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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一线

能源快报

□ 陈大英

4 月 10 日，中汽协发布最新统计信息，

2020年 1月~3月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7 万辆和 8.5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61.8%和

58.6%，与整个汽车行业一样，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的严重影响。

事 实 上 ，随 着 补 贴 退 坡 政 策 实 施 ，

2019 年下半年纯电动汽车产销量即开始

显 著 下 滑 ，产、销 分 别 同 比 下 降 -23.3%

和-29.7%。

图1 2019年上半年（H1）和下半年（H2）汽

车及纯电动汽车产、销同比变化情况

尽管暂时遇到困难，以纯电动汽车为主

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仍被寄予厚望，在 2019

年 12 月工信部公开征求意见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中就明

确提出，2025 年新能源汽车销售占比将达

到 25%。而 2018 年和 2019 年，我国新能

源汽车销售占比仅为 4.5%和 3.8%，差距

明显。

长期来看，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仍落后于新

能源汽车产业整体发展速度，充电难抑制了相

当一部分人的电动汽车购买意愿。随着充电桩

作为新基建成为新的投资热点，新能源汽车基

础设施短板有望得到补齐，或可打破纯电动汽

车产销面临的僵局。

私人充电桩有望获得更大增长

据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

（下称“充电联盟”）数据显示，截至2月，全国

（不包括港、澳、台，下同）共建成公共类充电桩

53.1万台，私人充电桩71.4万台。经测算，私

人电动汽车配套建桩比例68.1%，全部电动汽

车车桩比约为2.5:1。

图2 2017年~2019年充电桩与纯电动汽车

保有数量及电动汽车配套桩比例

整体看，2017年以来电动汽车配套充电桩

比例小幅上升，其中私人电动汽车配套充电桩

比例变化不大，但2019年增速下降明显。而公

共充电桩增长迅速，2019年同比增长72.1%，

是车桩比改善的主要推动力。

图3 2018年~2019年不同充电桩保有量和

电动汽车保有量增速对比

优先发展公共充电桩使我国公共快充桩

2018 年全球占比高达 78%，规模远超其他

国家。

图4 2018年全球电动汽车和公共充电桩

各国分布情况

发力公共充电桩，特别是快充桩，适应我国

大型城市人口密集、多层住宅普遍的国情，有利

于提升充电覆盖区域。但据中国电动汽车百人

会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公共充电设施利用

率尚不足10%，对拉动私人电动汽车消费作用

有限。

建在住宅或办公场所的私人充电桩对提

高充电便利性和全社会普及电动汽车仍具有

重要作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电动汽车百

人会副理事长欧阳明高在年初一次论坛上阐

述电动汽车下一步发展时表示，要提高充电便

利性，提高充电便利性之后客户对里程的需求

就会降低，如果在家里或者单位有充电桩，会解

决该问题。

国发能研院、绿能智库测算发现，充电桩数

量在未来仍有较快增长空间，这将对电动汽车

新一轮增长提供支撑。

中国汽车工程协会曾预测2025年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将达2000万辆，假定纯电动汽车比

例为 80%，按照当前充电桩配套比例计算，

2025年将新增充电桩500万台以上。

而私人充电桩有望获得更大增长。据国际

能源署（IEA）统计，2018年全球新增160万充

电桩中90%为私人充电桩，除中国、日本，其他国

家私人充电桩车桩比为1:1.1（中国仅1.5:1）。

考虑未来电动汽车市场向中小城镇下沉，若以

1:1车桩比估算，私人充电桩2025年缺口另有

300万台~400万台。

新技术将为充电桩赋能

近年来，电动汽车电池容量和性能提升

较快，充电桩性能也随之不断提高。以充电

功率为例，据充电联盟统计，公共直流充电桩

功率提升较快，从 2016 年年底的 69千瓦提

升到2019年的115千瓦以上，很多新建公共

充电桩已达120千瓦以上，可大幅缩短快充

时间。

充电桩与能源网络的融合在加快。欧阳

明高表示，充电基础设施的本质是资助国家新

一代能源基础设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主席万钢也指出，要加强基础充电

设施的建设，来推动新能源汽车与能源的融合

发展。

据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阙诗丰透露，国网在2019年已经启动V2G

（汽车与电网双向互动）技术，已投放2000根

V2G的桩，2020年将以不低于这个数量桩的

规模继续投放。同时，2020 年绿电交易在

2019年规模上会翻一倍以上。早在2019年

10月国网发布的预测中显示，2025年通过电

动汽车消纳清洁能源能力将可达到近300亿

千瓦时。

与此同时，充电桩作为用户、汽车、电网、

各类企业多方信息交互的终端，受益于5G、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

互通水平不断提升，充电基础设施信息服务平

台体系在多个层面已经建立，有助于充电设施

的规划建设，提升充电服务水平，并保证充电

安全。

南方电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2019年

将原有的7个平台合并为1个，覆盖全南网。

深圳相关充电桩的利用率达到了45%。

而国网电动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也已建成全

球接入充电桩数量最多、覆盖地域范围最广的

智慧车联网平台，“十纵十横两环”的高速快充

网络连接了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273个

主要城市。截至目前，智慧车联网平台有效注

册用户已累计超过200万人。

近日，国网出台充电桩“桩主合伙人”计划，

推出多种创新的合作模式，推动充电桩建设并

扩大平台接入量。按照2020年规划，智慧车联

网平台充电桩接入总量将提高到100万个，基

本实现主要城市内新能源车充电半径郊区县不

超5公里、环城区不超3公里、城区500米的快

速充电网络。

国发能研院、绿能智库认为，伴随新基建而

快速发展的新技术将为充电基础设施不断赋

能，极大提升充电桩服务能力。推动电动汽车

的充电便利性、经济性和安全性，并在更大范围

内实现与电网良性互动。

建桩热潮激发汽车市场活力

乘用车是目前我国汽车市场的主力，2019

年销量占所有汽车的83.2%，是未来电动汽车

最有潜力的细分市场。

就乘用车使用成本来看，电动汽车极具吸

引力。仅考虑燃料费用，即便国际油价大幅下

跌，考虑到国内最低40美元/桶的“地板价”，采

用私人充电桩充电，电动汽车每百公里燃料费

用仍不足燃油车的两成。

表1 电动汽车与燃油汽车燃料费用对比

注：私人充电桩充电价取北京居民二档用

电价；油价按92#汽油国内“地板价”取值。

而A0级以下纯电动汽车购置费用也可取得

突破。据调查，91%的私人汽车日均行驶里程不

超过100公里，满足城镇农村基本出行需求的低

续航里程电动汽车购置成本可显著下降。同济

大学校长助理、汽车学院院长余卓平指出，A0级

以下的纯电动车可作为国民车普及，只需保证

150公里的续航里程，成本仅5万元~6万元。

在购置、使用费用均具备较好竞争力情况

下，解决好充电问题，可快速提升我国中小城市

和乡村电动汽车的消费能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

示，2018年每百户拥有的交通工具中，家用汽车

普及率较低，而摩托车和电动助力车数量庞

大。当前电动助力车存量已达3亿辆以上，未来

有望实现消费升级和替代，可释放大量需求。

表2 中国每百户车辆拥有量（2018年）

事实上，当前我国电动汽车市场和基础设

施分布并不均衡，中小城市和乡村尚有不少空

白。公共充电桩排名靠前的广东、江苏、北京、

上海四省、市，合计占比达到近47%。而北京

已建成的私人充电桩就达14.55万个，占全国

的20%。当充电问题得到解决，一些地区已展

现出电动汽车消费潜力。

柳州市持续采用完善专有停车位和充电设

施等有效措施打造新能源汽车应用良好生态，

取得显著成效。截至2019年9月，累计建设充

电桩站点255个，标准充电桩1978个，2KW以

下充电插座12,342个，80%的老旧小区可予安

装。2019年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达9.8%，

出行率更高达20%，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图5 柳州新能源汽车出行率

国发能研院、绿能智库认为，新基建政策落

地将催动充电桩新一轮快速发展，电动汽车充

电难题有望逐步得到缓解。除了促进当前优势

区域电动汽车扩大市占率外，更可充分释放中、

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电动汽车消费需求，

从而在更大范围带动电动汽车新一轮快速增

长，保持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先发优势。

（作者单位：北京国发智慧能源技术研究院、

绿能智库）

本报讯 4月11日，天津市与国家

电网有限公司以视频形式举行“云签

约”。双方确定将继续深化合作，共同加

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电力能源服务

保障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实施。

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副总经理王迎秋

介绍，根据本次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

方将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统筹京津

冀电网一体化规划，加大“外电入津”比

例，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支持电动汽

车充电设施建设，通过产业合作、业务合

作、资本合作等多种方式，加快新型基础

设施项目配套电网工程建设。

在新能源领域，力争到2025年消纳

可再生能源电量占天津市用电量比重提

高到18%。加大钢铁、冶炼、化工等行

业企业电能替代力度，因地制宜推广

集中式电采暖，倡导以电为中心的冷、

热、电、气综合能源利用模式，力争到

2025年天津市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

重达到38%。

除此之外，还将在推进中新天津生

态城、北辰产城融合示范区智慧能源小

镇建设经验推广；加快带电作业机器人

的迭代研发，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等多领

域加强合作。

王迎秋表示，近年来，天津建成

1000千伏特高压“两交”线路及天津南

变电站，天津电网接受区外的输电能力

大幅提升。同时，在天津中心市区、环城

四区和滨海新区的建成区，基本建成服

务半径为0.9 公里的公用充电设施网

络，实现天津过境高速充电服务全覆盖，

打造“京津冀相邻城市 1.5 小时交通

圈”。这些均为天津市和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深化战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振华 王 宁）

□ 王迎霞

“知道它厉害，没想到这么厉害！”4月9日，

谈及智能化无人采矿，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

枣泉煤矿党委书记、矿长翟文连说了几个“没

想到”。

大年初三，枣泉煤矿收假复工的日子，

不料新冠疫情将一部分回老家过年的员工

隔离在异地，用工缺口近百人。这时候，该

矿投运不到 1 个月的智能化无人开采工作

面挺身担当——一次性核减近一半劳动力

补充到其他区队，一季度超额完成生产任

务，成了疫情期间保障能源供应的“硬核”

力量。

瞄准智能开采 啃下“硬骨头”

枣泉煤矿投入开采已经13年，随着矿井开

采延伸，高质量发展面临着多重制约。

“苦脏累险”，说的既是矿工的工作性质，也

是矿工的采掘环境。在常年不见天日的采煤一

线，尽管实施了收入倾斜等激励政策，用工紧

张、人员老化的问题依旧突出。

建设“少人”甚至“无人”的智能开采工作

面，成为全矿上下的共同愿景。

放眼国内，煤炭领域智能化开采在数量、智

能程度、常态化应用水平等方面均处于初级阶

段。各省区重点企业虽然都在推进这项研究，

但整体效果不及预期。

枣泉煤矿2018年组建了一支30多人的科

研团队，启动220,704智能化工作面研发项

目。这是国家2030重点科研攻关项目，又是国

能集团重点建设的首批20个智能化工作面

之一。

“在复杂地质条件下布置智能工作面，科研

团队走过了相当艰辛的探索过程。”翟文感

慨道。

倾角大、矿压大、断层多，无论对人工操作

下的采煤作业还是实施智能化无人开采而言，

都是一场严峻考验。

比如大倾角环境下的液压支架，除了要实

现自动跟机移架支护，还要具备智能识别姿态、

防倒、防滑、防钻底、防咬架等特殊管控功能，相

当于每一台支架都是一个智能思考、智能控制

的“机器人”。

如此复杂的功能需求，每一项都需要从

采煤设备、传感仪器、信息传输、工艺编程、控

制系统等全流程反复测试联调，最终实现“人

与设备、设备与设备、设备与采场”之间的智

能对话。

突破多个瓶颈 打赢“翻身仗”

项目实施以来，科研人员围绕难点集中

“火力”破题，经过海量试验，研发出综采成套

装备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

据《科技日报》报道，枣泉煤矿1月6日首

次实现智能化无人开采，宁夏几代煤矿人“坐在

地面采煤”的梦想变成现实。

到底有多智能？

在调度指挥中心，随着采煤司机按下桌面

操控台上的启动按钮，轻点鼠标，你会通过监控

屏幕看见胶带机、转载机、破碎机等依序运转，

采煤机开始割煤。随即，220704智能工作面源

源不断地将煤炭输送到地面。

在这个294米长的工作面上，所有采煤设

备都由传感器、扫描器、摄像仪、检测仪和数据

线、无线基站等信息控制单元连接。靠着这些

装置，指挥中心便能清晰观察、诊断井下的供水

供电及设备工作状况。

“设备实现了复杂地质条件下倾斜工作面

地面调度室桌面远程控制、采煤机无人驾驶自

主截割、全部智能一键启停、4G‘有线+无线’万

兆专网传输，矿井进入常态化高效智能开采阶

段，日割煤达到了13刀。”负责智能开采信息系

统的机电副总工程师马昆说。

因此，当疫情来袭时，曾经困扰枣泉煤矿的

地质复杂、开采困难、用工紧张等问题迎刃而

解，有力支援了全矿及其他区队的满负荷运行。

而团队攻克的指令无线传输、媒体透明开

采、刮板机上窜下滑控制等6项国际难题，创建

的“煤—水”实时感知智能调控开采技术体系

等，又加速了“智慧矿山”建设步伐。

用翟文的话说，在智能工作面的建设中，他

们从“水土不服”到“落户扎根”，走上一条绿色、

安全、高效、清洁、智能的开采之路。

山东淄博运用大数据
服务能源产业

《能源简报》将于4月17日正式发行

本报讯 记者赵薇报道 4月10日，

记者了解到，由山东省淄博市能源事业

发展中心主办的《能源简报》已成功试运

行3期，4月17日将正式发行。《能源简

报》将立足淄博、辐射全国，通过与国内

知名大数据公司强强联手，对能源商品

价格进行大数据分析，以推动构建淄博

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生态。

打开4月10日发行的《能源简报》

试刊第3期，记者注意到，长达14页的

简报对成品油、天然气、煤炭、锂电池终

端、基础锂盐等能源商品的价格动态、

供需形势、热点情报、政策等进行了详

细分析，并发布了部分能源企业的最新

动态。

据淄博市能源事业发展中心党组成

员、副主任许军介绍，《能源简报》设立

“能源动态”“趋势分析”“热点情报”“企

业之窗”等栏目，关注能源价格动态，分

析能源市场趋势，传递能源热点情报，展

示能源企业形象。

以“企业之窗”为例，从2月底开始，

淄博市能源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就在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护的同时，向新能

源及相关企业发放联系信函600余封，

深入十余家企业调研，介绍单位职责，了

解企业困难需求，征求企业意见建议，共

商共谋淄博能源行业发展之策。

“能源是工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础和命脉，对于淄博这样一个工

业城市来说尤为如此。当前，为政府和

相关企业提供相应的能源方面的大数据

服务，就是为淄博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新

动力、注入新能量。”谈及出台《能源简

报》初衷，许军如是说。

据悉，淄博市能源事业发展中心将

以“平台思维”建设能源专家智库平台、

能源企业服务平台、能源大数据平台，着

力服务企业、服务改革、服务发展、服务

民生，助力淄博新旧动能转换和能源产

业高质量发展。

天津市与国家电网
签约共推“新基建”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智能无人开采：能源供应的硬核力量

充电桩建设将促进电动汽车与能源深度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