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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电桩基本原理及分类

数据来源：36氪研究院、南京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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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主要通过充电和换电两种方式实现补能。其中，充电模式主要包括交流慢充、直流快充和无线充电；

 交流充电（慢充），即充电桩输入交流电，通过车载充电机（OBC）将电网的交流电进行变压和整流，转换为直流电后进行充电。与直流充电相比，

受车载充电机（OBC）功率限制，一般功率小、充电慢。优点是对电网改造要求低，结构较为简单，技术门槛相对较低，易于安装且成本较低；

 直流充电（快充），即将电网输入的交流电通过直流充电桩内置的充电模块变压整流为直流电，再通过充电枪输入给电动汽车内部的动力电池。与

交流充电相比，直流充电一般具有功率高、充电快的特点，技术和设备与交流充电相比更为复杂，直流充电桩的制造成本和安装成本也较高，更适

用于对充电速率要求较高的应用场景。

 充电模式示意图

数据来源：优优绿能招股说明书、南京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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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流/交流充电桩充电系统图

数据来源：特来电官网、满格电新能源汽修、南京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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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流充电（慢充）：内部不包含AC/DC模块，交流/直流转换由车载充电机OBC完成。常见功率为7KW，三相40KW，充电时间一般为6～10h，每个充电

桩价格大约为0.2～0.5万元，即建设成本约为500元/KW。根据中国充电联盟6月数据，公共充电桩中，交流充电桩保有量为124.0万，占比约为58%；

 直流充电（快充）：外部充电柜直接把交流电转换为直流，其中，包含多个AC/DC模块，目前常用15KW，通过并联方式扩展功率。另外，还包含计

量、监控、辅助能功能模块，保障直流充电过程中的计费与安全。当前直流充电桩/快充分一体机（60KW～180KW）、分体机（360KW～480KW）两类，

充电时间可缩短至0.4～1h，充电桩价格大约为5～12万元，建设成本约1000元/KW。根据中国充电联盟6月数据，公共充电桩中，直流充电桩保有量

90.8万台，占比约为42%；

 交流充电桩充电原理

数据来源：特来电官网、满格电新能源汽修、南京证券研究所

 直流充电桩充电原理

 



 据Marklines统计，自2016年以来，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保持波动增长态势，从2016年69.89万辆增长至2022年1,051.20万辆，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57.11%。据国际能源署（IEA）在2021年5月发布的《Net Zero by 2050》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5,600万辆。根据其

2023年4月发布的《Global EV Outlook 2023》报告中基于全球各国既定政策目标进行预测，到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将达到2.44亿辆；

 据 IEA 的数据显示，公共快充充电桩数量由2016年末的7.20万台增长至2022年末的89.63万台，年均复合增长率达52.24%；公共慢充充电桩数量

由2016年末的23.69万台增长至2022年末的178.28万台，年均复合增长率达39.99%。据《Global EV Outlook 2023》预测，预计到2025年，全球

公共充电桩将达670.0万台，其中公共快充充电桩达240.0万台，公共慢充充电桩数量达430.0万台；预计到2030年，全球公共充电桩数量将达到

1,270.0万台，其中公共快充充电桩数量达480.0万台，公共慢充充电桩数量达790.0万台。

 全球新能源车销量高歌猛进，充电桩需求较为迫切

注：上表中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
数据来源：Marklines、优优绿能招股说明书、南京证券研究所

注1：国际能源署（IEA）定义的快充充电桩功率超过22KW，慢充桩的充电功率低于22KW；
注2：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Global EV Outlook 2023》对2021年度及以前的数据进行了更新
数据来源：国际能源署（IEA）、优优绿能招股说明书、南京证券研究所

 2016至2022年全球新能源汽车年度销量及增长率  2016末至2022年末全球公共充电桩数量及增长率

 



 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衍生出充换电的需求，充电桩行业在前期受大量的政策与补贴驱动，加快建设进程，近年来车桩比维持在3:1上

下。伴随着充电桩市场格局逐渐稳定，厂商盈利模式日渐成熟，充电桩建设也在由补贴驱动逐渐转向市场驱动。截至2022年12月，我国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达1310万辆，充电桩保有量达520.9万座，车桩比下降到至2.51∶1，距离实现更低车桩比的目标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根据充电联盟数据，截至2023年6月，我国充电桩保有量达665.2万座，同比增长69.8%，其中，公共充电桩保有量214.9万座，同比增长40.6%

（直流充电桩90.8万座，交流充电桩124.0万座），私人充电桩保有量450.3万座，同比增长88.4%。当年累积增长144.2万座，其中公共充电桩

新增6.5万座（直流3.1万，交流3.3万），私人充电桩新增23.1万座。

 国内充电桩行业现状：保有量迅速增长，私桩增速高于公共桩

数据来源：公安部、中汽协、中国充电联盟、南京证券研究所

 公共/私人充电桩保有量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充电联盟、南京证券研究所

 国内新能源车/充电桩保有量变化情况

 



 上游：充电桩设备元器件供应商，包括充电模块/功率器件/接触器/继电器/连接器等，代表企业有华为/中兴/盛弘股份/通合科技/英飞源等；

 中游：充电桩生产和运营方存在业务重合部分，很多主流的充电桩企业采取“生产+运营”一体化模式，代表企业有ABB/BTC POWER/Daeyoung/

盛弘股份/万帮数字（星星充电）/玖行能源/科陆电子/中恒电气/科士达/万马股份等；

 下游：充电桩下游主要以新能源电动汽车和充电服务运营解决商为主，代表企业有万帮数字/特锐德/国家电网/南方电网/奥动新能源/杭州伯坦

/比亚迪/特斯拉/上汽集团/金龙客车等。

 充电桩行业产业链

注：上图成本构成以180KW（双枪）直流充电桩成本结构为例
数据来源：优优绿能招股说明书、中经商业评论、充电桩管家、中信建投研究所、南京证券研究所

上游：设备零部件生产 中游：充电桩及其他充电设备 下游：运营商服务及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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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充电桩各部件的成本占比中，可以看出，充电模块是充电桩最为核心的部件，以180KW双枪直流充电桩为例，成本占比可达40%。充电元器件

行业厂商较多，进入壁垒较低，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带来行业竞争较为充分。经历多年价格充分竞争，充电模块单瓦成本不断下降，根据中

商产业研究院等数据显示，充电模块单瓦成本从2016年1.20元/W下降至2022年0.13元/W，降幅为89.2%；

 从优优绿能招股说明书中，也可以看到公司各充电模块产品（15KW/20KW/30KW/40KW）价格走势。公司30KW充电模块是营收占比最高的产品，

2020年至2022年营收占比分别为78.2%、70.9%、77.3%，其价格分别为3,451.87元、3,358.80元、3,997.03元，由此计算得到的充电模块单瓦价

格分别为0.12元/W、0.11元/W、0.13元/W。与产业数据保持一致。

 充电桩产业关键部分：充电模块

数据来源：优优绿能招股说明书、南京证券研究所

 充电模块单瓦价格走势（元/W）

数据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第一电动网、优优绿能招股说明书、南京证券研究所

 优优绿能充电模块单价情况（元）

 



 目前充电桩行业主流的商业模式主要分为运营商主导、车企主导、第三方主导、国企主导等模式。这些代表性企业或平台主要通过收集充电服

务费的方式实现营业收入，此外，其他收入来源例如广告收入、流量变现、配套餐饮、增值服务等也是充电桩厂商致力于拓展的其他收入。充

电桩的运营需要运营商、车企、第三方平台的高度配合，因此各方资源的整合也是开展充电桩核心业务的关键。此外充电桩的运营需要考虑场

地的选择以及设备的使用，这两点决定了充电应用场景和客户群体，也决定了充电桩的利用率以及服务费定价，合理平衡收入和成本。

 国内充电桩商业模式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南京证券研究所

充电桩商业模式分类

运营商主导模式 车企主导模式 第三方平台主导模式

代表企业：特来电/星星充电 车企自建模式 车桩合作模式 代表企业：小桔充电/云快充

运营模式成熟、
布局市场化，
对资金规模和
渠道资源要求
较高

服务内容 优劣势

线 上 ： APP 、
SaaS平台、充电
数据、检测、充
电桩增值服务

优势：推动竞争、
加速新能源车桩
推广，加速民间
资源整合，运管
高效

线下：充电桩安
装、维修保养、
充电站运维

劣势：重资产运
营且各自为政，
较难互通

代表企业：蔚
来、特斯拉

模式特征：闭
环生态链、拉
动销售、延伸
价值链、提高
服务质量

代表企业：威
马汽车 +特来
电

模式特征：提
高营收能力、
加深数据互联
互通、优势互
补、扩大经营
范围

运营模式

资源整合：
公共充电桩
+ 私 人 充电
桩

信息聚集：
位置、功
率、状态、
价格

解决方案 平台网络/第
三方平台

B端服务：运营商充电桩一键
接入、定制化运营服务平台，
充电桩管理+大数据服务

C端服务：跨平台充电桩整合，
找桩、导航、支付全流程解决
方案

 



 根据中国充电联盟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6月底，国内公共充电桩运营商市占率TOP5分别为特来电、星星充电、云快充、国家电网和小桔充电，

合计市占率达68.68%，CR10市占率合计达86.20%，CR15市占率合计达94.06%。充电桩运营端市场格局较为集中且清晰。另外，相比较2020年1月

充电桩运营商数据，CR5充电桩运营商数量434,684台，至2023年6月飙升至1,475,804台，年化增长率为41.80%，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按照公共充电桩数量的变化来看，2020年1月至2023年6月，随着市场新进入企业的增多，CR5、CR10、CR15市占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但是，

从充电电量的角度来看，TOP5充电运营商合计占比仍然高达81.1%，说明虽然竞争对手增加，导致头部企业市占率下降，但新入场者经营困难程

度陡增，原市场领先企业如特来电、星星充电、小桔充电等凭借先发优势，依然能够保证其充电桩的使用率。

 充电桩市场竞争格局

数据来源：中国充电联盟、南京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充电联盟、南京证券研究所

2020年1月
序号

2023年6月

充电桩运营商 数量（台） 占比 累积占比 充电桩运营商 数量（台） 占比 累积占比

特来电 152,106 28.81% 28.81% 1 特来电 428,035 19.92% 19.92%

星星充电 130,013 24.62% 53.43% 2 星星充电 391,603 18.23% 38.15%

国家电网 87,846 16.64% 70.06% 3 云快充 343,592 15.99% 54.14%

云快充 39,708 7.52% 77.58% 4 国家电网 196,484 9.14% 63.28%

依威能源 25,011 4.74% 82.32% 5 小桔充电 116,090 5.40% 68.68%

上汽安悦 17,822 3.38% 85.69% 6 蔚景云 97,113 4.52% 73.20%

中国普天 14,152 2.68% 88.37% 7 深圳车电网 78,268 3.64% 76.84%

深圳车电网 12,632 2.39% 90.77% 8 南方电网 72,788 3.39% 80.23%

万马 8,731 1.65% 92.42% 9 依威能源 72,108 3.36% 83.59%

云杉智慧 7,651 1.45% 93.87% 10 汇充电 56,034 2.61% 86.20%

易充 5,793 1.10% 94.97% 11 万城万充 51,437 2.39% 88.59%

珠海驿联 5,059 0.96% 95.92% 12 蔚蓝快充 40,036 1.86% 90.45%

南京能瑞 4,693 0.89% 96.81% 13 万马爱充 29,278 1.36% 91.81%

万城万充 3,492 0.66% 97.47% 14 上汽安悦 24,557 1.14% 92.95%

南网 2,118 0.40% 97.88% 15 中国普天 23,847 1.11% 94.06%

项目 TOP5充电运营商 合计占比

公用充电桩 云快充 星星充电 特来电 小桔充电 国家电网 65.1%

专用充电桩 特来电 国家电网 星星充电 深圳车电网 云快充 87.7%

直流桩 特来电 云快充 星星充电 小桔充电 国家电网 80.5%

交流桩 星星充电 云快充 特来电 国家电网 依威能源 65.3%

充电总功率 特来电 云快充 星星充电 小桔充电 南方电网 77.3%

充电电量 特来电 星星充电 小桔充电 云快充 蔚景云 81.1%

 各分类TOP5充电桩运营商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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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端假设】：服务费：0.55元/KW·h；政府补贴包含两部分：建设补贴+运营补贴，建设补贴为总投资额的20%，运营补贴为0.2元/ KW·h；

 【费用端假设】：充电桩每日有效利用率8%；电价0.65元/KW·h，综合电耗7%；检修维护从第2年开始，为设备总额的5%；场地租金为4万/年，

每年递增6%；折旧期限：机器设备、充电桩、房屋建筑物均为8年，直线法折旧，残值率为0%；不考虑人工费用，不涉及服务费分成；

 【建设成本】：以10台120KW双枪直流充电桩为例，建设成本包含4大部分。1）充电桩=10*（5.07+0.2）=52.7万（包含安装）；2）变压器设备

=2*18.0=36.0万（2个800KVA变压器）；3）土地硬化成本（100元/平,300平）+雨棚（220元/平，300平）=6.6万；4）施工费用=7.46万；总计建

设成本大约105.76万；

 直流充电站运营盈利模型测算（以10台120KW双枪直流充电桩为例）

数据来源：优优绿能招股说明书、南京证券研究所

充电桩运营情况 经营收入 运营成本 项目评估

充电桩数
量

充电桩功
率

单桩利用
率

单桩日有效工作
时间

年有效工作
天数

日充电电
量

电价 服务费
运营补

贴
经营收入

合计
建设投
资

折旧费
用

综合电
耗

综合电
价

检修维护
费用

租金成
本

营业成
本

年投资回
报率

静态投资回
收期

台 KW % h 天 KW·h
元
/KW·h

元
/KW·h

元/KW·h 万元 万元 万元 % 元/KW·h 万元 万元 万元 % 年

10 1,200.0 8.0% 1.92 330 2,304.0 0.65 0.55 0.20 98.39 105.76 13.22 7.0% 0.65 2.54 4.00 47.03 5.1% 4.99

10 1,200.0 9.0% 2.16 330 2,592.0 0.65 0.55 0.20 110.69 105.76 13.22 7.0% 0.65 2.54 4.00 52.91 11.9% 2.99

10 1,200.0 8.0% 1.92 330 2,304.0 0.65 0.65 0.20 105.57 105.76 13.22 7.0% 0.65 2.54 4.00 47.03 12.8% 2.99

10 1,200.0 8.0% 1.92 330 2,304.0 0.65 0.55 0.15 94.59 105.76 13.22 7.0% 0.65 2.54 4.00 47.03 0.6% 5.98

10 1,200.0 8.0% 1.92 330 2,304.0 0.65 0.55 0.20 98.39 105.76 13.22 7.0% 0.50 2.54 4.00 36.17 16.6% 1.99

10 1,200.0 8.0% 1.92 330 2,304.0 0.60 0.55 0.20 95.03 105.76 13.22 7.0% 0.65 2.54 4.00 47.03 1.2% 5.98

 



 核心假设：未来三年，1）中国汽车销量保持增速1%，新能源汽车销量保持30%/25%/20%，至2025年渗透率接近50%；2）充电桩车桩比按5%速率下

降；3）公共充电桩占比保守假设为35%；4）公共充电桩中的快充充电桩占比有望进一步提升，分别为43%/45%/47%；5）新能源车寿命5-8年，报

废率参考12.5%；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充电桩保有量有望达到853.7/1,278.4/1,798.9万台，其中公共桩为298.8/447.4/629.6万台。

 中国充电桩市场规模测算

数据来源：中汽协、中国充电联盟、优优绿能招股说明书、南京证券研究所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E 2024年E 2025年E

中国汽车销量（万辆） 2,531.1 2,627.5 2,686.4 2,713.3 2,740.4 2,767.8 

YoY（%） -1.8% 3.8% 2.2% 1.0% 1.0% 1.0%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万辆） 132.3 350.6 687.2 893.4 1,116.7 1,340.0 

YoY（%） 4.0% 165.0% 96.0% 30.0% 25.0% 20.0%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5.2% 13.3% 25.6% 32.9% 40.7% 48.4%

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万辆） 492.0 784.0 1,310.0 2,039.6 2,901.4 3,878.7 

YoY（%） 29.2% 59.3% 67.1% 55.7% 42.3% 33.7%

充电桩保有量(万台） 168.1 261.7 520.9 853.7 1,278.4 1,798.9 

车桩比 2.93 3.00 2.51 2.39 2.27 2.16 

车桩比变化率（%） -6.2% 2.4% -16.1% -5.0% -5.0% -5.0%

充电桩销量（万台） 46.2 93.6 259.2 332.8 424.6 520.6 

公共

公共充电桩保有量（万台） 80.7 114.7 179.7 298.8 447.4 629.6 

公共桩销量（万台） 29.1 33.9 65.0 119.1 148.6 182.2 

公共车桩占比 48.0% 43.8% 34.5% 35.0% 35.0% 35.0%

快充桩

公共-快充充电桩保有量（万台） 30.9 47.0 76.1 128.5 201.3 295.9 

快充充电桩占比 38.3% 41.0% 42.4% 43.0% 45.0% 47.0%

公共-快充充电桩销量（万台） 9.1 16.1 29.1 52.4 72.9 94.6 

慢充桩

公共-慢充充电桩保有量（万台） 49.8 67.7 103.6 170.3 246.1 333.7 

慢充充电桩占比 61.7% 59.0% 57.7% 57.0% 55.0% 53.0%

公共-慢充充电桩销量（万台） 20.0 17.9 35.9 66.7 75.8 87.6 

私人

私人桩保有量（万台） 87.4 147.0 341.2 554.9 830.9 1,169.3 

私人桩销量（万台） 17.1 59.6 194.2 213.7 276.0 338.4 

私人车桩占比 52.0% 56.2% 65.5% 65.0% 65.0% 65.0%

 



 核心假设：除前页假设外，未来三年，1）公共直流充电桩平均功率以每年5%增长，公共交流充电桩平均功率仍以7KW为主；2）充电模块单价保

持0.13元/W；3）充电模块占充电桩成本比重为40.6%，充电桩价格包含30%毛利率；4）功率器件、电感电容、传感器/PCB、DSP芯片占充电桩成

本比重分别为11.7%/9.3%/4.7%/3.3%。

 中国充电桩配套模块及电子元器件规模

数据来源：中汽协、中国充电联盟、优优绿能招股说明书、南京证券研究所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快充桩

公共-快充充电桩保有量（万台） 30.9 47.0 76.1 128.5 201.3 295.9 

快充充电桩占比 38.3% 41.0% 42.4% 43.0% 45.0% 47.0%

公共-快充充电桩销量（万台） 9.1 16.1 29.1 52.4 72.9 94.6 

慢充桩

公共-慢充充电桩保有量（万台） 87.4 147.0 341.2 554.9 830.9 1,169.3 

慢充充电桩占比 61.7% 59.0% 57.7% 57.0% 55.0% 53.0%

公共-慢充充电桩销量（万台） 20.0 59.6 194.2 213.7 276.0 338.4 

公共直流充电桩平均功率（KW） 131.00 137.55 144.43 151.65 159.23 167.19 

YoY 5.0% 5.0% 5.0% 5.0% 5.0%

公共交流充电桩平均功率（KW） 7.00 7.00 7.00 7.00 7.00 7.00 

充电模块市场保有量（亿瓦) 466.2 749.4 1,338.1 2,336.9 3,787.6 5,766.1 

充电模块市场增量市场（亿瓦) 283.2 588.7 998.8 1,450.7 1,978.5

充电模块单价（元/W） 0.13 0.15 0.13 0.13 0.13 0.13 

市场规模

充电模块（亿元） 42.5 76.5 129.9 188.6 257.2 

充电桩（亿元） 136.0 245.0 415.8 603.8 823.6 

功率器件（亿元） 11.8 21.3 36.1 52.5 71.6 

电感电容（亿元） 9.7 17.5 29.7 43.2 58.9 

传感器/PCB（亿元） 4.9 8.9 15.0 21.8 29.8 

DSP芯片（亿元） 3.5 6.2 10.6 15.3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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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行业增长能否如预期？

 关键在于单桩能不能盈利，充电站能不能盈利？根据前文计算，可以盈利，但是投资回报期较长，前期投入较高。提高盈利能力的核心关键有两

点，一是提高充电桩利用率（可以用惩罚机制防止占桩、提升充电桩灵活性）；二是增加服务内容，比如广告（较易实现）、检测（用户认可

难）、光储（投入更大）。在发展初期，影响充电桩利用率最关键的因素是地段，位置决定了流量，流量才能最为便捷的提升充电桩利用率；

 2）行业增长的壁垒是哪些？

 最大的行业增长壁垒在于土地资源的稀缺，这种稀缺性会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长、快充技术的提升，进一步增长；政府提高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下乡，可能导致有地方资源的政府性机构或有政府资源的企业拥有较强的优势，其余社会性资本进入阻碍将会加大（一是比较难进入市场，

二是不敢过早介入市场，因为有一定概率政府性充电桩建设在周边，将对所覆盖流量产生较大冲击）；

 技术并不是很大的竞争壁垒，根据优优绿能招股说明书，公司2015成立，同年推出15KW充电模块，2016年推出20KW充电模块，2017年推出

500V、750V的30KW充电模块，2018年推出1000V的30KW充电模块，2019年推出300V-1000V恒功率充电模块，2020年推出40KW充电模块。

技术快速成熟，达到市场领先水平。

 3）行业发展具备哪些特点？

 从充电桩分布及技术演进的角度来看，行业最初阶段，通过抢占核心地段、流量高的地段建充电站，以此提高单桩利用率。随着土地资源稀缺性

愈发明显，转而进入第二阶段，即提升充电速度，缩短单车充电市场以提高单桩利用率（目前就处于该阶段）。未来，充电站为提高盈利能力，

将会在技术支持的前提下，尝试光储充一体化；从客群的角度来看，最广泛的客群是网约车/公交大巴等营运性客户，其次才是缺乏家充条件，或

在外偶尔充电的私家车主。核心点是怎样缓解私家车主在充电等待期间的不适，所以目前充电站大多设置在商场酒店等功能区域。若快充技术提

升至充电市场压缩至30分以内，在此前提下，私家车主对公共充电桩的增量需求将是推动行业发展的二阶助力。

 充电桩行业未来发展趋势

 



风险提示

•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不及预期

• 经济复苏不及预期

•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

• 充电桩行业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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