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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设备与新能源 

海内外需求共振，全球充电桩投资加速 

➢ 行业事件: 

近年来，全球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提升，驱动了充电桩的建设需求，但相

比于新能源汽车销量及保有量的高增长，全球充电桩建设相对较慢，以中

国、欧洲、美国为首的国家及地区的车桩比偏高，加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是现阶段行业的迫切需求。2023年以来，中国、欧洲、美国，相继出台充

电桩相关政策，进一步刺激需求，我们认为全球充电桩有望进入到加速建

设阶段。 

➢ 需求与政策双驱动，国内充电桩建设加速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提升、线下出行需求反弹，带动充电桩建设需求以及利

用率提升，根据充电联盟披露，2023年1月我国新增充电基础设施20万

台，桩车增量比为1:2，较去年同期1:4改善明显。政策方面，2023年2

月，工信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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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提高试点领域新增及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公交/

出租/环卫等领域力争达到80％；新增公共充电桩/新能源汽车推广数量比

例力争达到1:1，该政策出台有望进一步刺激国内充电桩建设需求。 

➢ 技术加速升级，高压直流桩有望维持高增 

直流充电桩，俗称“快充”，有功率高、充电快等优点，适用于专业化集

中运维的场景；现阶段，市场以交流桩为主，直流桩保有量较低，当前高

压快充技术已基本具备，再结合政策支持，我们预计我国公共直流桩保有

量有望进一步提升，根据中国充电联盟预测，2023年公共直流桩保有量有

望达117万台，同比+54%。 

➢ 充电基建落后，欧美需求向上 

近年欧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明显落后，根据IEA披露，2021年欧洲/美国充

电桩数量分别为35.6/11.4万台，对应公共车桩比分别为15.4:1/17.5:1，

公用桩覆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政策方面，欧美持续出台政策推动其充

电桩行业发展，政策支持力度较大的荷兰，2021年公共车桩比为4.6:1，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国于2022年2月提出未来5年内拨款50亿美元，用于

建设全美范围内的快速充电网，该政策的落地有望促进美国充电基建加速

放量。 

➢ 投资建议 

建议关注两大投资主线。（1）新能源车保有量提升+线下出行需求反弹，

带动充电桩建设需求与利用率提升，国内运营商有望迎接盈利拐点，推荐

关注特锐德、万马股份；（2）出海量利齐升逻辑，部分已有海外订单的

企业有望率先受益于海外需求兴起，建议关注炬华科技、通合科技、盛弘

股份。 

➢ 风险提示： 

（1）新能源汽车销量不及预期。（2）产业政策风险。（3）市场竞争持

续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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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南广东碳达峰政策发布，电池片价格延续

上涨电力设备与新能源》2023.02.13 

2、《电力设备与新能源 2 月周报储能安全新国标

发布，硅片价格延续上涨 》2023.02.05 

3、《储能安全新国标正式发布，系统价值量有望

提升电力设备与新能源》2023.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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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动化加速+政策加码，国内充电桩建设加速 

新能源车市场扩大，充电桩需求提升。据中汽协与充电联盟数据，截至 2022 年

底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为 1310 万辆，同比增长 46%；全国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达

521 万台，同比增长 99%，对应车桩比为 2.5:1，全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达到

180 万台，同比增长 57%，对应公共车桩比为 7.3:1，快速增长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加

大了对充电桩的需求，我国公共充电桩覆盖率仍有较的提升空间。 

图表 1：近年我国新能源车保有量（万台） 
 

图表 2：近年我国新能源车销量（万台） 

 

 

 

来源：wind，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wind，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 3：近年我国充电桩保有量及车桩比 
 

图表 4：近年我国充电桩新增量及车桩比 

 

 

 

来源：充电联盟，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充电联盟，国联证券研究所 

政策持续加码。近年来，我国持续出台利好充电桩行业发展的政策，推动充电桩

行业发展。2023 年 2 月，工信部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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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提高试点领域新增及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公交/出

租/环卫等领域力争达到 80％；新增公共充电桩/新能源汽车推广数量比例力争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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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该政策出台有望刺激行业向高功率快充升级，进一步刺激充电桩建设需求。 

图表 5：近期国家层面有关充电桩政策梳理及解读 

发布时间 发布部门 政策名称 重点内容解读 政策性质 

2023年 2 月 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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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幅提高车辆电动化水平，其中公共服务用

车领域力争达到 80%；有力保障充换电服务

体系，公共领域车桩比力争达到 1：1 

支持类 

2022年 7 月 商务部等十七部门 
《关于搞活汽车流通扩大汽车消费

若干措施的通知》 

提出积极支持充电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居住

社区、停车场、加油站、高速公路服务区、

客货运枢纽等充电设施建设 

引导类 

2022年 5 月 国务院 
《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

策措施的通知》 

优化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站) 投资建设运营

模式，逐步实现小区和停车场充电设施全覆

盖，加快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区域充电桩 

(站)建设。 

支持类 

2022年 1 月 
国家发改委等 10 部门联合

印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

步提升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

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 

对于城市公共充电网络，要合理布局；对于

县城乡镇充电网络，要加快补齐短板；对于

高速公路充电桩，要求将快充站纳入配套基

础设施范围；对于单位和园区内部充电桩，

要求加快建设，并鼓励对外开放。 

引导类 

2021年 2 月 商务部 

《商务部办公厅印发商务领域促进

汽车消费工作指引和部分地方经验

做法的通知》 

鼓励出台相关运营补贴政策，支持依托高速

公路服务区等建设充 (换) 电基础设施，引

导企事业单位按不低于停车位数量 10%的比

例建设充电设施。 

引导类 

2021年 2 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

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 

加强新能源汽车充换电，加氮等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 
引导类 

2020年 12月 商务部等 12 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提振大宗消费重点消费促进

释放衣村消费潜力若干措施的通

知》 

加快小区停车位 (场) 及充电设施建设，可

合理利用闲置空间建设停车场，按照规定比

例配建充电桩:鼓励充电桩运营企业适当下

调充电服务费 

支持类 

 

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经济网，国联证券研究所 

技术持续升级，直流充电桩有望维持高增长。直流充电桩，俗称“快充”：，有功

率高、充电快等优点，适用于专业化集中运维的场景；现有市场以交流桩为主，直流

桩保有量较低，当前高压快充技术已基本具备，再结合政策支持，我们认为我国公共

直流桩数量仍将保持较高的增速，根据中国充电联盟的预测，2023 年国内新增公共

直流桩 41 万台，保有量有望突破 100 万台，达到 117 万台，同比增长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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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交流桩与直流桩对比 

充电类型 充电时间 优势 劣势 应用场景 

交流慢充 8-10 小时 

1、对充电要求不高，充电桩和安装

成本较低； 

2、对电池衰减小； 

3、体积小 

1、充电功率低（一般为 6-15kw，

主流为 7kw） 

2、充电时间长 

一般为家用或安装于小区停

车场，部分公共停车位 

直流快充 

20-60 分钟 

（3C-1C 充

电） 

1、充电功率高（一体机：60-

180kw、分体机：360-480kw），充

电时间短 

2、可满足长途出行需求，解决里程

焦虑 

1、成本高（5-12 万/台） 

2、对电池衰减较大 

3、对电网供电能力要求高，审批

繁琐 

4、体积大，占地面积大 

公共停车场，商场停车场，

高速公路服务区，公交车、

物流车等集中终点场所 

 

来源：致远电子，国联证券研究所 

 

图表 7：近年公共直流电桩保有量及增速（万台） 
 

图表 8：近年交流/直流电桩占整体公共电桩比例 

 

 

 

来源：充电联盟，充电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充电联盟，国联证券研究所 

在新能源车保有量提升、政策支持、线下出行需求反弹等多重因素的助推下，充

电桩的建设需求加速提升，根据充电联盟披露的数据，近年国内车桩比呈下降趋势，

2023 年 1 月车桩增量比为 2:1，较去年同期 4:1 改善明显。 

图表 9：近年国内车桩比（保有量） 
 

图表 10：近年国内车桩比（新增量） 

 

 

 

来源：充电联盟，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充电联盟，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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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电基建落后，欧美需求向上 

2.1 汽车电动化加速，充电基础建设落后 

美国汽车电动化落后，欧洲汽车电动化领先。现阶段美国汽车的电动化程度较低，

2018-20 年，美国新能源车销量在 30-35 万量左右，渗透率较低，2021-22 年，美国

在电动汽车扶持政策的推动下，新能源车销量强势增长，2022 年销量达 99 万辆，临

近百万辆大关，2021/22 年销量同比增速分别达 100%/50%，2022 年新能源车渗透

率水平达 7%，但与中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22 年欧洲新能源车销量受疫情、俄乌

冲突、部分国家补贴退坡等影响，销量增速放缓，整体销量达 250 万辆，同比增长

15%。 

图表 11：近年美国新能源车销量（万台）及增速 
 

图表 12：近年欧洲新能源车销量（万台）及增速 

 

 

 

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Marklines，国联证券研究所 

公共充电桩配套明显落后。与欧美新能源车销量高增不同的是，近年欧美充电基

础设置配套建设明显落后，随着新能源车销量的快速增长，欧美新能源车充电基础设

施需求也在加速提升，从 IEA 披露的数据来看，欧美公共充电桩的建设明显落后，

2021 年欧洲 /美国充电桩数量分别为 35.6/11.4 万台，对应公共车桩比分别为

15.4/17.5，公共充电桩覆盖率有较大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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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欧洲公共充电桩与公共车桩比 
 

图表 14：美国公共充电桩与公共车桩比 

 

 

 

来源：IEA，华经产业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来源：IEA，华经产业研究院，国联证券研究所 

2.2 政策刺激欧美充电桩建设需求 

欧洲多国出台补贴政策，促进充电桩建设作用明显。现阶段欧洲各国对公共充电

桩的补贴以直接补贴和减税为主，补贴力度不一，但补贴力度相对激进的荷兰的充电

桩渗透率较高，根据 IEA 数据，2021 年荷兰轻型电动车公共车桩比为 4.6:1，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体现出补贴政策对充电桩的建设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 

2023 年 2 月 14 日，欧洲议会批准 2035 年起禁售燃油汽车，欧洲新能源车销量

及渗透率有望进一步提升，欧洲充电桩市场空间进一步扩大，国内设备在技术与成本

端均有优势，充电桩出海有望迎来新机遇。 

图表 15：不同国家/地区轻型电动车公共车桩比 

 

来源：IEA，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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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欧洲部分国家充电桩补贴政策梳理 

国家 私人 公共 

荷兰 暂无补贴，居民可申请使用免费安装公共充电桩 
环境投资免税，扣除 36%建设总金额 

环境投资随机折旧，获得最高 75%折旧 

德国 最高可申请 900欧元 按功率、电压的不同级别进行补贴 

英国 
根据使用场景进行补贴 安装充电桩基础设施的企业可享有 100%的第一年税务

津贴（FYA） 居家、工作场所最高补贴 350英镑，住宅区临街补贴 6500 英镑 
 

来源：中汽数据，国联证券研究所 

美国持续出台政策刺激充电基础建设。2022 年以来，美国持续出台政策助力充

电桩发展；2022 年 2 月，美国政府提出 5 年内拨款 50 亿美元，用于建设全美范围

的电动汽车快速充电网，该政策执行初期将侧重于州际公路系统，要求各州每 50 英

里建造一座充电站，且必须能够以 150 千瓦的功率同时为至少 4 辆电动汽车充电，

充电基础设施成本的 80%由联邦政府承担，剩下由各州政府和企业承担。2023 年 2

月 15 日，美国联邦高速公路管理局(FHWA) 明确了充电和加油基础设施(CFI)酌情拨

款计划的细节，该项目预计在未来 5 年提供超过 25 亿美元的资金，第一批 7 亿美元

的资金将为全国各地的社区建设公共充电基础设施。 

图表 17：近期美国充电桩相关政策梳理 

发布时间 政策内容 

2023年 2 月 

1）即可起，所有受联邦政府资助的电动汽车充电桩必须在美国生产，从 2024年 7 月开始，至少 55%的充电站零部件成本必须

来自美国；2）美国能源部宣布为 7 个项目提供 740万美元资金，用于开发创新的中、重型电动汽车充电和氢走廊基础设施计

划；3）FHWA 披露了即将推出的充电和加油基础设施(CFI)酌情拨款计划的明细，预计在未来五年提供超过 25 亿美元，其中第

一批 7 亿美元将提供给州、地方、部落、领土和公共当局 

2022年 12月 
IRA税收抵免政策将充电设备的联邦税收抵免延长至 2023 年。私人用途抵税比例 30%，上限 1000 美元。商业用途抵税 6%，上

限 10万美元。 

2022年 2 月 
美国政府将在 5年内陆续向各州拨款 50亿美元，用于建设全美范围的电动汽车快速充电网。该计划执行初期将侧重于州际公

路系统，要求各州每 50 英里（约合 80公里）建造一座充电站，且必须能够以 150千瓦的功率同时为至少 4 辆电动汽车充电。 

 

来源：IRA，WH.GOV，国联证券研究所 

2023 年 2 月 15 日，拜登政府发布了关于美国电动汽车充电桩设施的新规定，

我们把新规中对国内企业出口有影响的条例做了总结： 

1）2023 年 2 月起，所有基础设施资助的充电器需要在美国生产，充电桩的组装

以及钢/铁外壳的制造必须在美国本土进行。 

2）2024 年 7 月起，所有零部件的成本中至少有 55%需要在美国制造。 

3）2024 年 10 月起，开始禁止不合乎上述标准的设备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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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8：美国充电桩政策时间线梳理 

 

来源：国联证券研究所梳理 

该政策对充电模块没有明确要求，短期主要影响出口美国比例较高的整桩企业；

长期来看，此次政策落地有望加速充电桩企业在美国布局或与代工企业合作。国内充

电桩模块占成本比例约为 40%-50%，若考虑到美国人工成本更高，非模块成本占比

或高于国内，所以我们认为短期内该政策对模块企业的影响较小。 

图表 19：180KW直流充电桩成本构成 

 

来源：充电桩管家，国联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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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建议 

建议关注两大投资主线。1）新能源车保有量提升+线下出行需求反弹，带动充电

桩建设需求与利用率提升，国内运营商迎接盈利拐点，推荐关注特锐德、万马股份；

2）出海量利齐升逻辑，已有海外订单的企业有望率先受益于海外需求兴起，建议关

注炬华科技、通合科技、盛弘股份。 

 

4 风险提示 

新能源汽车销量不及预期。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是充电桩产业良性发展

的基础条件，若新能源汽车销量不及预期，则影响充电桩建设及运营。 

产业政策风险。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受政策的影响，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行业和

推广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成为未来方向，但如果政策未及时落地、扶持效果不及预

期，将对充电桩产业产生影响。 

市场竞争持续加剧。若充电桩市场竞争持续加剧，可能导致产业链盈利能力继续

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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