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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充电桩保有量稳步增长。截至 2023 年 4 月底，国内公共桩保有量达到

202.5 万台，同比+52.03%，环比+3.42%；同期国内随车配建私人桩保有量达

到 406.7 万台，同比+104.17%，环比+4.71%。从月度趋势看，国内公共桩及

私人桩保有量均呈现平稳增长态势。与之相匹配的是月度充电电量也在逐级提

高，2023 年 4 月份单月充电量 26.8 亿度，同比+88.73%，环比 7.63%，进一

步凸显电动车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景气度仍处于高位运行。 

➢ 国内公共桩增速快于私桩，凸显其高成长性及必然性。2023 年 1-4 月，全

国充电桩新增 88.2 万台，同比+79.3%，其中公共桩增量 22.7 万台，同比

+167.70%；同期随车配建私人充电桩增量 65.5 万台，同比+60.80%。公共桩

增速高于私人桩主要系 1）政策：今年 2月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要求在全国范

围内启动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作，旨在达成以下主要目标：

①新增及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达 80%；②新增公共标准桩与新能源标

准公车推广数量比例达 1：1。政策驱动国内公共桩建设进度加速，从而相较于

2022 年 1-4 月取得了快速增长。2）市场：新能源汽车的长期健康发展离不开充

电桩等基础设施的配套跟进，在国内电动车存量规模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发展充

电桩成为客观且迫切的任务，尤其是以高速公路、商超等为代表的公共桩更能解

决广大车主的里程焦虑。1-4 月增量车桩比为 2.5，仍处于较高水平，凸显充电

桩供给紧张。 

➢ 公共充电桩的供给更加捉襟见肘。2022 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为 1310

万辆，公共充电桩保有量为 179.7 万台，对应公共车桩比 7.3。截至 2023 年 4

月，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为 1532.2 万辆，公共充电桩保有量为 202.5 万台，对应

公共车桩比 7.6，仍处于上行通道，主要系新能源汽车增速较快而配套设施建设

仍旧滞后，凸显公共充电桩弥合市场需求亟待解决。 

➢ 公共直流桩占比提升空间较大。截至 2023 年 4 月，公共充电桩 202.5 万

台，其中直流充电桩 85.5 万台，占比 42.22%；交流充电桩 116.9 万台，占比

57.78%。 

➢ 政策给行业注入强心针。5 月 5 日，国务院常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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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强调要

聚焦制约新能源汽车下乡的突出瓶颈，适度超前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目前国内的

实际情况是充电桩分布不均、充电桩利用率较低、充电排队时间过长等。未来“行

业政策细化+新能源汽车加快渗透+车桩比高位”驱动下，预计充电桩降迎来发

展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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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众多竞争者跑步入场参与充电桩建设运营，目前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

的运营商竞争格局。截至 2023 年 4 月，公共桩运营企业中 TOP5 占比 68.6%，

TOP10 占比 86.3%，TOP15 占比 93.9%。特来电、星星充电等大厂凭借多年来的

技术积淀和精细化管理快速抢占市场份额，有效巩固了行业第一梯队的位置。 

➢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国内份额领先及海外业务实现突破的【金冠电气】、【金冠

股份】、【炬华科技】、【绿能慧充】、【英杰电气】、【道通科技】以及核心零部件供应

商【通合科技】、【英可瑞】、【沃尔核材】、【永贵电器】等。 

➢ 风险提示：新能源车销量不及预期；充电桩出海进度不及预期等。 

重点公司盈利预测、估值与评级 

代码 简称 
股价

（元） 

EPS（元） PE（倍） 
评级 

2022A 2023E 2024E 2022A 2023E 2024E 

300360 炬华科技 17.80 0.94 1.09 1.45 19 16 12 推荐 

300491 通合科技 29.45 0.26 0.52 0.91 113 57 32 推荐 

688517 金冠电气 22.53 0.58 1.06 1.57 39 21 14 推荐 

300510 金冠股份 5.41 0.06 0.19 0.32 90 28 17 推荐 

600212 *绿能慧充 9.83 -0.19 0.15 0.40 - 66 25 / 

300713 *英可瑞 20.59 -0.38 - - - - - / 

002130 *沃尔核材 6.72 0.49 0.59 0.74 14 11 9 / 

资料来源：Wind，民生证券研究院预测; 

（注：股价为 2023 年 5 月 12 日收盘价；*公司为未覆盖标的，相关数据采用 wind 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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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国内公共桩保有量（万台）  图2：国内随车配建私人桩保有量（万台） 

 

 

 
资料来源：中国充电联盟，民生证券研究院  资料来源：中国充电联盟，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3：月度充电电量（亿度） 

 
资料来源：中国充电联盟，民生证券研究院 

 

表1：2023 年 1-4 月国内公共桩及私人桩的增量及同比增速 

 1-4 月增量（万台） 同比增速（%） 

公共充电桩 22.7 167.70% 

随车配建私人充电桩 65.5 60.80% 

充电基础设施(公共桩+私人桩) 88.2 79.30% 

新能源汽车销量 222.2 42.80% 

桩车增量比 2.5：1 

资料来源：中国充电联盟，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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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及公共桩保有量情况  

年份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年 1-4 月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万辆） 261 381 492 784 1310 1532.20  

公共充电桩保有量（万台） 30 51.6 80.7 114.7 179.7 202.50  

公共车桩比 8.7  7.4  6.1  6.8  7.3  7.6  

充电桩保有量（万台） 77.7 121.9 168.1 261.7 521 609.20  

车桩比 3.36  3.13  2.93  3.00  2.51  2.52  

资料来源：中国充电联盟，民生证券研究院 

 

图4：月度充电电量（亿度） 

 
资料来源：中国充电联盟，民生证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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