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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长发改能联〔２０１８〕１０６号

关于印发«长春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和«长春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各有关部门、国网吉林省电

力有限公司长春供电公司:

为推动长春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科学、合理、有序发展,根

据省能源局、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住建厅联合下发的

«吉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和«吉林

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暂行办法»(吉能电力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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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２３５号),按照市政府工作部署,我们组织编制了«长春市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和«长春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运营管理暂行办法».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予以落实.

特此通知.

附件:１．«长春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２．«长春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暂行办法»

长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长 春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长春市财政局　　　 　　　　　长春市规划局

长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９日

长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９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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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规划背景 

（1） 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要求 

2016 年初以来，中央陆续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推进东北地区等老

工业基地振兴三年滚动实施方案（2016-2018 年）》、《关于深入

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部署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

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等多项政策，提出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扩大电能替代试点范围、有序发

展清洁能源、构建多元清洁能源体系、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

发展等若干意见。 

2016 年 11 月，国务院批复了《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

规划提出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和材料、数字创意、绿色低碳和生态环保

等领域的新兴产业发展壮大。积极推进智能交通、精准医疗、

虚拟现实等新兴前沿领域创新和产业化，形成一批新增长点。 

（2） 国家积极实施电动汽车科技战略 

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问题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长期问

题。作为世界能源消耗大国和环境保护重要力量，中国积极实

施电动汽车科技战略，促进汽车工业产业结构升级和动力系统

电动化转型，培育和发展电动汽车市场，电动汽车产业已上升

为国家战略，成为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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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家、吉林省、长春市相关政策要求 

完善的充换电设施是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

础。在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初期，受动力电池技术性能制约，电

动汽车续驶里程较短，对充换电服务的依赖性大，因此需要适

度超前建设充换电设施，才能实现电动汽车的大规模应用。为

此，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多个政策，《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

展指南（2015-202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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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3 号）、《住房

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城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划建设工作的通

知》（建规[2015]199 号）等，要求各省市加快新能源汽车及充

电基础设施的推广应用，编制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完善独

立占地的充电基础设施布局。 

吉林省、长春市多次出台相关政策，《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的政策意见》（吉政办法

[2016]70 号）、《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5-2016 年

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计划的通知》，要求加快我省新能源汽

车研发与产业化，做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加快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进一步促进我省新能源产业加快发展，完善长春市新

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规划。2016 年 11 月，吉林省能源局、

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组

织编制了《吉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对长春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目标提出明确要求，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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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充换电站达 33 座，充电桩 35967 个，城市核心区公共

充电设施服务半径小于 1 公里。 

（4）长春市作为新能源推广应用城市需要 

长春市作为国家首次确定参与十城千辆工程的城市，并入

选第二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应尽快编制《长春市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落实《吉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发展规划》对各地市州的任务和发展要求，确定充电设施

建设规模和相关要求。本规划的编制，对于积极推进长春市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计划的实施、调整城市能源结构、提升市区

环境质量、创建绿色宜居森林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为响应国家发展战略、落实相关政策要求、满足

长春市电动汽车发展需求，应尽快编制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

展规划，以推动长春市电动汽车发展，指导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1.2 规划目标及意义 

本规划以国家、省、市现有新能源汽车推广及充电设施建

设的相关政策为基础，借鉴其他城市经验并结合长春市实际情

况，紧扣电动汽车推广应用需求，提出规模适度超前、政策体

系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 

通过编制《长春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发展规划》： 

（1）响应国家积极实施电动汽车科技战略，落实《吉林省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要求； 

（2）提出长春市充电设施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明确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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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充电设施建设规模和相关要求； 

（3）推动长春市新能源产业发展，指导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4）加快电能替代燃油，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改善城市空

气质量。 

1.3 规划年限 

规划基准年：2016 年 

规划年限：2017—2020 年 

1.4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长春市区，共 7293 平方公里，包括朝阳区、

二道区、宽城区、绿园区、南关区、经开区、净月区、汽开区、

长春新区、莲花山区及双阳区和九台区，如下图所示。 

 

图 1.1   规划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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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规划依据 

1.5.1 政策类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4]35 号） 

（2）《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 年）》

（发改能源[2015]1454 号） 

（3）《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5〕73 号） 

（4）《关于加强城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划建设工作的通

知》（建规[2015]199 号） 

（5）《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

划编制提纲的通知》（国能电力[2015]447 号） 

（6）《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新能源汽车

加快发展的政策意见》（吉府办发〔2016〕70 号） 

（7）《吉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暂行办

法》（吉能电力联[2016]235 号） 

（8）《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5-2016 年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计划的通知》 

（9）《长春市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库）设置说明》（2016） 

1.5.2 规划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吉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2016-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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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长春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2016 年修订）

（以下文中简称:城市总体规划） 

（4）《长春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2012-2030）》 

（5）《长春市中心城区 445 平方公里控制性详细规划》 

（6）《长春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7）《长春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 

（8）《长春市停车场专项规划》 

（9）《长春市环卫设施专项规划》 

（10）《长春市电网专项规划》 

（11）《长春市加气站布局专项规划（2016-2030）》 

（12）《长春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十三五”规划》 

（13）长春市近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 

1.6 规划内容 

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

规划编制提纲的通知》（国能电力[2015]447 号）要求，以未

来长春市电动汽车发展规模和充电设施建设要求为基础，按

照编制提纲要求并结合长春市实际情况对规划内容进行完

善。 

规划主要内容包括 7 个部分：（1）项目概述；（2）城市

发展概况；（3）电动汽车及充电设施发展现状，包括国内城

市及长春市电动汽车推广应用现状、充电设施建设现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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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设施需求预测，对长春市 2020 年电动汽车保有量及充

电基础设施需求规模进行预测；（5）规划策略与发展目标，

结合长春市发展实际情况，确定本次规划的原则和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的发展策略，提出长春市充电设施发展总体目标、

重点领域发展目标及分区域发展目标；（6）近期建设重点任

务，包括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配套电网建设、商业模式

探索、示范推广、配套政策支持等；（7）规划实施效果与保

障。 

2 城市发展概况 

2.1 长春市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依据《长春统计年鉴2016》，2015年末市辖区户籍人口436.1

万人（包含九台区 69.3 万人）。 

“十二五”期间，全市经济总量从 3329 亿元增加到 5530

亿元，年均增长 9.3%。地方级财政收入从 180.8 亿元增加到

388.2 亿元，增加 1.15 倍。 

2016 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5860 亿元，比去年增长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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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长春市人口变化情况统计图（单位：人） 

 

 

图 2.2   长春市 GDP 变化情况统计图（单位：亿元） 

2.2 长春市机动车发展现状 

截至 2016 年底，市区机动车总量达到 119.0 万辆，与去年

同期相比增长 13.6 万辆，增长速度达到 13.2%。其中，私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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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总量达到 97.1 万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3.7 万辆，增

长速度为 13.0%，占机动车总量的 81.6%。 

根据综合交通调查数据结果，长春市已经有超过一半家庭

拥有私人小汽车，比例达到 52.4%；2016 年市民采用私人小汽

车出行方式比例达到 23.3%，小汽车出行已经成为除步行之外

占比最高的出行。 
 

 

图 2.3   长春市 2011-2016 年机动车保有量变化图（单位：万辆） 

2.3 长春市电力需求现状 

截至 2016 年，长春地区全社会用电量为 209.65 亿千瓦时，

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为 3.32 亿千瓦时，第二产业用电量为

115.62 亿千瓦时，第三产业用电量为 55.59 亿千瓦时，居民生

活用电量为 35.12 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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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长春市 2016 年长春市电力需求情况图 

 

3 电动汽车及充电设施发展现状 

新能源汽车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主要依靠新型

能源驱动的汽车，本规划所指新能源汽车主要包括纯电动汽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含增程式）及燃料电池汽车。 

3.1 电动汽车推广应用现状 

3.1.1 电动汽车市场 

自 2009 年来，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火爆发展态势。

2010-2016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逐年增长，且增长

速度较快，2016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生产 51.7 万辆，销售 50.7

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51.7%和 53%。其中纯电动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 41.7 万辆和 40.9 万辆，占新能源汽车的 80%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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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整理） 

图 3.1   2010-2016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走势图（单位：万辆） 

 

 

 

图 3.2   2016 年新能源汽车走势图（单位：辆） 

3.1.2 电池技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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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在最主流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类型，纯电动汽车最为

关键的发展瓶颈是电池。电池技术直接影响纯电动汽车的成本、

安全性和续航里程。 

续航里程：国内新能源汽车普遍的续航里程为 100-300 公

里之间，实际使用时约为 80-120 公里，低温情况折减严重。 

寿命：国家强制规定纯电动汽车的质保标准是八年或十二

万公里，但是随充电次数增加将导致电池损耗，如果电池损耗

达到 30%，需进行更换，否则会影响车辆原先标定的性能。 

安全：据相关统计，2016 年前 6 个月国内共发生新能源汽

车起火事故 11 例，月均 1.83 例，特斯拉从 2013 年下半年到

2014 年下半年连续发生了 6 次起火事故。 

目前普遍使用电池主要有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其

次还有锰酸锂、钴酸锂、钛酸锂、镍氢电池和超级电容等其他

材料。磷酸铁锂电池的安全性高于其他电池，理论寿命可以达

到 7~8 年，实际使用寿命约为 3~5 年，性能价格比理论上为铅

酸电池的 4 倍以上。钴酸锂电池是特斯拉的专属电池，钴酸锂

电池具有结构稳定、容量比高、综合性能突出的特点，但是其

安全性差而且成本非常高。随着电池技术的不断革新和三元锂

电池的推广应用，未来电池将不会再成为电动汽车发展的制约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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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电动汽车性能现状统计表 

车型 秦 e6 F3DM K9 

生产厂家 比亚迪 比亚迪 比亚迪 比亚迪 

动力系统 电油混合 纯电动 EV和HEV双模式 纯电动 

充电时长 慢充 9 小时 快充 1 小时（15 分

钟达 80%） 

慢充 7 小时 快充 3小时

最大功率 110kW 90kW 50kW/25kW  

最高时速 185km/h 140km/h 150km/h  

纯电动续驶里程 70km 300km 60km 250km 

百公里能耗 18.57 度电 19.5 度电 16 度电  

费用相当于燃油

车 

 1/4 1/5  

电池容量  63.4kwh  324kwh 

目前售价 18.98-20.98 万

元 

30.98-36.98 16.98  

3.1.3 电动汽车保有量 

（1）国内城市电动汽车保有量 

在 2016 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中，北京、上海、青岛全年

整体销量包揽前三，其中，北京、青岛以纯电动车型的销量为

主，上海以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销量为主。 

从保有量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109万辆，与 2015

年相比增长 86.90%。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为 74.1 万辆，

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67.98%，与 2015 年相比增长 223.19%。新

能源汽车市场主要集中在北上广深四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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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16 新能源汽车分城市销售情况和保有量情况示意图 

（2）长春市电动汽车保有量 

长春市现有的新能源汽车约 440 辆，以电动公交车为主。具

体分布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3.2   长春市现状新能源汽车情况统计表 

车辆       数量（辆） 归属 

公交车 226 公交集团/民营企业 

小汽车 约 110 省市机关、个人、一汽轿车（厂

内部使用 

环卫车 100 环卫局 

合计 约 440  

3.2 充电设施服务特性 

3.2.1 充电设施类型 

（1）充换电模式 

充电模式：一般分为常规充电和快速充电两种。常规充电

一般指慢速交流充电，一般充电时间为 5～8 小时，适用于乘用

车在夜间集中式补电或者固定办公场所、白天有集中较长时间

不用车情况（如地下车库、政府大院停车位、大型企业内等）；

快速充电又称应急充电，一般特指大电流直流充电，充电时间

为 20 分钟～2 小时，适用于人流量、车流量大及有紧急充电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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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电池蓄电量大的情况（如出租车集散地、车站、机场等车

流量大的地方）。 

换电模式：换电即电池组快速更换系统，又称机械充电，

是通过直接更换电动汽车的电池组来达到为其补充电能的目

的，可为续驶里程长而又没能及时充电的客户提供更换蓄电池

的服务，对卸载下的电池采用地面充电系统进行补充，满足车

辆技术、经济和运营的需要。 

表 3.3   充电设施产品情况统计表 

类

型 
尺寸 适用环境 外观图片 

慢

充

充

电

终

端 

车档式慢充终端：

518x480x130mm； 

壁挂式慢充终端：

380x440x135mm。 

-30~+50 度，仅

乘用车集中有

充足补电时间

时适用，例如：

夜间。 

 

快

充

充

电

终

端 

车档一代充电终端：

400x200x1136mm; 

车档二代充电终端：

400x350x1136mm; 

车档三代充电终端：

315x208x450mm; 

-30~+50 度环

境，大巴公交车

及乘用车均适

用，紧急快速补

电时适用。 

低

压

充

电

箱

体 

占地面积 3-5 平米 

适用：室外环

境，乘用车及大

巴车均适用，设

备内设置加热

保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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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3   充电设施产品情况统计表 

类

型 
尺寸 适用环境 外观图片 

总

控

箱 

占地面积：

350x500x

（1000~1500）

mm 

仅适用于乘用车室

内项目（东北市场冬

季室外温度极寒天

气不适用），例如：

地下车库，暖库等。

 

高

压

充

电

箱

变 

占地面积：

（6100~6900）

x2400x2400mm 

适用：高压电力接

入，公交场站及大型

乘用车综合充电站

均适用。设备采取了

保温装置。 

 

（2）充换电设施建设模式及建设标准 

集中充电中心（电池配送中心）：提供电池充电、维护、保

养、新能源物流、调度等综合服务，不含换电业务，宜采用单

独占地建设。根据国电南瑞关于集中充电中心的典型设计，不

计变配电间及辅助厂房时用地时，每 800 箱电池充电及转运需

用地面积约 550 平方米。规划建议充电中心按可充电 3000～

4000 箱电池设计，考虑变配电间及辅助厂房时用地，充电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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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面积约 2500～3000 平方米。 

公共充换电站：可同时提供充电与换电功能，结合停车场

库、绿地建设时宜采用单独占地建设；结合公建建设时，应采

用附建式。两车位换电站需占地 1080 平方米（27 米×40 米），

同时可提供 400 箱电池充电功能；四车位换电站需占地 1440

平方米（36 米×40 米），同时可提供 800 箱电池充电功能。考

虑充电桩建设及电动汽车示范和推广功能，兼顾行业推广、示

范、技术培训、检修、充电桩管理调度中心等服务，四车位占

地约 2000 平方米，两车位占地约 1500 平方米。当采用单独占

地建设时，应考虑用地内建筑退线等。 

公用换电网点：主要布置于城市中心、由于用地紧张而无

法新建充换电站的区域，可结合公用停车场、公建地面一层或

其他市政设施建设，不具备充电功能，电池由配送中心统一配

送。结合公建建设时，采用附建式，一般配备 2 个换电车位，

满足一定操作空间和通行空间要求即可，需建筑面积约 650 平

方米。 

3.2.2 充电设施服务特性 

（1）大型车充电服务特性 

大型车充电桩分为快速和慢速两种，快速充电桩功率在

150-300kW 之间，慢速充电桩功率在 25-50kW 之间，主要结合

公交场站、公交枢纽中心等大型车专用场地建设。以 300kWh

的电池容量为例，不考虑路况、空调、安全系数、电池衰减等，

— 17 —



 

 

电动公交车续航里程按 300 公里计算，则采用快速充电桩充满

电时间为 30-60 分钟，采用慢速充电桩充满电时间为 6-8 小时，

快速充电桩快速补电 20 分钟可行驶里程达到 100-200 公里。大

型车充电设施服务特性如表 3.4 所示。 

插电式混合动力公交车车载电池容量仅为 20-40kWh，使用

普通充电桩在 30-60 分钟内即可充满电。 

表 3.4   大型车充电设施服务特性表 

服务对象 设施类型 
充电机功率

（kW） 
充满电时间

充 20 分钟

行驶里程

（公里） 

充电场合 使用场景 

快速充电桩 150-300 30-60 分钟 100-200 
日间快速补

电 

6-8 小时 —— 

公交场站等

大型车专用

场地 夜间慢速充

电 

大型车 

普通充电桩 25-50 

30-60 分钟 —— 插电式混合电力公交车 

（2）小型车充电服务特性 

小型车充电桩有直流充电桩和交流充电桩两种，其充电功

率分别为 10-40kW、5-10kW。直流和交流充电桩结合停车位设

置即可，可布置于商场、办公场所、酒店、停车场等公共停车

场以及住宅配建停车场。 

以 60kWh 的电池容量为例，不考虑路况、空调、安全系数、

电池衰减等，小型车车续航里程按 300 公里计算，则采用直流

充电桩充满电时间为 1.5-6 小时，采用交流充电桩充满电时间

为 6-12 小时。小型车充电设施服务特性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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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小型车充电服务特性表 

设施类型 
充电机功率

（kW） 
充满电时间

充 20 分钟

行驶里程

（公里） 

充电场所 适用车辆 使用场景 

直流充电

桩 
10-40 1.5-6 小时 16-66 

商场、办公

区、停车场

出租车、专

用车、私家

车 

短时充电 

交流充电

桩 
5-10 6-12 小时 —— 

停车场、住

宅区、商场、

办公区 

私家车 

夜间长时

充电，其他

短时充电 

3.3 充电设施建设现状 

3.3.1 国内城市充电设施建设现状 

2014 年以来，北京、上海等地方政府掀起充电桩建设高潮。

以国家已批准的两批新能源车试点城市为例，北京市将在中心

城区打造服务半径平均为 5 公里的充电圈；天津市将新建 6700

个充电桩或充电接口，新建 66 个充换电站；上海 2015 年充电

桩数量将超 6000 个；广州到 2015 年底，新建 10 座新能源公交

车充电站和300个充电桩；深圳到2015年建168座公交充电站，

50 座出租车充电站，526 个快速充电桩，39000 个慢速充电桩。 

根据国家能源局《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情况》

报告显示，截止 2016 年 6 月底，全国已建成公共充电桩 8.1

万个，较 2015 年底增长 65%，随车建设私人充电桩超过 5 万

个，较 2015 年底增长约 12%。主要分布在华东、华北和华南

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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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我国电动汽车充电站分布图 

3.3.2 长春市充电设施现状 

（1）充电站 

目前长春市仅有 2 处电动汽车充电站，均由国家电网投资

建设，由于充电站接口不满足现有国标，基本停运，需进行升

级改造。其中： 

高新充电站，配置 15 台充电桩（交流 10 个、直流 5 个），

一天满足 60 台车充电需要，1000KVA 电网容量，于 2010 年建

成。 

净月换电站，配置 3 个直流充电桩、2 个交流充电桩和 1

个换电工位，99 块电池，换电功能由机器人实现。一天可满足

30 辆公交车换电需求。     

（2）公交车充电桩 

目前，长春市共建成公交充电桩 161 个，分别为： 

①长春广宁客运公司在广宁村公交终点站建设 2个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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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147 路、148 路公交线路，可满足 5台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的充电需求。 

②2016 年，长春市久安客运有限公司经开九区四通路以东

3 公里处建设 6 个充电桩，服务 142 路公交线路，可满足 16 台

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 

③中兴公司在2015年底为4路、62路公交线路建设充电站，

配置快速充电桩共计 16 个。 

④为满足电动公交车的充电需求，长春特来电新能源有限

公司于 2016 年投建 3个公交场站，共计 137 个充电桩。 

长春南部新城公交充电站：计划配置共计 112 个充电终端，

目前已在北库配置共计 64 个充电终端，同时满足 64 辆 10.5m

纯电动公交车充电。 

长春公交南通公司充电站：配置共计 45 个充电车位，同时

满足 45 辆 10.5m 纯电动公交车充电。 

长春公交巴士公司 88 路充电站：配置共计 28 个充电车位，

同时满足 40 辆 12m 纯电动公交车充电。 

（3）小型汽车充电桩 

共计 300 台交流充电桩，为省电力公司投资建设，均于 2012

年前投运，为 2012 年版国标，与现有充电桩接口标准不符，正

在升级改造中。 

（4）专用充电桩 

目前，长春市共有专用充电桩共计 55 个。其中 51 个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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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为一汽集团公司投资建设，包括 10 个直流快充桩和 41 个交

流充电桩，主要为生产试验、私人购买及集团示范运行的电动

汽车服务，目前正常运行；4个快速充电桩为中兴新能源汽车公

司投资建设，为电动物流车服务，位于金川街和威海路交汇处，

目前正常运行。 

表 3.6   长春市现有充电设施统计表 

充电设施 归属 投运时间 运营现状 

高新电动汽车充电站 市供电公司 2010.8.25 
接口不符合国标（2011 年），

基本属停运状态 

净月电动汽车换电站 市供电公司 2012.10.17 
为 2 辆 160 路公交车换电池

（电池 2.25 吨） 

公交充电桩 
中兴公司、民营

公交企业 

2015 年、2016

年 
已投入使用 

公交充电桩 
长春特来电新

能源有限公司 
2016 年 已建成，未投入使用 

充电桩（零星散布） 供电公司等 2011、2012 年 接口不符合国标，基本闲置 

专用充电桩 一汽集团  已投入使用 

物流公司小型车充电

桩 

中兴新能源汽

车有限公司 
2016 已投入使用 

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长春市的充电设施建设相对缓慢，

充电设施的严重不足也极大地阻碍了电动汽车的推广。 

3.4 相关发展政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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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国家政策 

为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国家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

多项鼓励政策。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2014]35 号，2014 年 7 月） 

要加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工作，对全面贯彻落实并加

快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工作提出指导意见；公共服务领域新

增或更新车辆中的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30%；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对纯电动汽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

料电池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并给予车船税优惠。 

（2）《关于 2016-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

策的通知》（财建[2015]134 号，2015 年 4 月） 

对购买纳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程推荐车型目录”的

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的消费者，

给予补助； 

2016 年补助标准为：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每辆

车补助 2.5 万-5.5 万元；燃料电池汽车，补助标准为 20 万/辆。 

补贴逐年递减。2017－2020 年除燃料电池汽车外其他车型

补助标准适当退坡，其中：2017－2018 年补助标准在 2016 年基

础上下降 20%，2019－2020 年补助标准在 2016 年基础上下降

40%。 

（3）《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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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2015]73 号，2015 年 9 月） 

明确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原则：“统筹规划、科学布局；

适度超前、有序建设；统一标准、通用开放；依托市场、创新

机制”。规划到 2020 年，基本建成适度超前、车桩相随，智能

高效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满足超过 500 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

需求。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

装条件，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充

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 10%，每 2000 辆

电动汽车至少配套建设一座公共充电站。 

强调各地加强专项规划设计和指导。各地要将充电基础设

施专项规划有关内容纳入城乡规划，完善独立占地的充电基础

设施布局，明确各类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及社会公共停车场中充

电设施的建设比例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要求。 

（4）《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 年）》

（发改能源[2015]1454 号，2015 年 10 月） 

进一步分解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目标，明确发展领域并提出

“四纵四横”城际快充网络建设目标。吉林省与黑龙江省、重

庆市等共 12 个沿海省份被列为加快发展地区，预计到 2020 年，

推广电动汽车规模将达到 223 万辆，需要新建充换电站 4300 座，

充电桩 220 万个。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公共充电桩与

电动汽车比例不低于 1:8，城市核心区公共充电服务半径小于 1

公里；其他城市公共充电桩与电动汽车比例力争达到 1:15，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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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核心区公共充电服务半径力争小于 2.5 公里。 

（5）《关于加强城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划建设工作的通

知》（建规[2015]199 号，2015 年 12 月） 

全面贯彻国家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和充电设施建设要求，

加强和改进城市规划工作，按照“慢充与快充结合、公用与专

用结合、近期与远期结合”原则，抓紧制定或完善相关规划，

及时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纳入城市规

划，大力推进充电设施建设，推动形成以使用者居住地基本充

电设施为主体，以城市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

路内临时停车位附建的公共充电设施为辅助，以集中式充、换

电站为补充，布局合理、适度超前、车桩相随、智能高效的充

电设施体系。 

大城市、特大城市应结合城市发展实际需要编制充电基础

设施专项规划，科学确定充电设施建设规模和空间布局。在控

制性详细规划中，应注重落实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城市停车规

划、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要求，明确需独立占地

的电动汽车充、换电站用地布局。 

（6）《关于“十三五”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励政策

及加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通知》（财建[2016]7 号，2016 年

1 月） 

吉林省属于第三类（其他省、区、市），2016－2020 年新能

源汽车（标准车）推广数量分别不低于 1.0 万辆、1.2 万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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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2.0 万辆、3.0 万辆，且推广的新能源汽车数量占本地区

新增及更新的汽车总量比例不低于 1%、1.5%、2%、2.5%、3%。 

表 3.7   2016-2020 年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奖励标准表（单位：辆、万元） 

年份 

奖补门槛（标准车推

广量为纯电动乘用

车，其他车辆按比折

算） 

推广的新能源汽

车数量占本地区

新能源新增及更

新汽车的总量最

低比例 

奖补标准 超出门槛部分奖补标准 

2016 年 10000 1% 3000 

每增加 8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24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1.2 亿元。 

2017 年 12000 1.5% 3250 

每增加 10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28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1.4 亿元。 

2018 年 15000 2% 3600 

每增加 12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30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1.6 亿元。 

2019 年 20000 2.5% 4200 

每增加 15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32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1.8 亿元。 

2020 年 30000 3% 5400 

每增加 2500 辆，增加奖补资金

450 万元。奖补资金最高封顶 2

亿元。 

3.4.2 吉林省及长春市相关政策 

（1）《吉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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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府办发〔2015〕39 号，2015 年 7 月） 

在公共服务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新增或更新车

辆中的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30%。 

（2）《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新能源汽车

加快发展的政策意见》（吉府办发〔2016〕70 号，2016 年 10 月） 

新能源推广应用城市（长春市），公共服务领域新增或更新

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30%，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每年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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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车辆总量的比例要达到 50%以上。 

实施新能源汽车独立号牌制度。在采取机动车限购、限行、

限号等措施时，新能源汽车不受其相关措施限制。 

“十三五”期间，省内公共停车场全面实行减免新能源汽

车停车费用。 

抓好全省 “十三五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发展规划各项目

标任务的落实，加快建设省内适度超前、规划布局合理的充电

设施服务体系。 

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进入充电设施建设和运营服务领域。

鼓励各地区整合公交、出租车场站以及社会公共停车场等公共

类资源，通过 ppp 模式，参与充电设施建设与运营。支持具备

条件的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及企事业单位自建充电设施。 

（3）《2015—2016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实施计划》（长府

办，2015 年 12 月） 

市发改委牵头，完善并细化我市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

规划，重点做好中心城区公共充电基础布局专项规划，合理安

排充电基础设施数量、网络布局和实施进度。 

政府采购新能源汽车资金由市财政拨付。 

依照中央财政补贴资金标准 1:1 给予地方财政补贴资金，

地方财政补贴资金中省、市财政部门各承担 50%。 

3.4.3 其他城市补贴政策汇总 

为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其他城市也相应的出台了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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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政策，如下表所示。 

表 3.8   其他城市补贴政策汇总表 

城

市 
补贴车型 补贴政策 其他政策 

适用

年限

北

京 

纯电动，插电式混

合动力 

地方和中央财政 1：1

的比例进行补贴

（2.5-5.5 万） 

单独摇号; 

新能源小客车不限行 

2017.

12.31

上

海 

参照国家新能源

汽车目录车型 
1-3 万 

免费获得专用号牌； 

车辆限行措施上给予便利； 

区政府可提供不同的补助政策 

从2015年起在上海购买新能源汽车，

必须提供充电桩安装证明，才能拿到

新能源乘用车专用牌照。 

2017.

12.31

杭

州 

参照国家新能源

汽车目录车型 
2-3 万 

免摇号或竟价； 

不限行； 

免购置税、车船税。 

2016.

12.31

深

圳 

参照国家新能源

汽车目录车型 
3.5-6 万 

享受路桥费、充电费等额外补贴； 

当日首次首小时免费路内停车 

新财

政政

策实

施前

西

安 

参照国家新能源

汽车目录车型 

按照国家补贴标准1:1

的比例给予地方配套

补贴（2.5-5.5 万） 

免征购置税、车船税； 

免牌照费、首次交强险全额补贴； 

给予单位、个人 0.2-1 万元/辆补贴，

用于自用充电设施安装建设。 

2016.

12.31

武

汉 

参照国家新能源

汽车目录车型 

地方和中央财政 1：1

的比例进行补贴

（2.5-5.5 万） 

免征车船税； 

免交路桥隧费； 

免费在制定公共充电设施场所充电； 

不受尾号限行限制 

2016.

6.30

天

津 

纯电动汽车、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

和燃料电池汽车 

地方和中央财政 1：1

的比例进行补贴

（2.5-5.5 万） 

免摇号直接上牌； 

不受机动车尾号限行管理措施限制 

2019.

10.11

大

连 

参照国家新能源

汽车目录车型 

地方财政一次性按与

中央财政 0.8:1 的比

例给予补贴 

不受限行限制； 

东风日产启辰晨风车型可以享受 10

万元的电动车推广专项基金。 

2016.

12.31

广

州 

参照国家新能源

汽车目录车型 

地方和中央财政 1：1

的比例进行补贴

（2.5-5.5 万） 

单独摇号； 

免购置税、车船税； 

部分混合动力车型可以享受1万元节

能补贴和节能车型的专属摇号 

2016.

12.31

哈

尔

滨 

参照国家新能源

汽车目录车型 

纯电动汽车按 1:1、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按

1:0.8的比例给予地方

配套财政补贴 

不限行； 

纯电动物流配送、邮政快递和环卫等

车辆，允许其全天候、全路段通行； 

在收费停车位充电，免收停车费。 

2020.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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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8   其他城市补贴政策汇总表 

城

市 
补贴车型 补贴政策 其他政策 

适用

年限

沈

阳 

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纯电动汽车

和燃料电池汽车，

其中以插电式混

合动力车型为主 

地方与中央 0.7～

0.9:1 的比例补助 

对提前淘汰报废黄标车更新为新能

源汽车的单位和个人，再给予适当奖

励 

2020.

12.31

3.5 现状存在问题与挑战 

目前，电动汽车的推广及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国内外均

处于起步阶段，其中充电设施的建设由于涉及城市规划、建设

用地、建筑物及配电网改造、居住地安装条件、投资运营模式

等方面，利益主体多，推进难度大。总结目前电动汽车发展及

充电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电动汽车及电池技术的不确定性大 

电动汽车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电池及充电等关键技术发

展日新月异，续航里程、充电速度、成本是目前电动汽车发展

的制约因素，不同技术方案对应的充电需求存在较大差异。 

（2）市民购买电动汽车意愿有待提高 

由于市民出于对价格、续航里程等因素的考虑，市民对新

能源汽车的接受程度不高，购买欲望不强，导致新能源汽车的

发展主要依靠政府来推动。 

（3）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一定难度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规划、用地、电力等多项前提条件，

在实施过程中涉及多个主管部门和相关企业，以及公共电网、

用户侧电力设施、道路管线等改造，也增加了建设难度。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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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公司已建成的 185 个公交充电桩尚未正式投入使用。 

（4）配套支持政策仍需加强 

长春市初步制定了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配套

支持政策，体系尚未健全。 

4 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 

4.1 需求预测影响因素 

本次充电设施需求预测主要重点考虑了以下方面因素： 

（1）电动汽车技术发展 

由于目前电动汽车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电动汽车技

术的发展水平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包括电池技术、充电技

术、续航里程、电池低温衰减等关键技术能否突破技术瓶颈，

将直接影响电动汽车的推广应用情况。目前，续航里程是市民

购车考虑的首要因素，只有当续航里程、低温衰减等问题解决

后，电动汽车才能在东北打开市场。 

（2）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决定了市民的购买能力，还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市民的购买行为，通常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区域，

市民环保意识越强，越倾向于购买新能源汽车。 

（3）产业发展 

汽车产业的发展方向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目标，决定了政

府对电动汽车发展的支持力度，进而影响电动汽车的发展水平。

依据《长春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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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市新能源产业规模达到 1000 亿，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能力

达 20 万辆。 

（4）补贴政策 

近两年，国家和地方的双层补助政策及相关税费减免政策，

大大促进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地方的补贴力度直接影响市民

的购车行为，以深圳为例，政府补贴力度为全国最高，其电动

汽车推广效果也为全国最好。 

（5）交通管理政策 

根据其他城市的发展经验，交通管理政策能够影响本地区

电动汽车的发展，以北京、上海等城市为例，针对电动汽车实

施单独摇号、专用车牌等政策，对电动汽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

促进作用。 

4.2 电动汽车发展前景展望 

未来 15 年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制

造 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2015 年版)》、《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技术路线图》（2016 年）明确提出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燃料电池汽车、节能汽车、智能网联汽车是国内未来重点

发展的方向。开展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研发及大

规模商业化示范工程，推进产业化应用。未来我国电动汽车将

迎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 

依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16 年），纯电动

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发展总体思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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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中型及以下车型规模化发展纯电动乘用车为主，实

现纯电动技术在家庭用车、公务用车、租赁服务以及短途商用

车等领域的推广应用； 

（2）以紧凑型及以上车型规模化发展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

车为主，实现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在私人用车、公务用车以及

其他日均行驶里程较短的领域推广应用； 

（3）以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突破发展支撑整车竞争力提升

并实现关键部件批量出口； 

（4）以覆盖全国的充电设施与服务网络建设支撑电动汽车

大规模推广。 

 

 
图 4.1   纯电动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发展目标图 

 

至 2030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汽车总销量的 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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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总体技术路线图 

 

依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 年）》，

吉林省为全国示范推广地区，长春市为新能源推广应用城市。 

示范推广地区发展目标为：到 2020 年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

超过 4300 座，分散式充电桩超过 220 万个，以满足超过 223 万

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公共充电桩与电动汽车比例

不低于 1：8，城市核心区公共充电服务半径小于 1 公里；其他

城市公共充电桩与电动汽车比例力争达到 1：15，城市核心区公

共充电服务半径力争小于 2.5 公里。 

加强与加快发展地区的互联互通，以高速公路网为基础，

逐步推进全国范围的城际快充网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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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2015-2020 充电基础设施分区域建设目标图 

 

表 4.1   2015-2020 充电基础设施分区域建设目标表 

区域 所含省、市 
电动汽车推广

目标 
新建充换电站 新建充电桩

加快发展地区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

山东、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福建、广东、海南 

266 万辆 7400 座 250 万个 

示范推广地区 

山西、内蒙古、吉林、黑

龙江、江西、河南、湖北、

湖南、重庆、四川、贵州、

云南、陕西、甘肃 

223 万辆（8

万辆） 
4300 座 220 万个 

积极促进地区 
广西、西藏、青海、宁夏、

新疆 
11 万辆 400 座 10 万个 

依据《长春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十三五” 发展规划》，至

2020 年我市新能源产业规模达到 1000 亿，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

能力达 20 万辆。 

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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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的政策意见》（吉府办发〔2016〕70 号）明确要求长

春市公共服务领域新增或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30%，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每年购买新能源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

车辆总量的比例要达到 50%以上。 

4.3 长春市电动汽车保有量预测 

4.3.1 人口及经济规模预测 

依据《长春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规划至 2020

年长春规划区总人口达到 648 万人左右。 

选取长春市区及九台 2000-2015 年的人口数据进行回归分

析，结合近几年人口实际增长情况，采取多种回归分析方法，

对 2020 年长春市区人口规模进行预测。预计至 2020 年，长春

市区（包括九台）的人口规模约为 460 万左右。 

本次规划分别以上述两个方案人口规模为依据，设计高、

低两个方案进行电动汽车保有量预测。 

选取长春市区及九台 2008-2015 年的人均 GDP 数据进行回

归分析，对 2020 年长春市区人均 GDP 进行预测。预计至 2020

年，长春市区（包括九台）的人均 GDP 约为 13.63 万元。 

4.3.2 机动车保有量预测 

经济收入水平及城市人口是影响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变化的

主要因素，经济收入水平直接影响着机动车千人拥车数量。本

次规划选取长春市区、九台 2008-2015 年的机动车保有量、人

均 GDP 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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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2007-2015 年人均 GDP 与机动车千人拥有率关系表 

年份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人均 GDP（万元） 4.6 5.4 6.5 8.2 9.3 9.9 10.3 11.0 

机动车保有量

（辆） 
382061 451355 537319 624145 712673 826832 949463 1052833

千人拥车率（辆/
千人） 

102.38 118.00 137.66 156.96 178.67 200.52 225.48 248.78

 

可见近几年，随着长春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机动化水平高

速增长，预计“十三五”期间，我市机动车发展仍将保持这种

高速增长态势。如公式 4.1 所示。 

               y = 2.6555x2-20.278x+146.35                

公式 4.1 

式中，y为机动车千人拥有率（辆/千人）； 

x 为人均 GDP（万元）。 

 

图 4.4   机动车保有量预测模型图 

基于以上模型，对长春市机动车保有量进行预测。预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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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长春市区（包含九台）机动车千人拥有率为 368 辆/

千人，机动车保有量约为 170-240 万辆。 

表 4.3   2020 年城市中心城区机动车保有量预测表 

年限 
长春市人均GDP（万

元） 

机动车千人拥有

率（辆/千人） 
规划人口 

机动车保有量

（万辆） 

2020 年 

高方案 
13.63 368 648 240 

2020 年 

低方案 
13.63 368 460 170 

4.3.3 电动汽车总量预测 

1、长春市电动汽车发展趋势分析 

虽然目前长春市新能源车辆的生产能力及推广应用情况均

处于起步阶段，但是新能源技术研发及新能源汽车生产将成为

我市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同时随着城市交通拥堵情

况的日益严重，核心区交通需求管理势在必行，通过交通管理

政策（如电动汽车不限行）、免收停车费、加大财政补贴力度等

措施刺激电动汽车发展，鼓励市民购买电动汽车。但是，考虑

到长春市冬季气温寒冷，因续航里程折减导致电动汽车发展受

阻，预计发展水平将略低于南方城市。 

由于存在以上不确定性因素，未来电动汽车实际发展规模

难以准确判断。本次规划按照“站桩先行”的原则，在电动汽

车发展初期，适度超前建设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保障充电服务

的便利性。 

2、预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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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满足未来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需求，本次规划采取两

种方法进行电动汽车保有量预测。 

方法一： 

参考国内其他城市情况，2020 年电动汽车保有总量约占汽

车保有总量的 2-3%。综合考虑未来长春市电动汽车发展前景、

交通管理政策等因素，预计长春市 2020 年电动汽车保有量占机

动车保有量的比例约为 1.8-2.0%，电动汽车保有量约为 3.0-4.7

万辆左右。 

表 4.4   国内其他城市电动汽车占汽车保有量比例表 

城市 预测年份 汽车保有量（辆） 电动汽车保有量（辆） 电动汽车比例 

全国 2020 2 亿-2.5 亿 500 万 2%-2.5% 

湖南省 2020 950 万 22 万 2.3% 

厦门市 2020 130 万 2.6 万 2% 

泸州市 2020 40.1 万 1.13 万 2.8% 

北京市 2020 596 万 60 万 10.1% 

上海市 2020 440 万 26.33 万 6% 

吉林省 2020 504.76 万 8.13 万 1.61% 

方法二： 

依据《吉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2016-2020

年）》，2020 年全省电动汽车将达到 8.2183 万辆，全省充电桩将

达到 87593 个，其中长春市充电桩将达到 35967 个。结合吉林

省充电桩发展目标，以及各类型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配置原则和

计算方法，反推长春市 2020 年电动汽车保有量约为 3.4 万辆，

在方法一预测的 3.0-4.7 万辆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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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两种方法预测结果，2020 年长春市电动汽车保有

量为 3.4 万辆，按照机动车保有量预测的低方案 170 万辆计算，

占机动车总量的比例约为 2%。 

4.3.4 分类发展规模评估 

（1）电动公交车 

长春市现有公交车约 4623 辆，根据公交集团及其他民营企

业报废计划，至 2020 年报废公交车辆数约 2700 辆。依据《长

春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及“公交都市”示范城市要求，2020

年长春市万人公交车辆保有量应达到 16 标台/万人，车辆总规

模为全市 6800 辆。至 2020 年，长春市共计需新增、更新公交

车 4877 辆。依据国家及吉林省相关政策中关于公共服务领域新

增或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30%的要求，预计至 2020

年长春市推广电动公交车数约为 1500 辆。 

（2）电动出租车 

长春市现有出租车约 15401 辆，根据部门计划，至 2020 年

报废车辆数约 4800 辆。依据国家及吉林省相关政策中关于公共

服务领域新增或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30%的要求，

预计至 2020 年长春市推广电动出租车数约为 1500 辆。 

（3）电动环卫车 

长春市现有环卫车 1824 辆，按照部门计划，至 2020 年报

废车辆约 500 辆；依据《长春市环卫设施专项规划》，至 2020

年长春市环卫车辆数约 3464 辆。至 2020 年长春市共需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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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环卫车辆 2140 辆。依据国家及吉林省相关政策中关于公共

服务领域新增或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30%的要求，

预计至 2020 年长春市推广电动环卫车数约为 650 辆。 

（4）电动物流车 

长春市现有物流车 13554 辆，至 2020 年长春市共需新增、

更新物流车辆约 7000 辆。依据国家及吉林省相关政策中关于公

共服务领域新增或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30%的要

求，预计至 2020 年长春市推广电动物流车数约为 2100 辆。 

（5）电动公安巡逻车 

长春市现有公安巡逻车 474 辆，至 2020 年长春市共需新增、

更新公安巡逻车辆 300 辆。依据国家及吉林省相关政策中关于

公共服务领域新增或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30%的

要求，预计至 2020 年长春市推广电动公安巡逻车数约为 100 辆。 

（6）电动公务及私人乘用车 

预计至 2020 年长春市推广电动汽车总数为 3.4 万辆，扣除

电动公交车、电动出租车以及电动环卫物流公安巡逻车，需推

广电动公务及私人乘用车约 2.8 万辆。 

 
表 4.5   2020 年长春市各类型电动汽车规模预测表（辆） 

电动公

交车 

电动出租

车 

电动环卫

车 

电动物流

车 

电动公安巡逻

车 

电动公务及私人乘

用车 
总计

1500 1500 650 2100 100 28150 3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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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充电设施配置比例 

依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在

加快发展地区在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公共充电桩与电动

汽车比例不低于 1:7，城市核心区公共充电服务半径小于 0.9 公

里；在示范推广地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公共充电桩与

电动汽车比例不低于 1:8，城市核心区公共充电服务半径小于 1 

公里。 

国内各省市对电动汽车推广配置、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要求

方面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在电动汽车推广配置要求方面，公共服务领域（公交车、

出租车等城市客运，环卫、物流、机场通勤、公安巡逻等领域，

政府机关及公共机构购买的新能源汽车）新增或更新车辆中的

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30%。分时租赁用车在私人乘用车占比达

到 10%。 

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方面，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

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

比例不低于 15%；公交车充电桩与公交电动汽车比例不低于 1：

3；每 2000 辆电动车配置一座不少于 4 个直流快充桩的公共充

电站，充电站结合交通枢纽、大型文体设施、城市绿地、公共

停车场、大型建筑配建停车场、路边停车位等公共停车场所进

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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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国内城市充电设施配置原则表 

 公务、私人 出租车 公交车 
环卫、物流、公安

巡逻 
充换电站 

 专用 公用 专用 公用 专用 公用 专用 公用  

厦门 1:1 1:7 1:3 —— 1:3 —— 1:1 1:7 
出租车 130/1，

公用； 

福建 1:1 10% —— —— 1:4 —— 1:1 —— 

公交 40/1，专

用； 

出租车 130/1，

公用； 

上海 1:1.4 
1:7（不含

公务） 
—— —— 1:3 —— 1:2 —— —— 

云南 1:1 1:8 1:3 —— 1:2 ——
未单独划

分 
—— —— 

陕西 1:1 —— 
1:4 

30 桩/站 
—— 

1:2 

25 桩/

站 

——

1:1 

50 慢充桩/

站， 

8 快充桩/

站 

—— —— 

 

4.4.1 各类型车辆充电设施配置比例 

依据国家、吉林省相关文件要求，同时参考国内其他城市

经验，确定长春市各类型车辆充电设施配置比例如下： 

（1）公交车充电设施配置比例 

结合各类型公交场站设置公交车专用充电桩，公交车充电

桩与公交电动车比例不低于 1:3。 

（2）出租车充换电设施配置比例 

由于出租车运营时间及里程较长，电动出租车对于电池电

量的消耗远大于普通车辆。本次规划考虑到未来电池技术、换

电技术及政策的不可控性，针对电动出租车充电设施的布置，

规划按照换电需求布置充换电站，同时考虑充电需求布置公共

充电桩。考虑换电需求时，按照 130 辆出租车配置一个两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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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换电站，充换电站需建筑面积占地 2000 平方米，可独立占地

或采用附建方式建设；考虑充电需求时，电动出租车桩车比不

低于 1:3。 

（3）电动环卫、物流及公安巡逻等充电设施配置比例 

结合专用停车场站或单位内部停车场配置专用充电桩。根

据环卫、物流及公安巡逻车的运行特点，按车桩比 1:1 配置。

考虑公共充电桩配置，按桩车比 1:7 设置。 

（4）公务车、私人乘用车充电设施配置比例 

结合企事业内部停车场和小区停车位配置专用充电桩，专

用充电桩按车桩比 1:1 配置。考虑公共充电桩配置，按桩车比

1:7 设置，城市核心区公共充电服务半径小于 1 公里。每 2000 

辆电动车配置一座不少于 4 个直流快充桩的充电站,充电站结

合交通枢纽、大型文体设施、城市绿地、公共停车场、大型建

筑配建停车场、路边停车位等公共停车场所进行建设。 

4.4.2 各类型场所充电设施配置比例 

（1）住宅小区 

对于新建地块，新建住宅充电泊位应按照总停车位的 100%

建设或者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对于已建地块，鼓励物

业联合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商根据实际需求建设充电设施；对部

分实施条件较为困难的居住区，宜积极在地块周边 1 公里范围

内发展公用充电设施，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 

（2）公共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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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停车场、大型商场、公建、办公场所、驻车换乘（P+R）

等配建公共停车场，对于新建地块，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

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 15%，鼓励在此基础上增加充电设施

建设规模；对于已建地块，对外开放车位数在 100 个以上的停

车场，需按照地面 5%，地下 2%的比例进行充电桩配建。 

（3）道路停车泊位 

在路外充电设施不足的情况下，可根据各区域特点，结合

交通管理措施，在有条件的路内、路外等临时公共停车位布局

公用充电设施。 

（4）公交枢纽站、首末站 

对于新建公交枢纽站、首末站、停靠站，应根据电动公交

车推广任务的安排，配建相应比例的公交充电桩。对于现状公

交枢纽站、首末站，应根据电动公交车推广任务的安排结合场

地条件，选取占地面积较大、服务功能较强的场站设施，配建

相应比例的公交车充电桩。 

（5）出租车换电站 

根据换电式电动出租车的发展需求规划充换电站，130 辆

出租车配置一个两车位充换电站。 

（6）公共充电站 

结合公共停车场，大型商场、公建、办公场所、驻车换乘

（P+R）等配建公共停车场，路边停车位等场所建设公共充电站。

每 2000 辆电动车配置一座不少于 4 个直流快充桩的充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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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充电设施需求预测 

为满足 3.4 万辆的电动汽车推广需求，依据上述电动汽车

预测结果和充电设施配置原则，至 2020 年，长春市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最低要求为：需至少建设充电站 17 座，换电站 11

座（可与充电站共同建设），电池配送中心 2 座；至少建设 500

个公交车充电桩，4900 个小型车公共充电桩，3.1 万个小型车

专用充电桩。充电桩数共计 3.6 万个。 

表 4.7   2020 年长春市各类型电动汽车充电设施需求预测表 

 

公交

车充

电桩 

公共充电桩 

专用充电桩（住

宅、企事业内部

停车场） 

专用充电桩

（物流环卫

公安巡逻车）

出租车换电车

位 
合计 

车辆数 

1500

辆电

动公

交车 

1500 辆出租

车、2850 辆电

动环卫物流及

公安巡逻车、

28150 辆电动

公务及私人乘

用车 

28150 辆电动

公务及私人乘

用车 

2850 辆电动

环卫物流及

公安巡逻车 

1500 辆出租车 34000 

充电桩

数（个） 
500 4900 28150 2850 22 36400 

充电站

数（座） 
 17   

11 座换电站

（可与充电站

共同建设），2

座电池配送中

心 

 

4.6 充电设施充电负荷预测 

取公交车年行驶 10 万公里，出租车年行驶 15 万公里，环

卫、物流、公安巡逻车年行驶 2.5 万公里，公务车、私人小汽

车平均年行驶 3万公里；再利用比亚迪最新款汽车 K9、e6 款的

数据来估算汽车的平均充电功率。 

— 45 —



 

 

表 4.8   电动汽车 24 小时平均充电功率表 

 公交车 出租车 
环卫、物流、公

安巡逻 

公务车、私人小

汽车 

年行驶（万公里） 10 15 2.5 3 

续驶里程（公里） 250 300 200 300 

电池容量（kwh） 300 80 60 100 

充电时长（小时） 3 2 1 1.5 

充电功率（kw） 100 40 60 67 

年充电次数（次） 400 500 125 100 

 

预计到 2020 年，长春市各类电动汽车峰价时段充电功率将

达到 164.4MW，谷价时段充电功率将达到 383.6MW。 
 

表 4.9   2020 年长春市各类型电动汽车充电需求预测表 

  电动公交车 
电动出租

车 

电动环卫、物流、

公安巡逻 

电动公务车、私

人小汽车 
合计 

车辆数 1500 1500 2850 28150 34000 

峰价充电功率（MW） 24.66 23.74 11.40 104.59 164.4 

谷价充电功率（MW） 57.54 55.38 26.61 244.04 383.6 

 

5 规划策略与发展目标 

5.1 规划原则 

本次规划的总体原则为： 

（1）统筹规划，协同发展 

从电动汽车发展全局的高度，与长春市进行统筹考虑，加

大用地、交通、市政、电力等公共资源协同力度，推动充电设

施建设，满足电动汽车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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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预测，适度超前 

进行电动汽车发展趋势预判，合理进行电动汽车及充电设

施需求预测，遵循适度超前原则，科学确定充电基础设施的规

模。 

（3）因地制宜，合理布局 

结合城市用地规划、公交场站布局、公共停车场布局规划、

加油加气站规划，合理进行充电基础设施的布局规划。 

（4）结合现状，依据规划 

提出总体发展目标，结合各城区现状机动车保有量、停车

位分布情况，以规划人口、经济、机动化发展水平为依据，进

行各分区任务拆解。 

5.2 规划策略 

长春市充电设施发展策略为： 

按照“车桩相随、桩站先行，自（专）用为主、公用为辅，

快慢互济、分类落实”的原则，以专用充电设施为主体（居住

地停车位、单位停车场、公交及出租车场站等），以公共充电设

施为辅助（医院、商场、大型文化、体育设施等公共建筑物配

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临时停车位等），以独立占地的城

市充换电站为补充，形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5.3 发展目标 

依据长春市充电设施发展策略及需求预测结果，确定长春

市的发展总体目标、分区发展目标及重点领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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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目标 

至 2020 年，长春市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发展目标为：建成

换电站 14 处，电池配送中心 2 处，充电站 17 处；充电桩将达

到 36400 个，其中公交车充电桩 500 个，小型车公共充电桩 4900

个，小型车专用充电桩 31000 个。 

 

表 5.1   长春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发展总体目标表 

 

公交

车充

电桩 

公共

充电

桩 

专用充电桩（住

宅、企事业内部

停车场） 

专用充电桩

（物流环卫公

安巡逻车） 

出租车换电车位 合计

充电桩数

（个） 
500 4900 28150 2850 28 36400

充电站数

（座） 
 17   

14 座换电站（可与充

电站共同建设），2 座

电池配送中心 

 

 

为实现各类型充电设施发展目标，充分结合规划及现状的

公交场站建设公交充电站，约 50 处；结合公共停车场、行政机

关、医院、大型商超等配建停车场建设公共充电站，约 400 处。

独立占地的充电站及出租车换电站，可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客

运枢纽、公交场站、公共停车场或其他市政公共设施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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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长春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划总体布局示意图 

表 5.2   2018-2020 年长春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年度发展目标表 

 
公交车 

充电桩 
公共充电桩 

专用充电桩（住宅、

企事业内部停车场）

专用充电桩（物流环

卫公安巡逻车） 

出租车 

换电车位 
合计 

2018 年 150 1200 6500 810 8 8660 

2019 年 170 1600 9550 940 8 12260

2020 年 180 2100 12100 1100 12 15480

（2）分区发展目标 

结合各城区机动车保有量分布情况及现状停车位供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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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以规划人口、经济、机动化发展水平为依据，按照分区、

分年度进行目标拆解。如表 5.3 和 5.4 所示。 

表 5.3   长春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分区发展目标表 

  公共充电桩（个） 
专用充电桩（住宅、企事

业内部停车场）（个）
出租车换电站（处）

南关区 500 3000 1 

宽城区 250 1650 1 

朝阳区 550 2400 1 

二道区 200 1550 1 

莲花山 50 250 0 

绿园区 250 2000 1 

经开区 600 2600 1 

净月区 300 1700 1 

汽开区 400 2100 1 

长春新区 1500 10200 4 

九台区 200 500 1 

双阳区 50 100 1 

榆树市 20 40 0 

德惠市 20 40 0 

农安县 10 20 0 

总计 4900 28150 14 

 

 
图 5.2   长春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分区发展目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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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长春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分区分年度发展目标表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公共充电

桩（个） 

专用充电桩

（住宅、企事

业内部停车

场）（个） 

出租车换

电站（处）

公共充电

桩（个）

专用充电桩

（住宅、企

事业内部停

车场）（个）

出租车

换电站

（处）

公共充

电桩

（个）

专用充电桩

（住宅、企事

业内部停车

场）（个） 

出租车

换电站

（处）

南关区 120 700 1 170 1000 0 210 1300 0 

宽城区 60 400 0 80 550 1 110 700 0 

朝阳区 130 600 1 180 800 0 240 1000 0 

二道区 50 350 0 60 500 1 90 700 0 

莲花山 10 50 0 20 100 0 20 100 0 

绿园区 60 450 0 85 670 1 105 880 0 

经开区 150 600 0 200 900 0 250 1100 1 

净月区 70 400 1 100 550 0 130 750 0 

汽开区 90 500 0 130 750 0 180 850 1 

长春新区 370 2300 1 500 3500 1 630 4400 2 

九台区 50 110 0 60 170 0 90 220 1 

双阳区 10 20 0 15 30 0 25 50 1 

榆树市 10 10 0 0 10 0 10 20 0 

德惠市 10 10 0 0 10 0 10 20 0 

农安县 10 0 0 0 10 0 0 10 0 

总计 1200 6500 4 1600 9550 4 2100 121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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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领域发展目标 

① 公务及私人乘用车领域 

基本实现“一车一桩”，满足公务车辆及私人乘用车基本充

电需求。至 2020 年重点单位内部充电桩数将达到 15000 个，居

民区充电桩数将达到 13150 个。 

② 城市公共领域 

推进充电设施规模化、连锁化、品牌化发展，形成核心区

服务半径小于 1公里的公共充电网络。至 2020 年公共充电站将

达到 17 处，公共充电桩数达到 4900 个。 

③ 公共专用领域 

高效利用社会公用充电网络，同时充分挖掘自有场站空间

资源建设充电设施，满足公共服务领域电动汽车充电需求。至

2020 年公交车充电桩数将达到 500 个，物流、环卫及公安巡逻

车专用充电桩数将达到 2850 个，出租车换电站达到 14 处。 

5.4 充电设施布局原则 

5.4.1 公交车充电站 

（1）公交车充电桩与公交电动汽车比例不低于 1:3； 

（2）现状 2000m2以上、服务功能较强的公交场站充分利用

场地空间设置充电桩，约 100m2布置一个充电车位； 

（3）规划公交场站、客运枢纽、公交首末站 100%建设充电

桩或预留建设条件。 

5.4.2 小型车公共充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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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共充电桩与电动汽车比例不低于 1:7，电动出租车

桩车比不低于 1:3； 

（2）现状社会停车场、医院、机场、商场、酒店、体育场

馆、文化设施等的配建停车场，按照地面 5%、地下 2%进行充电

桩基本配置，为保障覆盖率要求，每处布置 10-50 个充电桩； 

（3）对于现状已建成的居住区不具备建立独立充电站条

件，结合路内、路外停车泊位设置充电桩，以满足服务半径要

求； 

（4）规划公共停车场、医院、机场、商场、酒店、体育场

馆、文化设施等的配建停车场，充电车位比例不低于 15%。 

5.4.3 独立占地充换电站 

（1）130 辆电动出租车配置一个两车位充换电站，并配置

电池配送中心一座； 

（2）可结合客运枢纽、公交场站、公共停车场或其他市政

公共设施进行设置； 

（3）充换电站在与加油加气站等其他设施联合建站时，应

满足防火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针对工程安全性和可实施性进

行充分论证。 

6 重点任务 

6.1 推动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6.1.1 重点推进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近期，长春市应以公交、出租，环卫、物流及公安巡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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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点，推动整个长春市充

电基础体系的建设。 

对于公交、环卫等定点定线运行的公共服务领域电动汽车，

应根据线路运营需求，结合公交场站、环卫站点建设专用充电

基础设施，不设独立占地充电站；对于出租、物流、租赁、公

安巡逻等非定点定线运行的公共服务领域电动汽车，应充分挖

掘有关单位内部停车场站配建充电基础设施的潜力，同步推进

城市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专用和公共充电设施的高效

互补，提高行车便捷性，有条件的充电设施可考虑对外开放；

对于出租车，应根据其充换电需求，建设一定数量的出租车充

换电站。 

至 2020 年计划建设公交车充电站如下表所示。 

表 6.1   规划公交车充电站一览表 

序号 公交场站（库）名称 位   置 
场站规模（平

方米） 
类型 

1 长春公交集团巴士公司 卫星广场 16260 结合现状 

2 长春公交集团东盛公司 自由大路 8555 号 15789 结合现状 

3 长春公交集团中兴公司 经开区甲 18 号 6079 结合现状 

4 14 路车库 皓月大路 3861 号 9907 结合现状 

5 19 路车库 东风大街 101 号 10000 结合现状 

6 小南运营场 亚泰北大街 4588 号 9046 结合现状 

7 雁鸣湖运营场 北环雁鸣山庄 10000 结合现状 

8 南部公交运营场 前进大街南部新城 31608 结合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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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1   规划公交车充电站一览表 

序号 公交场站（库）名称 位   置 
场站规模

（平方米） 
类型 

9 南通汽车公司 倚澜观邸 6000 结合现状

10 工农大路停车场 红旗西四胡同 30683 结合现状

11 旅游汽车出租公司 卫星路 8845 号 12924 结合现状

12 64 路公交车场 迎宾路（李家屯） 22624 结合现状

13 八里堡运营场 鲁辉国际城 20707 结合现状

14 长沈运营场 长沈路与南四环路交汇 11000 结合现状

15 净月运营场 天泽大路与红梅街交汇处 20004 结合规划

16 高新区运营场 
（高新）超越大街以东，城南路以

北 
30001 结合规划

17 长春站(含北广场) 长春站南北广场 —— 结合规划

18 
长东北鑫盛大路公交运

营场 

（高新）鑫盛大路以北，丙六街以

东 
20000 结合规划

19 火烧里运营场 
（绿园）西环城路以西，长白路以

北 
24746 结合规划

20 
洋浦大街枢纽公交运营

场 

（二道）洋浦大街以西，东四路以

南 
2400 结合规划

21 南部枢纽运营场 亚泰大街以西，兴德路以北 19374 结合规划

22 城西乙三街公交运营场 （绿园）乙三街以东，乙八路以北 57416 结合规划

23 
合心春秋大路公交运营

场 

（绿园）春秋大路以北，向前大街

以西 
48299 结合规划

24 汽车厂运营场 
（绿园）自立西街以南，安庆路以

西 
30568 结合规划

25 绿新大市场运营场 
（汽开）长沈路以东，绿新大市场

以南 
22646 结合规划

26 长春西站综合客运枢纽 西四环路以东，南阳路以南 12000 结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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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1   规划公交车充电站一览表 

序号 公交场站（库）名称 位   置 
场站规模

（平方米） 
类型 

27 
西新西景阳大路公

交运营场 
（绿园）景阳大路以北，西一街以东 10000 结合规划

28 富锋停车场 （汽开）俊达路以北，育民路东 5633 结合规划

29 北凯旋路运营场 （宽城）凯旋路以西，北四环路以南 40176 结合规划

30 新月路运营场 （宽城）西环城路以东，新月路以北 8601 结合规划

31 
经开北区公交运营

场 
（经开）丙七街以东，甲二路以北 40699 结合规划

32 东部枢纽 哈尔滨大街以东，长石公路以南 4000 结合规划

33 
新立城生态大街公

交运营场 

（净月）新城乙二路以南，生态大街

以东 
15046 结合规划

34 
兰家长农公路运营

场 

（宽城）长农公路以西，丙六十五路

以南 
36213 结合规划

35 
西新西四环路公交

运营场 
（绿园）西四环路以西，东四路以北 44739 结合规划

36 
西新长深高速联络

线公交运营场 

（绿园）长深高速联络线以北，西三

街以东 
5051 结合规划

37 
长东北和安街公交

运营场 
（高新）和安街以东，丙十四路以南 55000 结合规划

38 长东北枢纽 航空街以北，中科大街以西 4000 结合规划

39 
长东北盛北大街公

交运营场 
（高新）盛北大街以东，宽达路以北 5000 结合规划

40 荣光北运营场 
（二道）东环城路以西，吉林大路以

北 
19000 结合规划

41 
长东北东四环路公

交运营场 
（高新）东四环路以西，光机路以北 9800 结合规划

42 
英俊雾凯大街公交

运营场 
（二道）雾凯大街以西，香卓路以南 25000 结合规划

43 
英俊芝仕路公交运

营场 
（二道）长吉南线以南，芝仕路以东 20630 结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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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1   规划公交车充电站一览表 

序号 公交场站（库）名称 位   置 
场站规模

（平方米） 
类型 

44 
方正六村东风大街公交

运营场 
（汽开）东风大街以南 23332 结合规划

45 先锋北站 
（净月）净月乙六路以北，生态西

街以东 
5000 结合规划

46 永春客运枢纽运营场 
（朝阳）丙十八路以北，丙十九街

以东 
17257 结合规划

47 卡伦运营场 （高新）丙十一路以北 10000 结合规划

48 北部客运枢纽 长农公路以西，十四路以南 4938 结合规划

49 西南客运枢纽站 硅谷大街以西，朗新街以南 —— 结合规划

50 
长东北滨河路公交运营

场 
滨河路以北，丙四十三路以西 10000 结合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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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公交车充电站规划布局示意图 

6.1.2 加快推进住宅小区充电设施建设 

对于新建地块，严格执行配建标准，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

应按照总停车位的 100%建设或者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

对于已建地块，鼓励物业联合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商根据实际需

求建设充电设施；对部分实施条件较为困难的居住区，宜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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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块周边 1 公里范围内发展公用充电设施，满足居民的充电

需求。 

6.1.3 积极开展单位内部停车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具备条件的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及企事业单位，要结合单

位电动汽车配备更新计划以及职工购买使用电动汽车需求，利

用单位内部停车场资源，按照不低于总停车位 15%的比例建设充

电桩，建设充电设施示范工程。研究将有关单位配建充电基础

设施情况纳入相关考核奖励范围。 

6.1.4 大力推进城市公共充电网络建设 

在商业、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停车场以及具备停车条件的

道路旁建设以快充为主、慢充为辅的公用充电设施。公共停车

场及大型商场、公建、办公场所等配建停车场，对于新建地块，

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 15%，鼓励

在此基础上增加充电设施建设规模；对于已建地块，对外开放

车位数在 100 个以上的停车场，需按照地面 5%，地下 2%的比例

进行充电桩配建。 

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应按照从开发区中心到边缘、优先

发展区域向一般区域逐步推进的原则，逐步增大公共充电基础

设施分布密度。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充电基础设施向社会

公众开放。 

至 2020 年各分区结合公共停车场建设的公共充换电站及出

租车换电站建设目标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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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小型车公共充换电站规划一览表 

行政区 小型车公共充电站（结合公共停车场设置）（处） 出租车换电站（处） 

南关区 44 1 

绿园区 53 1 

净月区 35 1 

宽城区 24 1 

朝阳区 19 1 

二道区 19 1 

莲花山 7 0 

汽开区 7 1 

经开区 11 1 

长春新区 54 4 

九台 6 1 

双阳 9 1 

总计 28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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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结合公共停车场设置的小型车公共充电站规划布局示意图 

6.2 加强配套电网保障能力 

政府应统筹协调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将充电基础设施配套

电网新建与改造项目纳入配电网专项规划和建设计划，与其他

相关规划相协调，在用地保障、廊道通行等方面给予支持，切

实做到“设施建设、电网先行” 。并就因充电设施建设带来的

配套电网建设及后期运营维护成本等问题，与电力部门达成协

议，确保电力供应的“畅通无阻”，满足充换电设施运营需求。 

电网企业应为充电基础设施接入电网提供便利条件，开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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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通道，优化流程，简化手续，提高效率，限时办结。 

6.3 统一设计建设标准 

严格执行国家充电设施技术标准和规范，对于不符合要求

的充电设施（高新充电站、净月换电站等），加快改造升级，保

证充电设施的通用性，进一步规范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设计和建

设标准，统一充电接口、充电基建配套、消防安全、数据采集

等技术标准，为新能源车辆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

实现不同厂商充电设备与不同品牌电动汽车之间的兼容互通。

完善充电基础设施计量、计费、结算等运营标准与管理规范。

加快建立充电基础设施标识体系，在设施建设的同时落实周边

醒目设施标志标牌建设，确保用户的可识别性，避免充电车位

被当作普通车位使用，并在显著位置提示充电设施使用方法，

有效提高充电设施的使用率。 

6.4 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 

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探索可实施、可推广的充电设施运营商

业化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充电设施网络及基础服务平台建设。

加快形成私人用户住宅小区与办公场所配套停车场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运营的市场机制。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充电服务市场。 

鼓励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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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充电服务企业通过与整车企业合作、众筹等方式，创

新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商业合作模式，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等方

式，提供智能充放电、电子商务、广告等增值服务，提升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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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6.5 建设信息服务平台，提高设施利用率 

大力推进“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具有成熟市

场运作经验的新能源汽车生产、运营、互联网和充电设施服务

等企业，采用物联网、车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建设

区域性或覆盖全市范围的新能源汽车运营和充电综合性智能服

务平台。依托社会化信息服务平台，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盘活停

车存量，利用大数据信息完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布局。提高充

电服务智能化水平，提升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促进电动汽车

与智能电网间能量和信息的双向互动。鼓励围绕用户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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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用户体验与运营效率。 

发展有序充电技术，引导有序用电，减小峰谷差，提高设

施效用效率。将充电服务信息接入停车信息平台，方便用户快

速找到充电桩泊位。研究充电车位专位专用，开发普遍适用性

的支付手段，如手机支付、银联支付、交通卡支付等方式，保

证支付体系的兼容性。 

7 规划实施与保障 

7.1 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建立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

充分发挥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能，加强组织协调，及时研究解决

充电设施建设运营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各部门要各行其责，制

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抓好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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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大财政扶持力度。落实国家、省市新能源汽车推广

财政补贴政策，建议加大电动汽车购买补贴力度，鼓励各类社

会资本参与充电设施建设，鼓励新能源汽车分时租赁企业投资

建设并开放其参与建设的充电设施。利用新能源推广应用补贴

资金对建成并投入正常运营的充电设施，给予一定的奖金奖补。 

（3）建立新能源汽车研发专项基金。加大对本地新能源汽

车企业的电动汽车研发试制、产业化及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的

高精尖项目的财政支持力度。 

（4）完善配套政策及相关法规体系。制定新能源汽车推广

计划并严格执行，制定公交、出租车、物流环卫及公安巡逻车

辆更新管理办法，制定电动汽车充电服务费收费标准等，将新

建、改建及现状的大型商场、医院等公共建设用地的充电设施

建设要求纳入地方法规，并督促实施。 

（5）加大土地支持力度。国土部门可将独立占地的充（换）

电站、电池配送中心用地纳入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范围，参

考加油加气站用地供应模式，优先安排土地供应。同时，明确

公交场站的土地供应方式及开发模式，便于推进公交场站建设

工作，为公交专用充电设施建设提供用地保障。 

（6）与其他规划衔接。加强与公共交通、停车设施、城市

电网等专项规划的衔接，将充电设施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纳

入本市相关规划，落实充电设施专项规划的相关建设要求。 

（7）规划落地。加强新、改建项目充电设施审核、验收管理，

将充电设施配置要求纳入土地出让、项目规划方案及设计文件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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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范围，在完成规定数量的充电设施预留或配建后，方可办理竣

工备案等手续，以保障规划落实。此外，考虑到新能源汽车行业

的快速发展，应密切结合行业发展及技术进步，动态修编发展规

划，确保规划成果与技术发展，城市需求保持协调统一。 

（8）保障示范工程实施。积极申报充电基础设施示范项目，

建议政府机关单位配建停车场近期充电桩建设的比例不低于15%，

将有关单位配建充电基础设施情况纳入相关考核奖励范围。 

（9）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各相关部门、企业和新闻媒体通

过多种形式宣传绿色发展、节能减排理念及相关鼓励政策，引

导消费者购买使用电动汽车。 

（10）加强充电设施安全运营管理。建立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和设备定期检查和运行维护工作制度，确保充电设施、

配电设备、线缆及保护装置、充电监控系统及运行管理平台的

工作状态正常和可靠运行。落实充电设备、配电等电气设备及

监控系统故障信息检测手段，建立充电过程的告警监测、过充

保护、故障处理等防控措施及应急联动机制。依照相关标准对

有关消防设施进行检查，保证设备处于可用状态。加强设备设

施安全管理和运行维护，满足充换电设施运行要求。 

7.2 实施效果 

（1）充电电量 

根据电动汽车保有量预测结果，结合各类型车辆的年均行

驶里程及平均耗电量，预测到 2020 年，长春市区电动汽车年充

电量约 4.04 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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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2020 年长春市各类型电动汽车充电电量预测表 

 电动公交车 电动出租车
电动公务与

私人乘用车 

电动环卫、

物流车 

年均行驶里程（万公里） 10 15 3 2.5 

平均耗电量（千瓦时/100公里） 120 18 20 20 

2020 年电动汽车数量（辆） 1500 1500 28150 2850 

2020 年年充电量（万千瓦时） 18000 4050 16890 1425 

（2）节能减排 

相比燃油汽车，电动汽车省去了“石油开采”环节，而且

由于电动机的效率远高于内燃发动机，使得电动汽车的总体能

耗要显著低于传统燃油汽车，具有显著的节能优势。相关研究

结果显示，纯电动车相比同类型汽油车能够节能约 50%以上。此

外，可通过安全发展核电，有序发展水电和天然气发电，协调

推进风电开发，推动太阳能大规模发展和多元化利用等途径，

增加清洁低碳电力供应。 

根据各类型车辆的燃料消耗标准，测算出到2020年，长春市通

过发展电动汽车可节约燃油1.55亿升，按照民用汽车每升燃油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约2.4千克计算，共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37.1万吨。 

表 7.2   2020 年长春市各类型电动汽车节能减排效果预测表 

 公交车 出租车 
公务与私人

乘用车 
环卫、物流车

年均行驶里程（万公里） 10 15 3 2.5 

平均燃料消耗量（升/100 公里） 30 8 10 10 

2020 年电动汽车数量（辆） 1500 1500 28150 2850 

燃油数（万升） 4500 1800 8445 712.5 

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108000 43200 202680 1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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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长春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运营管理暂行办法 

 

第 一 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长春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管理，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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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73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发展指南（2015-2020 年）》（发改能源〔2015〕1454 号）、《吉

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的政

策意见》（吉政办发〔2016〕70 号）、《吉林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凡在长春市行政区域内建设、运营的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均纳入本办法范围。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充电基础设施是指为电动汽车（包

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提供电能补给的各类充

换电设施，是新型的城市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集中式充换电站

和分布式充电桩。按照不同的充电对象分为自用充电设施、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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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充电设施和公用充电设施三类。 

（一）自用充电设施。是指专为某个私人用户提供充电服

务的充电设施。 

（二）专用充电设施。是指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园区以及住宅小区等专属停车位建设的，专门为公

务车辆、员工车辆、业主车辆等提供充电服务的充电设施；以

及在公交车、客运汽车、出租车、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停车场

（站）建设，为对应专用车辆提供充电服务的充电设施。 

（三）公用充电设施。是指专为社会车辆提供充电服务及

增值服务的充电设施，包括集中式充换电站、分布式充电桩以

及可移动的小型充换电设备。 

第四条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遵循以下原则。 

（一）在住宅小区建设以慢充为主的自用和专用充电设施。 

（二）在单位停车场、公交及出租车场（站）、环卫、物流

停车场（站）等建设快慢结合的专用充电设施。 

（三）在商场、车站、公共停车场、加油（气）站、城市

道路旁建设以快充为主、慢充为辅的公用充电设施。 

（四）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时原则上可考虑无线充电方式。 

第五条  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

预留建设安装条件；新建建筑面积大于 2 万平方米的商场、宾

馆、医院、办公楼等大型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以及独立用地的

公共停车场、驻车换乘（P+R）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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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条件（包括电力管线预埋和电力容量预留）的车位比例不

低于 15%。 

第六条  对于已建住宅小区、交通枢纽、超市商场、商务

楼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以及园区、学校，公共

停车场、道路停车位等场所，应该结合旧区改造、停车位改建、

道路改建等情况建设充电基础设施。 

 

第二章  建设管理 

 

第七条  鼓励电力企业、成品油零售经营企业、电动汽车

生产企业或其授权销售机构、充电设施生产企业、电池制造企

业、第三方运营商等单位及社会各类投资主体，发挥技术、管

理、资金、服务网络等方面的优势，也可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

合作（PPP）等模式，组建专业的充电设施建设经营企业，参与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第八条  鼓励电动汽车生产企业或其授权销售机构将充电

设施建设维护纳入其销售服务体系，与私人用户签订销售车辆

合同之前，可自行或委托充电设施建设经营企业为用户在住宅

小区或办公场所落实一处自用或专用充电设施。 

用户可通过购买或租用充电设施等方式获得充电服务，购

买即获得充电设施的所有权，租用即拥有充电设施的使用权。 

第九条  私人用户在自有车库、停车位建设自用充电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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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全国统一的私人用户居住地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示范文

本要求，办理报装手续。充电设施安装基础应为不燃构件，充

电设施安装不得影响停车场整体功能使用，不得影响消防车通

行、登高作业和人员疏散逃生。 

第十条  居住区或单位在既有停车位安装以及利用现有公

共停车场新建专用充电设施和新建独立占地的公用充换电站、

充电桩群及可移动小型充换电设施，由项目单位按照《企业投

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和《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

理办法》的规定，向市发改部门申请备案。 

第十一条  充电设施建设企业应在项目开工前通过在线平

台将下列信息告知市发改部门：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 

（三）项目总投资额； 

（四）项目符合产业政策的声明。 

第十二条  充电设施建设企业在备案以及项目实施中的违

法行为及其处理信息，通过国家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向社会公示。 

第十三条  充电基础设施及其设计、建设、使用应符合国

家和行业统一标准。 

第十四条  充电设施正式投入使用前，所有权人（产权单

位）应完成充电设施电气安全、计量系统、电能质量等指标的

验收，以及国家标准规定的充电通信协议的一致性检测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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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运营管理 

 

第十五条  公用充电设施应由充电设施运营企业经营管

理。 

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应遵循相关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服务

标准，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的安全监管。 

充电设施运营企业按照国家、行业标准和用户需求对充电

设施及运营服务网络进行升级、改造，并提供维修保养及其他

配套服务。 

第十六条  充电设施运营企业职责。 

（一）充电设施运营企业须制订职责分明、岗位清晰、责

任到位、管控有力的运营管理制度，为电动汽车用户提供稳定、

便捷的充电服务。公用充电设施应符合国家现行电动汽车充电

设施相关标准，确保充电安全、便利。 

（二）充电设施应依法检测和校准。 

（三）加强充电设施安全运营管理，及时进行充电设施的

维修和维护，确保充电设备、配电设备、线缆及保护装置、监

控系统和运营管理平台等正常可靠运行。 

（四）严格遵循供电营业规则要求，充电设施只能用于电

动汽车充电，不得转供电。 

（五）对充电设施进行有效管理和实时监控，并接入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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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服务平台，确保充电设施在用户查找、使用、费用结算等

方面的互联互通。 

（六）充电设施经营场所应按国家统一标准，配建完备的

充电设施标识标志。 

第十七条  公用充电设施变更为自用、专用充电设施或拆

除的，应当及时告知市发改部门。 

第十八条  产权主体或运营使用管理主体承担充电基础设

施使用期间的安全管理责任。各职能部门按照管理职责加强对

充电设施的安全监管。 

第十九条  充电设施运营企业应自觉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

监督检查和管理，自行开展日常检查，对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及

时整改。 

（一）牵头部门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对长春市充电基础设施

进行不定期抽查。 

（二）充电设施运营企业自行开展日常检查工作，每月形

成自查报告并记录存档。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二十条  市供电公司要为充电设施接入电网提供便利条

件，设置专用服务窗口，简化办事程序，明确办理时限，开辟

电力扩容等审批服务的绿色通道。利用营业窗口和供电服务热

— 6 —



 

 

线等途径，做好服务、宣传工作，并负责建设、运行和维护充

电基础设施产权分界点至电网的配套接网工程，免收接网费用。 

第二十一条  执行扶持性电价和充电服务费政府指导价政

策。 

(一)对向电网经营企业直接报装接电的经营性集中式充换

电设施用电，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2020 年前，暂免收基本电

费。 

(二)其他充电设施按其所在场所执行分类目录电价。其中，

居民家庭住宅、居民住宅小区、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中

设置的充电设施用电，执行居民用电价格中的合表用户电价；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共停车场中设置的充电设施用

电，执行“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类用电价格。 

(三)充换电设施用电实行峰谷分时电价政策，按长春市现

行实施峰谷电价的范围执行。鼓励电动汽车在电力系统用电低

谷时段充电，提高用电效率，降低充电成本。 

(四)充电设施经营企业可按照充电电费和服务费收取费

用。其中，充电电费执行上述扶持性电价政策；充电服务费实

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收费标准由市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省、

市相关规定制定执行，并报省物价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加大充电设施建设用地政策支持力度。 

（一）独立占地的集中式充换电站用地纳入公用设施营业

网点用地， 按照加油加气站用地供应模式，根据可实施供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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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建设用地情况，优先安排土地供应。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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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严格充电站用地改变用途管理，确需改变用途的，

应依法办理规划和用地相关变更手续。 

第二十三条   

（一）个人在自有停车库、停车位，各居住区、单位在既

有停车泊位安装充电设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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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设城市公共停车场（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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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建单独占地的集中式充、换电站应符合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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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鼓励在已有各类建筑物配建的停车场、公交场站、

社会公共停车场等场所配建充电基础设施，由国土部门协调有

关单位在用地方面予以支持。 

第二十四条  明确职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推动长春

市充电设施建设有序发展。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牵头各部门协同推进充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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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工作；编制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划；落实充电设

施项目备案管理政策，对备案企业进行公告管理；根据国家和

省政策规定，制定公用充电桩设施服务收费标准，明确充电桩

用电价格；制定我市充电基础设施审批流程。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推动本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与

充电设施建设相互促进；负责推动全市充电设施智能化、信息

化建设。 

市财政局：配合牵头部门参与研究充电设施的财政补助支

持政策，并对补助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 

市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本市（不含开发区）充电设施建

设计划的统筹协调；配合充电设施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我市充

电基础设施规划，编制全市公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年度计划并

组织协调推进；贯彻落实新建建筑配建停车场充电设施预留标

准，并对施工图进行审核。 

市规划局：负责将充电设施专项规划相关内容落实到控制

性详细规划中；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情况

纳入相关规划许可审核流程，并严格按照配建标准审核。 

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负责指导各城区、开发区物

业主管部门将物业服务企业配合充电设施建设情况纳入日常管

理；指导各城区、开发区物业主管部门协调物业服务企业，配

合业主及其委托建设单位做好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工作。 

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充电设施用地供应、保障和协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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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制定并落实全市新能源汽车推广计划；

推进公交、出租、租赁、物流、交通枢纽等相关领域充电设施

建设。 

市直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推动本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等公共机构停车场充电设施建设。 

市旅游局：牵头协调全市大型旅游集散中心增建充电设施

工作。 

市供电公司：负责根据全市充电设施建设发展规划和新能

源汽车推广计划，提前谋划电力增容，确保充电设施建设及运

营用电需求；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充电设施安全管理工作。 

市科技局、环保局、园林局、安监局、人防办、消防支队、

交警支队等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共同做好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运营工作。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负责本区域内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协调推进落实工作，协助做好充电设施建设年

度计划的编制工作。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有效期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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