瓦时—0.3 元/千瓦时的资金支持。鼓励民营

企业投建出租车充电示范站、共享充电桩示范小区、高水平换电站等

示范项目，对充电设备给予 30%—50%的设备补贴，对充电站点和企

业给予 0.05—0.8 元/千瓦时的度电补贴，落实经营性集中式充电设施免

收电力接入工程费等措施。 

资料来源：北京市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哈尔滨市人民政府，重庆市财政局，四川省发改委，浙江省发改委，广东省能源
局，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上海市人民政府，华西证券研究所 

2.整车与充电设施互为促进，充电桩建设持续优化 

2.1.需求驱动，充电桩建设进入发展快车道 

近年来充电桩的建设呈现加速趋势。根据中国充电联盟数据，2020、2021、2022 年全

国（公共+私人）新增建设充电桩数量分别为 46.2、93.6、259.3 万台，同比增长

30.2%、102.6%、176.9%；同期全国（公共+私人）充电桩保有量分别为 168.1、261.7、

521.0 万台，同比增长 37.9%、55.7%、99.1%。 

与此同时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爆发增长，根据中汽协数据，2020、2021、2022 年国内

实现新能源汽车销售分别为 136.7、352.1、688.7 万辆，同比增长 10.9%、157.5%、

93.4%。销量的增长带动保有量的提升，根据中国公安部的数据，2020、2021、2022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分别为 492、784、1310 万辆，同比增长 29.1%、59.3%、

67.1%（2021/2022 年增速为扣除报废注销量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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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能源汽车增量与充电桩增量的变化趋势 

 

 

 

 

 

 图 2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与充电桩保有量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充电联盟，中汽协，华西证券研究所 

注：充电桩考虑的是公共充电桩与随车配建充电桩的合计数，

增速均为右坐标轴 

 资料来源：中国充电联盟，公安部，华西证券研究所 

我们认为，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快速提升，保有量规模实现迅速扩大。由于充电

桩为新能源汽车的后市场，在车保有量规模持续扩张+充换电设施不足的背景下，充

电市场有望保持高速增长，电动车保有量的扩大为充电运营市场创造可观发展空间。 

2.2.车桩比下降明显，充电桩增长空间可观 

2022 年开始充电桩建设进入加速车道。从 2017-2022 年年度数据来看，2017-2021 年

国内车桩比（保有量）基本呈现在 3.2:1-2.9:1 之间小幅下降趋势，但这一数值在 2022

年实现快速的变化，达到 2017-2022 年最低值为 2.5:1。在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充电

桩分布不合理导致部分利用率偏低+保有量数量不足等因素下，未来充电桩数量增长

具备可观空间。 

图 3  国内车桩比（保有量/新增量）走势  图 4  月度新能源汽车销量与充电桩增量的变化关系 

 

 

 
资料来源：中国充电联盟，中汽协，公安部，华西证券研究所 

注：充电桩为公共充电桩与随车配建充电桩的合计数。 

 资料来源：中国充电联盟，中汽协，华西证券研究所 

公共充电桩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充电桩的保有量结构来看，公共充电桩数量显著少

于随车配建充电桩（以下简称私桩）数量。根据中国充电联盟数据，截至 2022 年底，

公共充电桩的保有量为 179.7 万台，私桩保有量为 341.2 万台；根据公安部数据，2022

年底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为 1310 万辆，以此计算私桩车桩比为 3.8:1、公桩车桩比为

7.3:1。考虑到土地、配电容量等资源的限制，私桩在住宅区域具有一定的限制，而公

共充电桩作为补能的另一种方式，在政策和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具备较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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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公共桩与私桩的占比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充电联盟，华西证券研究所  

3.需求扩大叠加技术成熟，快充技术应用有望扩大 

3.1.充电不便、充电慢仍是新能源汽车痛点 

充电问题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重要因素，包括充电不方便以及充电时间长。

据《中国高压快充产业发展报告(2023-2025)》显示，用户对快速补能的需求强烈，对

补能的要求是“5min 以内快速充电，像加油一样方便、快捷”。然而当前新能源汽车

的充电时间较长，据《中国高压快充产业发展报告(2023-2025)》数据，充电时间在 1

小时以内的充电桩占比约为 4%。快充桩数量不足、充电时间过长，用户的快速补能

需求不能被满足。因此，加大充电桩规模、提升快充桩比例，将有利于缓解消费者充

电焦虑，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应用推广。 

 

图 6  影响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因素  图 7  快速充电的需求仍不能满足 

 

 

 

资料来源：中国高压快充产业发展报告(2023-2025)，华西证券

研究所 

 资料来源：中国高压快充产业发展报告(2023-2025)，华西证券

研究所 

3.2.车企+充电桩厂商同发力，快充升级持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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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充电效率以提升快充性能，可以从提升电流以及加大电压两个途径实现。 

 从车企方面来看： 

高压快充具备优势。根据《中国高压快充产业发展报告(2023-2025)》，高压平台可以

实现快速补能，若使用 SiC 高压器件，可以提升整车 NEDC 效率 3%左右，增加续航

约 20 公里，进一步缓解里程焦虑。 

国内外车企积极推出 800V高压平台的车型。2019 年保时捷推出了全球首款搭载 800V

高压平台的量产车型，Taycan，充电峰值功率为 350kW，5%充至 80%只需要 23 分钟。

随后有更多的车企推出了搭载 800V 高压平台的车型。例如奥迪 e-tron GT、现代

IQNIQ 5、IQNIQ 6、长城机甲龙、小鹏 G9、极狐阿尔法 S HI 版、路特斯 Eletre 等车

型都搭载了 800V高压平台。 

 

图 8  国内外多款车型搭载 800V高压平台 

 
资料来源：维科网，汽车之家，腾讯网，太平洋汽车，小鹏汽车官网，华西证券研究所 

 从标准制定方面来看： 

快充已经成为企业界的共识，相关部门也在积极推进充电标准，以此适应汽车产业发

展及行业管理的需要，进一步提升充电连接装置产品的适用性和规范性。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网，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组织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开展了 GB/T 20234.1《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推荐性国家标准的修订工作，于 2022 年 4 月开始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2022

年 9 月 25 日该项国家标准已通过审查。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电动汽车高压连接器技术条件》，该团体标准于

2021 年 5 月开始实施，该技术条件提出将车载高压连接器引入标准，通过标准研

究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高压化协同发展。 

 根据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网，2021 年 12 月 31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正式下达《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 4 部分：大功率直流充电接口》推荐

性国家标准制定计划，该标准由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归口，国家电网有限公司联

合行业内车企、桩企、运营商、连接器企业、检测机构等企业提出。 

 2020 年 6 月，国家电网发布《电动汽车 ChaoJi 传导充电技术白皮书》，利于解决

国际上充电系统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并提供一个统一的、安全的、可靠的、低成

本充电系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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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大功率充电接口的连接界面图 

 

资料来源：《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 第 4部分：大功率直流充电接口》，华西证券研究所 

 从充电桩方面来看： 

从公共充电桩的结构来看，直流桩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交流充电系统一般被称为“慢

充”，而直流充电系统一般被称为“快充”。从 2022 年到 2023 年 4 月的月度数据来看，

直流公共充电桩的占比整体保持稳定，且总体低于交流公共充电桩的占比；截至 2023

年 4 月，公共直流桩保有量占公共充电桩保有量的比例为 42.2%。 

考虑到充电难、充电慢依然是当前使用新能源汽车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痛点之一，在之

后的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直流公共充电桩的占比有望持续提升。 

图 10  月度公共充电桩中交、直流（保有量）的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充电联盟，华西证券研究所  

 从设备方面来看： 

充电模块是直流充电桩的核心设备，成本占比高。根据优优绿能招股说明书（申报

稿），充电模块对电能起到控制、转换的作用，是直流充电桩、充电柜等新能源汽车直

流充电设备中最为重要的部件，其性能不仅直接影响直流充电设备的整体性能，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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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关联着充 

 

电安全等问题，被誉为直流充电设备的“心脏”；从成本角度考虑，充电模块占据整个

直流充电桩成本的 45%至 55%左右。 

充电模块环节技术壁垒高。根据优优绿能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充电模块内部结构

复杂，内含电子元器件众多，单个充电模块内含超过 2500 个电子元器件，是影响直流

充电设备性能的重要部件；而快充对模块的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随着电压和功率等

级的提升，关于模块的电路拓扑、控制算法、高频磁性元件、散热结构的设计难度提

高，与此同时还要保证模块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我们认为，充电模块具备一定的技术

门槛，掌握充电模块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厂商，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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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投资建议 

我们认为，整车和充电设施的发展相辅相成，互为促进。未来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不

断增加以及政策的推动下，国内充换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有望持续优化。持续看好： 

1）设备端，在充电桩需求提升的趋势下，模块、整桩等设备端有望受到直接的带动，

实现销量的提升。此外，充电模块是直流充电设备中重要部件，其性能不仅直接影响

直流充电设备的整体性能，同时也关联着充电安全等问题。在快充设备放量的情况下，

其核心部件充电模块有望显著受益。 

2）运营端，充电运营属于新能源汽车服务后市场，在充电需求加大的情况下，运营商

盈利能力有望提升。 

受益标的：通合科技、欧陆通、盛弘股份、炬华科技、道通科技、绿能慧充、科士达、

万马股份、特锐德等。 

 

5.风险提示 

（1）新能源汽车销量不及预期； 

（2）政策推进不及预期； 

（3）需求提升不及预期； 

（4）快充技术应用不及预期； 

（5）供应链价格大幅波动； 

（6）行业竞争加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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