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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任磊磊

重量级选手入局
充电桩竞赛拉开大幕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指
出，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进度。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建设也出现在新基建所
涉及的七大领域内。

仅在两天后的3月6日，国内动力电池龙头老
大宁德时代就风风火火入局充电桩行业；3月31日，
蚂蚁金服全资子公司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入股简单充（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成为简单充的
第二大股东；同一天，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地图宣布
推出新能源车充电服务解决方案，并正式上线充
电地图。明星企业特斯拉此前也宣布2020年在中国
地区新增4000个以上超级充电桩；广汇汽车与国网
电动汽车成立的合资公司在上海揭牌，规划2020年
完成43万个充电桩的布局；房产大亨恒大集团、碧
桂园、万科、融创等也开始布局充电桩产业，作为
其物业的配套服务，甚至在滴滴出行、哈罗出行这
些共享出行领域的企业也开始计划进入充电桩领
域。

就在“重量级选手”争先入局之时，各省市围
绕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地区竞赛也拉开大幕。

日前，广西提出“能源网基础设施建设三年大
会战实施方案”，其中充电设施项目总投资13 .94亿
元，共新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20335个、充电插座
58100个；海南计划今年开始对全省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分批给予建设运营补贴；早在2016年，广

东就提出了三年计划，将投540亿元建充电设施，建
成集中式充电站约1490座、分散式充电桩约35万
个。

2019年，山东就明确提出到2022年底前，全省充
电基础设施保有量达到10万个以上。其中，公共停
车场配建的充电基础设施占车位比例不得低于
15％，全省4A级以上旅游景区基本实现充电设施
全覆盖。

在区域分布上，截至2019年底，江苏、广东、北
京、上海、山东属于充电桩保有量较大的省份。

市场存在巨大缺口
山东企业捷足先登

为什么都在争抢充电桩的风口？
事实上，从国家将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纳入新

基建，到巨头入局等这一系列动作，从侧面反映了
目前新能源充电桩仍存在巨大缺口。

根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
2020年）》，到2020年，新增分散式充电桩超过480万
台，规划车桩比（新能源汽车与充电桩保有量配
比）基本达到1∶1，以满足全国500万辆电动汽车充
电需求。然而，截至2019年底，我国充电桩仅为120
万台，车桩比约为3.5：1，与规划仍存在明显差距。

有机构预测称，2020年，国内充电桩设备市场
空间为1165亿元，2025年将达到2378亿元。

根据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
2019年度报告，中国充电桩前四位的企业分别
是特来电、国家电网、星星充电、云快充。值得注
意的是，特来电运营148083个公共充电桩，占全
国超过40%的市场份额，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充

电桩运营企业。据公司披露，特来电成立五年
来，APP用户270万+，服务车辆90万+，充电网和
人、能源、汽车电池交互大数据50亿条/天（日均
6TB），成为行业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充电大数据
公司。

这家土生土长的山东企业，在新能源汽车充
电桩领域大有捷足先登之势。

从业内竞争对手来看，排名第二的星星充电
是特来电目前有力的竞争对手，两者之间的差距
也越来越小，尤其是星星充电在海外市场的开疆
扩土。

国网新能源也不容小觑，尤其是新任董事长
毛伟明上任后对国网综合能源服务寄予厚望，充
电桩业务也包含其中。

模块化、合伙人共建
特来电搭建产业生态

在这场竞速战中，特来电对自己很有信心，这
种自信源于其现在正在搭建的模块化、合伙人共
建等模式，也源于其依托的母公司特锐德。作为箱
式电力设备研发生产基地，位于青岛的特锐德被
称为“创业板”第一股。

目前国内大多数充电桩企业因为规模偏小导
致盈利困难，加之前期各自为战的格局，充电桩共
享化、通用化的意识淡薄，从而导致运营效率极
低。

天风证券研究报告显示，运营类充电桩静态
投资回报期平均为5.74-9.57年。大多数企业在等来
盈利之前，就要先面对充电桩老化、淘汰等问题。
相关数据显示，2017年初国内公共充电基础设施运
营商超过1000多家，但是目前仅剩约100家，只有
10%左右的运营商存活下来。

特锐德&特来电董事长于德翔表示，很多充电
桩服务商因为不具备生产能力，因此在为用户安
装之后，后续的升级问题就非常麻烦，如果升级，
需要把原来的桩砸了重新安装。“我们目前有26万
个充电桩，想象一下如果都砸了升级的话，那损失
是非常大的。”

而正是基于母公司全产业链硬件制造的优
势，特来电在面临升级问题时，就显得十分从容。
特来电充电桩在设计之初就以模块化的思路设
计，后续的升级、维修等一系列售后问题在前端就
已经得以解决。

“这些充电桩在建设的时候，建有统一的机
房，并放有备用件，假如某一个部件坏了，我们远
程就能知道是哪个部件出了问题，然后告知用户
或者小区物业人员，他们直接从机房取件更换就
可以了，无需经过特殊培训。”这样算下来，特来电
不需要供养庞大的售后团队，简单问题以及后期
的升级换代成本仅有往来的快递费。

更重要的是，特来电采用共建合伙人模式，共
建合伙人负责全部投资并持有电站资产，电站委
托特来电运营，合作期间运营权归属特来电，收益
权归属合伙人，同时特来电为共建合伙人提供运
营、运维和平台等服务，并视服务的内容收取一定
的费用。共建模式下，特来电出让部分利益，得以
压缩基础建设的成本，以轻资产的状态加速抢占
市场占有率，以更快的时间形成产业生态。

由一个桩变成一张网
资本助力业务开拓

在新基建的风口下，于德翔对特来电的规划
不是一个简单的充电桩，而是一张巨大的安全、智
能、互联的充电网。特来电计划把新能源汽车和新
能源连接起来，把汽车、用户连接起来。对上连接
起电网和新能源，对下连接千万级汽车、千万级用
户，这也是特来电一直坚持的“做的不是充电桩，
而是充电网。”

这张网不仅能实现物理连接，还能在云端实
现数据链接，进行能源的智能调度，同时收集汽
车、用户、能源、支付大数据，从而打造成智能制造
+充电运营+数据增值服务的价值闭环新生态。这
样一来，特来电就有了一张包括硬件、软件、大数
据、云存储在内的一张巨大的网。

通俗来说，只要汽车在桩上充电，那么汽车的
数据就会同步到特来电的云后台。通过搜集这些
车辆的行驶数据，特来电就可以掌握巨大的数据
值。于德翔举例说，比如我们能够知道一辆车大概
多久充一次电，电池损耗如何，车主用车习惯是什
么，车辆存在哪些问题等等。

通过这样一个大数据库，特来电就能准确掌
握车主的车辆信息，“现在有很多新能源汽车公司
希望跟我们合作，他们希望通过我们掌握的巨大
的车辆信息了解到自家品牌车子存在的问题，需
要从哪些方面进行改进，还有车主的消费喜好、习
惯。仅从这点来说，我们就能帮助国产新能源车迅
速改进迭代，做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车型。”

近日，特来电一笔13 . 5亿增资引起关注，其成
功完成A轮融资计划。国调基金、国新资本、鼎晖投
资领衔投资，成为特来电公司新的战略投资人，这
也被业内认为是特锐德将拆分其充电业务板块实
现特来电独立上市的前奏。

特锐德相关人员表示，通过增资，将大幅提升
特来电的资本实力和未来业务开拓能力，进一步
推进及完善公司在充电领域业务的战略布局。

如今，已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领域暂时领跑
的特来电又得到了资本的加持，接下来，就要看特
来电能否用一张网给这个行业带来变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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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前期投入巨大、规模效应欠佳、回报周期长、盈利难等因素影响，充电桩行业不
温不火。不过伴随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以及充电桩被纳入新基建范畴，充电桩
行业再次被激活，出现了各大巨头跑步入局的势头，各省市围绕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
地区竞赛也拉开帷幕。

作为充电桩行业的头部公司，已经布局333个城市、拥有270多万用户的山东本土
企业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来电”）这次把风等来了。

作为充电桩行业的头部公司，特来电已布局333个城市，拥有270多万用户。 受访者供图


	A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