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
(2016-2o2o年

)

为加快推进全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电动汽车

推广应用,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制 定本规划。规划年限为⒛16-2020

年。

-、 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省围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采取有力措施加快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 断加大政策支持和专项资金支持

力度,有力推动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截至⒛15年底 ,

我省拥有各类民用汽车约 1468万 辆,其 中电动汽车约 4.3万辆 ,

主要位于珠三角地区;已 建成充电站⒛8座 ,其 中公交车充换电

站 187座 、出租车充换电站 45座 、城市公共充电站 12座、城际

快充站 4座 ;已 建成分散式充电桩 (不含充电站站内桩 ,下 同 )2.26

万个,其 中公共充电桩 0.4万个、内部专用充电桩 0.59万个、私

人充电桩 1.26万个,已建成充电站和充电桩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

区,充换电站投资主体主要为公共汽车、客运汽车、出租车运营

和物流环卫企业等,充 电桩投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事业单位、

电网企业等,私人充电桩多为电动汽车用户自行投资安装。

从我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发展情况来看 ,当 前主要存在四个

方面的问题:一是充电设施与电动汽车发展不协调。充电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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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规模与密度仍不能满足电动汽车出行基本需求,且 由于布局不

合理、通用性较差,导致部分充电设施利用率不高。二是建设制

约因素多。建设用地难的问题普遍存在,涉及利益主体多,协调

难度大;居 民小区的大量老旧或非专用停车位不具各安装条件。

此外,还涉及公共电网、用户侧电力设施、道路管线改造及施工

运行安全保障等问题。三是成熟商业模式未形成。公共充电服务

领域的商业模式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充 电服务企业普遍亏损 ,

企业投资积极性不高。四是电动汽车和充电设施技术发展尚不成

熟。续驶里程短、充电时间长仍是电动汽车推广应用的瓶颈问题 ,

充电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建设管理难度。

二、需求预测

(一 )电动汽车推广应用需求预测。

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

指导意见》(国 办发 〔⒛ 15〕 ” 号 )和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粤府办 〔⒛ 16〕 23

号 )提 出的全省电动汽车发展目标,以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工业和信
`急
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 (⒛ 15-⒛2o年 )〉 的通知 (发 改能

源 〔⒛ 15〕 14“ 号 )提 出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要求,预计到

⒛20年 ,全省纯电动公交车占全部公交车比例超 6%,其 中珠三

角地区占比超 75%;全省私人电动乘用车达到⒛ 万辆。从 ⒛16

年开始,珠三角地区更新或新增的公交车中,纯 电动公交车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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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低于 90%;珠三角地区更新或新增的出租车中,纯 电动出租

车比例不得低于⒛%且逐年提高 5个百分点;公共服务领域更新

或新增的车辆中,纯 电动车比例不得低于 30%且逐年提高 5个百

分点;省本级及珠三角地区党政机关和公共机构纯电动汽车占当

年配各更新车辆总量的比例不低于 95%。

(二 )充 电设施需求预测。

在公共服务领域 ,公交车充换电站按桩车比不低于 1:4配置 ,

出租车充换电站按桩车比不低于 1:10配置,物流环卫等专用车

充电站按桩车比不低于 1:2.5配 置,公共充电站与公共充电桩按

桩车比不低于 1:2.5配置。在专用领域,公共机构、私人专用充

电桩均按桩车比 1:l配置。预计至⒛2o年底,全省建成充电站

约 14⒛ 座,站 外分散式充电桩约 35万个。

(三 )投资规模测算及实施效果。

⒛162m0年充电设施建设总投资估算约yo亿元(包括设各、

基建投资和征地补偿费用 ),预计可拉动动力电池产值约绲0亿

元、电动汽车产值约”OO亿元。全省电动汽车每年充电电量超过

1⒛ 亿千瓦时,节约替代燃油超过 310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超过 140万 吨。

三、配置原则

——适度超前。按照“
车桩联动、桩站先行

”
模式,适度超前

规划建设充电设施,充 电设施总体服务能力满足全省电动汽车推

广应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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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布局。遵循
“
市场主导、快慢互济

”
的导向,根据不

同类型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分类合理布局充电设施,以 自用、专

用充电设施为主导,加快推进驻车地充电设施建设;在公共停车

场、商业、公建配套、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地推进公用充电设施建

设,构建充电设施建设网络,基本覆盖车辆日常行驶区域,确 保

车辆在行驶范围内能及时快速充电。

——区域差别。立足全省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电动汽车推

广应用需求的差异,珠三角地区9市作为充电设施加快发展地区,

粤东西北地区 12市作为充电设施推广地区。

四、发展目标

(一 )总体目标。

到⒛20年 ,全省建成集中式充电站约 14⒛ 座,包括:公交

车充电站 590座 、出租车充电站 170座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充电

站 300座 、公共充电站 330座 、利用高速公路服务区建成城际快

充站 100座 ;建成分散式充电桩约 35万个,包括:公共机构专用

充电桩约 7万个、公共充电桩约 8万个,私人乘用车专用充电桩

约⒛ 万个,满足全省约 41万 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实现电动

汽车
“
走遍珠三角,通达各地市

”
。

充电设施基本覆盖珠三角地区,公共充电桩与电动汽车比例

不低于 ⒈5,城市核心区服务半径不超过 0.9千米;粤东西北地区

公共充电桩与电动汽车比例不低于 ⒈7,城 市核心区服务半径不超

过 2千米。以高速公路网为基础加强充电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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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网络通过城际快速充电站从珠三角地区辐射至粤东西北地

区,形成京港澳 G4(韶关-广 州-珠海 )、 沈海 G15(潮州 广̄州-湛

江 )、 广昆高速 G80(广 州-云 浮 )、 长深高速 G25(深圳-梅州 )“一

纵一横两辐射
”
充电干线,充 电网络连通各地市及周边省份。

(二 )分阶段 目标。

1.201⒍2018年示范阶段。在珠三角地区重点建设城市公共服

务领域充电基础设施,优先在公交站场、出租车站场、大型商城、

超市、文体场馆、工业园区、风景区等选取具有示范作用的公共

场所配建充电基础设施,引 导市场消费,逐步扩大市场规模,充

电服务覆盖区域超过 ω%;在粤东西北地区重点建设公交专用充

电站示范点,充 电服务覆盖区域超过 30%。

2.201⒐202o年推广阶段。充电服务向商业化推广,社会投资

积极参与。充电网络全面形成,充 电设施基本满足电动汽车发展

需求,充 电服务基本覆盖珠三角地区,粤东西北地区覆盖区域超

过 6o%。

五·加快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以公交及出租站场、用户居住地停车位、单位内部停车场等

专用场站配建的专用充电基础设施为主体,以城市公共建筑物配

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路内临时停车位配建的公共充电基

础设施为辅助,以 独立占地的城市快充站和高速公路服务区配建

的城际快充站为补充,加快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一 )重点推动公共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适应珠三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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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公交电动化需求,鼓励公共汽车企业等在公交站场建设专用充

电站,满足电动公共汽车日常运行的需求。公共汽车充电设施以

大容量直流充电为主,换 电为辅。⒛16~202o年 ,全省新建公交车

充电站 4Ⅱ 座。珠三角各地市公交充电站数量实现到⒛18年底比

⒛15年增长一倍 ;粤东西北各地市积极推进公交充电站工程建设。

(二 )着 力推进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出租

车、环卫、物流等企业在 自有停车站场建设充电站,满足企业自

身电动汽车发展的需求。出租车充电站与专用车充电站均以建设

直流快充桩为主。⒛16乇mo年 ,全省新建出租车充电站 125座、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充电站 251座。

(三 )加快促进用户居住地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有固定

停车位用户,优先结合停车位建设充电桩,保证私人充电桩建设

与电动私家车推广同步开展。私人充电桩以建设交流慢充桩为主。

201⒍2020年 ,全省新建私人充电桩约 18.7万个。

(四 )积极开展公共机构内部停车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具各

条件的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及企事业单位,结合单位电动汽车配

各更新计划以及职工购买使用电动汽车需求,利用单位内部停车

场合理规划电动汽车专用停车位,配建充电桩。鼓励供电企业依

托变电站、营业厅建设充电设施。公共机构内部以建设交流慢充

桩为主。2o1⒍2020年 ,全省新建公共机构专用充电桩约 6.8万个 ;

201⒍2018年 ,全省各级政府机关和电网公司各品牌类营业厅、功

能类营业厅、办公大楼完成内部停车场充电桩的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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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加快推进城市公共充电网络建设。按照从城市中心到

边缘、优先发展区域到一般区域的步骤,逐步增加公共充电基础

设施分布密度。推广占地少、成本低、见效快的停车充电一体化

设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公共充电站以建设直流快充桩为主 ,

分散式公共充电桩的直流快充桩、交流慢充桩按 ⒈4的 比例配置。

结合大型商场、文体场馆等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和交通枢纽、驻车

换乘fP+R)等 社会公共停车场开展城市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鼓

励在具各条件的加油站配建公共快充设施,适 当新建独立占地的

公共快充站。在广州、深圳等市开展停车充电一体化建设运营试

点,鼓励电网企业或其他充电服务企业参与建设运营。对于无固

定停车位的居民用户,鼓励相关企业通过配建一定比例的公共充

电车位,建立充电车位的分时共享机制,为 用户充电创造条件。

201⒍2u0年 ,全省新建公共充电站 319座、公共充电桩约 8万个。

201⒍2018年 ,各地市在城市核心区大型商场、文体场馆及驻车换

乘C+R)的 配套停车场基本完成充电设施的配建。

(六 )大力推进城际快充网络建设。依托高速公路服务区停

车位,建设城际快充网络,逐步实现充换电设施覆盖全省高速公

路服务区。优先推进珠三角区域的城际快充网络建设并实现区域

间互联;适 时推进粤东西北主干城际快速充电网络建设。⒛16-2020

年,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城际快充站 100座。⒛16泛018年 ,基

本建成
“
一纵一横两辐射

”
的高速公路充电网络。

六、完善充电基础设施配套支撑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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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构建充电智能月艮务平台。融合互联网、物联网、智能

交通、大数据等技术,加快建设全省统一充电基础设施智能服务

平台,通过“互联网+充 电基础设施
”
,积极推进电动汽车与智能电

网的能量和信
`急

互动,为用户提供充电导航、状态查询、充电预

约、费用结算等服务,拓展增值业务,提升运营效率,提高智能

化水平。

(二 )加强配套电网保障能力。加强相应配套电网建设 ,满足

充电基础设施供电需求。⒛16~2020年 全省新建充电站主要以 10

千伏电压等级接入电网,配套配电变压器容量合计新增约 338万

千伏安;分散式充电桩直接接入低压配电网,用 电容量合计新增

约 321万千伏安。重点对公交站场、大型居民小区、大型商场、

超市、文体场馆、工业园区等场所的供电设施进行摸查,改造升

级供电能力不足的配电网。

(三 )推进充电标准化工作。按照充电接口及通信协议等相关

标准,开展已有充电基础设施改造,实现充电标准的统一,推动

不同厂商充电设各与不同品牌电动汽车之间的兼容互通。进一步

完善充电基础设施相关工程建设标准和计量、计费、结算等运营

标准,加强管理规范。及时制订完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设置

场所消防等安全技术措施的相关标准,明 确防火安全要求。加快

建立充电基础设施的道路交通标识体系和规范。

(四 )支持关键技术研发应用。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 ,

推进无线充电、移动充电等新型充换电技术及装各研发 ,加强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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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认证、安全防护、电池梯次利用、无人值守自助式服务、桩群

协同控制等关键技术研究。依托示范项目,积极探索充电基础设

施与智能电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智能交通融合发展。

七、探索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

(一 )发挥电网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发挥电网企业技术实力强、

规模大、运营配套衔接便利等优势,推动电网企业积极参与全省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电网企业组织成立专业公司,负 责充电

设施建设与运营,在充电设施发展起步阶段率先投入,大力参与

全省高速公路城际快充站建设,在 电网企业营业厅等办公地点建

设专用充电桩,积极在城市公用设施建设公用充电桩,推进城市

公用充电站示范项目建设。

(二 )积极引入社会资本。有效整合公交、出租场站以及社

会公共停车场等各类公共资源,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ePP)等

方式培育市场主体,引 入社会资本建设运营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

础设施、城市公共充电网络及智能服务平台。加快形成私人用户

居住地与单位内部停车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市场机制。支

持提供充电设施查找、充电信
`息

咨询、充电费用电子支付等相关

服务的企业发展,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充电服务市场。

(三)鼓励拓展多种商业模式。鼓励探索大型充换电站与商

业地产相结合的发展方式,引 导商场、超市、电影院、便利店等

商业场所为用户提供辅助充电服务。鼓励物业服务企业根据用户

需求和业主委员会、业主大会授权,利用公共停车位建设相对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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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并提供充电服务,探索地方充电服务企业、

物业服务企业、车位产权方、业主委员会等多方参与居民区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的市场化合作共赢模式,鼓励引入局部集中改

造、智能充电管理、多用户分时共享等创新运营模式,鼓励探索

居住区整体智能充电管理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充电基

础设施向社会公众开放。支持企业统一开展停车位改造和直接办

理报装接电手续,鼓励充电服务企业与整车企业在销售和售后服

务方面创新商业合作模式。

八、支持保障措施

(一 )加强规划指导。加强与综合交通、停车设施、能源发

展等专项规划衔接,把充电设施及其配套电网改造作为重要的城

市基础设施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相关规划。在控制性详

细规划中落实充电设施建设要求,明 确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城市

公共停车场预留充电设施建设条件的要求和比例。

(二 )简化审批手续。贯彻落实国办发 〔2015〕 73号 文要求 ,

减少充电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审批环节,加快办理速度。个人在自

有停车库、停车位,各居住区、单位在既有停车位安装充电设施

的,无需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

许可证。建设城市公共停车场时,无需为同步建设充电桩群等充

电基础设施单独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新建独

立占地的集中式充换电站应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 ,

并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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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大用地支持力度。将独立占地的充换电站用地纳入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范围,按照加油加气站用地供应模式,根

据可供应国有建设用地情况,优先安排土地供应。供应新建项目

用地需配建充电基础设施的,可将配建要求纳入土地供应条件 ,

允许土地使用权取得人与其他市场主体合作,按要求投资建设运

营充电基础设施。积极利用现有的场地和设施,推进充电设施建

设。

(四 )完善财税金融支持政策。贯彻落实国办发 (⒛ 15〕 73

号文要求,逐步完善充电基础设施财政支持政策并向社会公布 ,

安排省级财政资金对充电设施的建设、运营给予必要奖补,鼓励

各地市和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财政激励政策。可将有关单位配建

充电基础设施情况纳入节能减排考核奖励范围。落实国家对充电

设施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创 新金融产品,

充分利用融资租赁、特许经营权质押以及发行绿色债券等融资模

式,支持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企业发展。

(五 )实 行扶持性电价政策。⒛20年前对电动汽车充电服务

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充换电服务费标准上限由各地市价格主

管部门制定并调整。结合充换电设施服务市场发展情况,逐步放

开充换电服务费,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价格。对向电网经营企业直

接报装接电的经营性集中式充电设施用电,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 ,

⒛20年前暂免收取基本电费;其他充电设施按其所在场所执行分

类目录电价。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用电执行规定的峰谷电价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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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配套电网改造成本纳入电网企业输配电价 ,

支持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营企业通过参与电力直接交易满足充电

需求。

(六 )推进示范项目建设。针对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充电基

础设施发展,积极开展各类示范项目建设,进一步理顺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机制,探索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促进无人值守

自助式服务、无线充电、移动充电、智能电网、储能设各等新技

术的应用。

(七 )强化安仝监管。各行业主管部门督促充电基础设施运

营使用的单位或个人,加强对充电基础设施及其设置场所的日常

消防安全检查及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公安、安监等部门按

职责分工做好充电基础设施及其设置场所的消防和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充电设施运营维护企业应当建立电动汽车和基础设施信
`息

化管理服务平台,对充电设施进行实时监测,完善应急处置措施。

(八 )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各有关部门、企业和新闻媒体要

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政策、规划布局等的宣传 ,

同时加强舆论监督,曝光阻碍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损害消费者权

益等行为,形成有利于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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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l

重点工作责任分工表
序号 重点工作 负责单位

△
Ι

2

统筹协调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制订相

关规划,加强运营管理。制订完善充电设施电

价和服务价格政策。协助做好相关统计工作。

省发展改革委

组建广东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 ,

建设全省统一充电智能服务平台。

省发展改革委、广东电

网公司等

3
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

节能减排考核范围。

省经济信息化委、环境

保护厅、发展改革委

4
积极争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制订完善我省配

套政策,做好财政支持奖补工作。
省发展改革委、财政厅

5
贯彻实施国家、行业标准规范,组织制修订我

省相关标准规范
省质监局

6
制订用地政策,对独立占地充换电站用地、配

建充电设施用地予以支持。
省国土资源厅

7

指导充电设施建设与城乡规划衔接,将充电设

施纳入各类建筑物强制新配建要求和绿色建

筑评价标准。制订物业服务企业支持配合充电

设施建设的政策措施。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8 支持充电设施关键技术研发和应用。 省科技厅

9
制订全省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建设实施方案 ,组

织推进相关项目建设。
省交通厅

10
负责制订充电设施相关标准中防火部分规定

要求,加强消防安全指导管理。
省公安厅、安全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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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一 
 
⒓

鼓励金融机构支持充电设施建设。 省金融办

组织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充电设施建设。
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

局

13

简化和规范充电设施报装办法。加强配电网建

设改造。积极参与城际快充站建设,加快在电

网企业办公地点建设专用充电桩,推进城市公

用充电站示范项目建设。严肃查处私拉电线、

违规用电行为。

广东电网公司、广州供

电局有限公司、深圳供

电局有限公司

14

对本市行政区域内充电设施发展负总责。组织

编制本市行政区域内充电设施规划,将充电设

施建设管理纳入政府重点工作,制订完善相关

政策,组织加快推进公交充电站、专用充电站、

出租车充电站和公共停车位充电桩建设,明确

公共充电站投资主体,协调加快项目建设。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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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5年广东省电动汽车充电站现状
单位:座

地 区
公交车充换
电站

出租车充换

电站
物流环卫等专用
车充电站

城市公共充

电站

城 际 快

充站

总

计

广 州 24 0 0 0 1 25
深圳 59 15 50 9 2 I35

珠海 10 5 0 0 0 15

汕头 2 0 0 0 0 2

佛 山 24 0 0 0 0 24
韶关 l 0 0 0 0 I

河 源 1 0 0 0 0 I

梅州 7 0 0 0 0 7

惠州 40 24 0 0 0 64
汕尾 4 0 0 0 0 4

东莞 4 0 0 0 0 4

中山 3 0 0 0 0 3

江 门 0 0 0 0 0 o
阳 江 1 0 0 0 0 1

湛江 2 0 0 0 0 2

茂名 0 0 0 l 0

肇庆 2 1 0 0 l 4

清远 0 0 0 0 0 0

潮州 0 0 0 0 0 o

揭阳 2 0 0 2 0 4
云浮 1 0 0 0 0 I

总计 187 45 50 12 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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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2015年广东省电动汽车充电桩现状

注:不 包含充电站内的充电桩。

单位:个
地 区 公共充电桩 内部专用充电桩 私人充电桩 总计
广州 268 50 2000 2318
深圳 3261 5258 10392 18911
珠海 181 0 0 181
汕头 0 0 0 0
佛 山 156 89 105 350
韶关 0 0 0 o

河源 0 0 0 0

梅 州 0 0 0 0

惠州 97 76 4 177
汕尾 0 145 0 145
东 莞 72 23 98 193
中山 0 186 0 186
江 门 0 13 3 16
阳江 0 0 0 0

湛江 0 0 0 0

茂名 0 0 0 0

肇庆 0 7 0 7
清远 0 0 30 30
潮 州 0 30 0 30
揭 阳 44 0 0 44
云 浮 0 0 0 0

总计 4079 5877 12632 2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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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年发展目标

公交车充换电站

出租车充换电站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充电站

城市公共充电站

城际快充站

公共充电桩

公共机构专用充电桩

私人乘用车专用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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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全省各地市 2016-202o年公交充
电站建设任务

单位:座
地市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五年合计
广 州 12 12 10 56
深圳 2 4 5 5 19
珠海 3 3 15
汕头 1 1 1 1 1 5
佛 山 6 6 6 10 36
韶关 4 7 8 30
河 源 l 0 l 0 1 3
梅州 2 2 2 2 0

0

惠州 3 4 4 6 20
汕尾 5 5 5 0 26
东莞 8 7 8 8 8 39
中 山 3 6 6 6 6 27
江 门 6

0
∠

l 2 1 12
阳之工 3 3 6 5 6 23
湛江 4 9 12 20 10 55
茂名 5 3 1 0 l 10
肇庆 5 2 l 2

9
∠ 12

清远 0 0 0 l 0 I

潮州 1 0 0 0 0 I

揭 阳 0 0 1 1 1 3
云浮 0 0 0 0 1 1

合计 85 69 76 91 84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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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全省各地市 2016-2020年专用车充
电站建设任务

注:专用车,是指装置有专用设各 ,

他专项用途的汽车,如环卫车、物流车、警务车等。

单位 :座
地市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五年合计
广 州 12 14 15 70
深圳 4 4 5 2 5 20
珠海 0 0 0 0 0 o
汕头 0 0 0 0 0 0
佛 山 6 7 6 9 36
韶关

0
∠

0
乙 3 5 5 17

河 源 0 0 0 0 1

梅州 0 0 0 0 1

惠州 0 0 0 0 0 o
汕尾 0 0 0 0 0 0
东莞 4 5 5 <

, 22
中山 3 3 4 16
江 门 0 1 2 2 1 6
阳江 0 0 0 0 0 o
湛 江 12 12

0
乙 12

0
乙 60

茂 名 0 0 0 0 1 I

肇庆 0 0 0 0 0 o
清远 0 0 0 0 0 0

潮州 0 0 0 0 0 0
揭 阳 0 1 0 0 0
云浮 0 0 0 0 0 o
合计 41 46 50 53 61 251

—

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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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全省各地市 2016■202o年内部专用
充电桩建设任务

注:内部专用充电设施,指在党政机
为公务车辆、员工车辆等提供专属充电服务的充电设施。

单位:个
地市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五年合计
广 丿 3000 800 800 800 800 6200
深圳 900 800 800 800 800 4100
珠海 50 100 150 500 600 1400
汕头 4100 4100 4100 4100 4100 20500
佛 山 300 400 400 400 400 1900
韶关 200 200 300 300 300 1300
河源 100 100 100 100 100 500
梅丿 1700 1700 1700 1700 1700 8500
惠丿 2200 2200 2200 2200 2200 11000
汕尾 100 100 300 300 300 1100
东莞 100 100 100 100 100 500
中 山 100 100 100 100 100 500
江 门 50 30 50 50 70 250
阳江 600 600 600 600 600 3000
湛江 100 100 100 100 100 500
茂名 100 100 100 100 100 500
肇庆 200 200 200 200 200 1000
清远 200 200 200 200 200 1000
潮丿 100 100 100 100 100 500
揭 阳 200 200 200 200 200 1000
云浮 500 500 500 500 600 2600
合计 14900 12730 13100 13450 13670 67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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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全省各地市 2016-202o年城市公共

充电站建设任务
单位:座
地 市 2016年 2017年 2018 + 2019年 2020年 五年合计
广 州 3 6 6 7 7 29
深圳

0
乙

7 7 8 27
珠海 1 0 0 1 0 2

汕头 0 0 1 0 0

佛山 14 °
° 22 27 94

韶关 6 2 l 4 5 18
河源 0 0 1 I 1 3
梅州 0 0 0 1 0 1

惠州 0 1 0 0 1 2
汕尾 3 4 4 5 5 21
东莞 0 l l 0 l 3
中山 10 10 10 10 10 50
江 门 1 4 1 1 1 8
阳江 1 2 3 5 9 20
湛 江 1 8 12 35
茂 名 0 0 l 0 l 2
肇庆 0 0 l 0 0 1

清远 0 0 0 0 1 I

潮州 0 0 0 0 0 0
羽曷阳 0 0 1 0 0 1

云浮 0 0 0 0 0 o
合计 41 50 64 75 89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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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全省各地市 2016-2o2o年公共充电桩
逐年建设任务

单位 :个
地市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五年合计
广 州 4000 5000 5000 6000 7000 27000
深圳 5000 6000 6000 7000 8000 32000
珠海 400 400 400 400 400 2000
汕头 200 300 300 300 300 1400
佛 山 300 400 400 500 500 2100
韶关 100 100 200 200 200 800
河 源 100 100 100 100 100 500
梅州 100 100 100 200 200 700
惠州 300 400 400 500 500 2100
汕尾 100 100 100 100 100 500
东莞 500 500 500 500 500 2500
中山 300 300 300 300 300 1500
江 门 60 60 60 60 60 300
阳 江 30 40 100 400 230 800
湛江 100 200 200 200 200 900
茂 名 100 200 200 200 200 900
肇庆 200 300 300 300 300 1400
清远 100 100 100 100 200 600
潮 州 100 100 100 100 100 500
羽昆阳 200 200 200 200 200 1000
云 浮 100 100 100 100 100 500
合计 12390 15000 15160 17760 19690 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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