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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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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东省加快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粤府办„2016‟23 号）精神，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等•关于印发†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5‟1454 号）和国家能源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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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要求，加快全市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市电动汽

车推广应用，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制定本规划。规划年限为

2016-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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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动汽车推广应用现状 

（一）电动汽车产业发展背景 

汽车产业的发展，在带来生活便利的同时也污染了环境。

汽车的排放污染已经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重要因素，尾气排放

引起了城市的热岛效应，也引发了酸雨、雾霾等大气环境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汽车行业发展迅速，已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

第二大汽车生产国和第一大汽车消费国。而同时，我国的二氧

化碳排放也居全球第一，二氧化碳减排压力越来越大。随着民

众环保意识的提高，降低汽车尾气污染的呼声与日俱增，伴随

着产业技术的进步，交通能源动力系统的变革已是大势所趋。 

在此背景下，发展新能源汽车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目前，

各界普遍认可纯电动汽车是环保产品，该类产品具有零排放、

节约能源、使用成本低等优点，而车载电池可能产生的环境问

题在严格做好生产和回收环节管控的基础上，也较易得到集中

治理。因此，电动汽车的发展前景广阔。 

经过多年发展，近年电动汽车行业呈现爆发性增长，2016

年电动汽车在全球的销量突破了 90 万辆。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推

动下，我国电动汽车产销两旺，目前已成为全球电动汽车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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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产国和销售市场。 

（二）东莞市电动汽车保有量情况 

2010 年以来，根据市政府工作部署，我市各部门一致按照

国家、省的有关要求，积极培育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和开展示

范推广工作，培育了以中汽宏远汽车、迈科新能源、东莞中山

大学研究院等为代表的一批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的优质企业

（研究机构），充电设施行业涌现出了宏远汽车（康亿创）、易

事特、志成冠军、宜步出行、光烨节能、科源新能源等一批具

备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运营能力的本地优秀企业。截至 2016

年底，东莞市共计推广应用新能源电动汽车约 5000 辆，其中电

动公交车 1621辆（其中纯电动公交车 835 辆，插电式混合动力

公交车 786 辆）、出租车 24 辆、电动公安巡逻车 8 辆、企业通

勤用车 1462 辆、乘用车约 1733辆。 

二、充电设施建设现状 

我市充电设施建设，按照公交优先的思路进行规划布局，

以中汽宏远汽车（康亿创公司）为代表的充电设施运营企业正

在抓紧投资建设充电设施网络，当前全市的充电设施建设水平

基本略高于我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水平。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我市投资主管部门通过“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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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市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企业办理了 51座充电站项目的

立项备案，建设地点覆盖：东城、南城、松山湖、常平、麻涌、

长安、大朗、高埗、洪梅、道滘、万江、黄江、桥头、谢岗、

寮步、塘厦、凤岗、石龙等镇街（园区）；全市已建成 86 座集

中式充电设施及超过 1200个充电桩，在建充电站 7 座，具备能

为约 2600辆新能源公交车的充电服务能力，并基本覆盖出租、

私人乘用车、企业通勤用车等方面的需求。 

三、问题与挑战 

充电基础设施在国内外均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由于涉及面

广、利益主体多，推进难度较大。经调研走访，对我市各地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前期推进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归纳如下： 

（一）电动汽车和充电设施技术发展尚不成熟 

电动汽车续驶里程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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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增加了建设管理难度。

此外，国家充电设施标准 2015年底出台，近几年将会面临部分

已有设施改造和新标准推广问题。 

（二）充电设施布点不足制约电动汽车发展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足，布点少且分散，与“城市充

电站点服务半径宜为 0.9-1.2 公里”的目标相距较远，不能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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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电动汽车“车行天下”需求，制约了电动汽车大规模使用。 

（三）公共充电站建设难度大 

一是城市土地紧张选址难，充电设施要建设在交通车流相

对密集的地方，这样才能提高利用率，而交通车流密集的地方

往往城市建设密度较高，从而导致土地资源稀缺，用地成本高

昂、协调难度大。 

二是充电站供电难，充电站能否建设与当地变压器的容量

有关，大型充电站的建设必然导致这一区域的用电量骤升，下

级变压器容量的大幅增高很可能导致上级变压器的容量也要提

高，而电动汽车属于新生事物，之前没有对其进行用电规划，

因此对电网的改造需求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 

（四）私人用户在小区安装充电桩难 

充电桩在小区内建设的过程不畅、向物业申报流程复杂，

小区用电荷载不足，部分小区业主不同意，安全管理责任不明

确，导致私人用户在小区中安装充电桩较难。 

（五）充电设施运营的专业技术人员储备不足 

镇级的传统运营企业的持进网作业证上岗电工人员储备不

足，短时间内难以满足现行供电安全规定的人员配备要求。 

（六）配套支持政策仍需加强 

用地、建筑规划强制配建等政策需进一步细化明确，财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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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支持政策和充电服务价格政策仍需进一步完善，商业运营

模式需要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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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动汽车的推广应用需求预测 

（一）目标分解 

根据•广东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2016-2020

年）‣，预计广东省 2020年底电动汽车推广应用累计超 25万辆。

截至 2016年底，东莞汽车保有量约为 220 万辆，约占全省汽车

保有量的 14%。考虑东莞作为珠三角地区重要城市并被省列为电

动汽车快速发展地区，应适当提高东莞电动汽车数量在全省中

的占比，按照 16%的占比进行分摊，到 2020 年，预计东莞全市

电动汽车保有量将达 4万辆。 

（二）分类车辆保有量预测 

据东莞各年份统计年鉴和交通部门上报资料显示，

2010-2015 年，东莞公交、环卫物流公安巡逻等公用车辆逐年稳

步上升，出租车数量基本维持不变，乘用车增长迅速。分类看，

2015 年，公交车较 2010 年减少了 762 辆，出租车较 2010 年仅

增加了 28 辆，环卫、物流、公安巡逻等专用车较 2010 年增加

了 2915 辆，乘用车增长最为迅速，2015 年乘用车较 2010 年增

加了 91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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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2015 年公交、出租、环卫、物流、巡逻等车辆保有量 

 

图 2 2010-2015 年乘用车保有量 

1、电动公交车保有量预测 

2014 年东莞巴士有限公司成立，改变了之前由民营公交车

无序运营的局面，对全市跨镇公交线路进行整合、集约化管理，

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环保、舒适的公交服务。通过集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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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2010-2015 年东莞公交车运营数量（保有量）由 5666 辆

减少至 4904 辆，虽然从数量上有所减少，但在公汽标准化、运

力提升方面卓有成效。按照•东莞市公共交通规划修编

（2015-2020）‣，“十三五”期间公交车数量年均增幅约为 3%，

预计 2020 年公交车数量约为 5673 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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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3 号）要求，到 2020年，全省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占

全部公交车比例超 75%，其中纯电动公交车占比超 65%，基本实

现纯电动公交车的规模化、商业化运营；珠三角地区新能源公

交车保有量占比超 85%，其中纯电动公交车占比超 75%，珠三角

地区成为全国纯电动公交车推广应用的示范区域。据此，到 2020

年，东莞全市纯电动公交车占比达 75%以上，至少需要推广应用

纯电动公交车约 4255辆。 

截至 2016年底，东莞已有纯电动公交车 835辆；“十三五”

期间还需新增电动公交车 3420辆。 

2、电动出租车保有量预测 

截至 2015年底，东莞全市出租车运营数量（保有量）为 7699

辆。“十二五”期间，全市东莞出租车运营数量年均增长率为

0.07%，从数据上看东莞出租车保有量趋于饱和，加之网约车的

冲击也会对出租车需求产生影响。“十三五”期间，预计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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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量增长率依旧维持 0.07%，到 2020 年，全市出租车保有量

为 7726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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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3 号）要求，从 2016

年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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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且逐年提高 5个百分点，其余 30%全部使用新能

源汽车，不得使用燃油车。•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2016

版）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小、微型出租客运汽车使用年限 8 年”，

因此到“十三五”将有一半现役出租车更新。综合上述原则与

规定，预测到 2020 年，东莞全市纯电动出租车占比达 40%，纯

电动出租车保有量约为 3090 辆。 

截至 2016年底，东莞已有纯电动出租车 24辆；“十三五”

期间还需新增纯电动出租车 3066辆。 

3、电动环卫、物流与公安巡逻车等专用车保有量预测 

2010-2015 年，全市环卫、物流与公安巡逻车等专用车运营

数量由 4693 辆增加至 7608 辆，年均增长 10.14%。通过多年的

投入和建设，公共服务已趋于完善，“十三五”的公共服务专用

车辆保有量增速将减缓；结合环卫等部门提供的数据，增速预

计为 5%。到 2020年，环卫、物流与公安巡逻车等专用车保有量

约为 9710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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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3号）要求，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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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领域每年新增或更新车辆选用新能源汽车的比例不得低于

50%且逐年提高 5 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汽车比例不低于 30%且

逐年提高 5 个百分点。结合各类专用车的新增和更新速度，预

计到 2020年，纯电动环卫、物流与公安巡逻车等专用车占比为

30%，保有量约为 2912辆。 

截至 2016年底，东莞已有电动环卫、物流与公安巡逻车等

专用车 10 辆；“十三五”期间还需新增纯电动环卫、物流与公

安巡逻车等专用车 2902辆。 

4、电动公务车、私人乘用车保有量预测 

2010-2015 年，东莞乘用车稳步增长，保有量由 75.35 万辆

增至 166.5 万辆，年均增长 17.18%。考虑到未来，节能减排力

度逐年加大，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不断完善，以及政府鼓励市

民使用公共交通出行、车辆限行限购等多种因素，运用线性及

二项式回归预测并取加权平均值，2016-2020年均增速 9.84%，

预计到 2020 年，乘用车总数将达到 266.14万辆，较 2015年新

增 99.64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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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回归曲线图 

表 1 乘用车各预测方法逐年保有量   单位：辆 

年份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线性回归 1770873 1948205 2125537 2302869 2480201 

二项式回归 1929439 2242677 2589891 2971081 3386247 

加权平均值 1802586 2007099 2218407 2436511 2661410 

注：乘用车含公务车和私人乘用车，随着公车改革的深入执行，公务车数量持续下

降，结合国家有关精简公务车、车改和配备更新电动汽车比例的要求，至 2020 年，

公务车数量预计将不超过 2015 年保有量（2215 辆），初步估计约 2000 辆。因此，公

务车在乘用车的占比非常小，不再另做讨论。 

按照目标分解中的分析结论，东莞到 2020年电动汽车需求

达到 4 万辆。结合前述公共领域各分类电动汽车的推广数量，

预计至 2020 年，乘用车中电动汽车数量将达到 2.97 万辆，电

动汽车占乘用车保有量比例约为 1%。 

截至 2016年底，东莞已有电动乘用车 0.32万辆；“十三五”

期间还将新增电动乘用车 2.65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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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结合各类汽车“十三五”规划及保有量预测，按照

有关新能源汽车推广比例要求，至 2020 年公交、出租及环卫、

物流与公安巡逻等公共服务领域电动汽车数量合计将达到约

1.03 万辆，公务车及私人乘用车中电动汽车数量将达到 2.97 万

辆。各分类电动车辆的“十三五”新增量及 2020 年电动汽车保有

量见表 2。 

表 2 “十三五”电动汽车发展量分类测算情况一览 

车辆类型 

电动汽车发展量 折标准车 

“十三

五”新增

量（辆） 

至 2020

年保有

量（辆） 

“十三五”新

增量（辆） 

至 2020 年保有

量（辆） 

公交车 3420 4255 41040 51057 

出租车 3066 3090 3066 3090 

环卫、物流及公安巡逻车等 2902 2912 5804 5824 

乘用车 26548 29743 26548 29743 

合计 35936 40000 76458 89714 

注：“标准车”是根据五部委联合下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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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文）进行的折算。 

二、充电设施的配置原则 

（一）充电方式分类 

根据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组的技术和使用特性，电动汽车的

充电模式存在一定的差别。对于充电方案的选择，目前普遍存

在常规充电、快速充电和换电三种模式。 

1、常规充电一般指慢速交流充电，充电方法采用小电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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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压或恒流充电，充电时间约为 4～12小时。 

2、快速充电又称应急充电，一般特指大电流直流充电，是

以较大电流在电动汽车停车的 20 分钟～2 小时内，为其提供短

时充电服务，充电电流一般处于 100～500A 之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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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充电设施分类 

充电设施主要分充电桩和充换电设施两大类，其中充电桩

分为直流快充桩、交流慢充桩，分别满足电动汽车快速充电、

慢速充电的不同需求，占地面积小；充换电设施分为仅可充电

的充电站，充电、换电结合的充换电站，本规划中统称充电站。

各充电设施名词解释如下： 

1、快充桩：一般配建在社会停车场、路边停车位及办公、

酒店、超市等场所的停车位，满足各类插充式电动汽车停车充

电使用，充电时间较短，约 20 分钟～2 小时。快充桩可考虑采

用交直流一体的结构，既可实现直流快速充电，也可以交流慢

速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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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慢充桩：一般配建在居住小区停车位、社会停车场、路

边停车位及办公、酒店、超市等场所的停车位，满足各类插充

式电动汽车停车充电使用，充电时间较长，约 4～12小时。 

3 、 充 电 站 ： 根 据 • 电 动 汽 车 充 电 站 通 用 要 求 ‣

（GBT29781-2013）的定义，充电站是采用整车充电模式为电动

汽车充电的场所，应包括 3 台及以上电动汽车充电设备（至少

有一台非车载充电机），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监控设备等配套设

施。充电站按照用途可分为公交车专用充电站、出租车充电站、

环卫物流等专用车充电站、城市公共充电站和城际快充站。 

结合东莞实际情况，适度提高充电站建设要求，东莞充电

站需达到 5 台及以上电动汽车充电设备，且快充桩和慢充桩的

比例应不低于 1:4，其他与国家标准保持一致。 

4、充换电站：充换电站可为电动汽车同时提供充电与换电

服务，与集中充电中心一致。按目前较为常见的 7kW 充电机来

测算，约 4～5小时可完成循环充电一次，日工作时间 18-20小

时，日均循环充电不少于 4次。 

参考•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设计规范‣（GBT29772-2013）

的相关内容，本次规划确定每个换电工位配臵不少于 200 箱电

池的充架及相应机柜。考虑日循环充电 4 次、车载 4 箱电池情

况下，每换工位可提供 200 辆·次/日的换电池服务。投运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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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按 2 换电工位充换电站考虑，可提供 400 辆·次/日的换电池

服务，远景预留扩建成 4 换电工位的可能；另外，站点内充电

桩至少可满足 4辆电动车同时快速充电。 

（三）各分类车辆充电模式选择 

不同类型车辆的充换电方式选择与车辆运营方式、日均行

驶里程、单位里程能耗水平、动力电池容量、充电时间需求等

多方面因素息息相关。结合目前国内其他地区的实际运行情况，

本规划中对各类型车辆的特点总结并推荐充电方式如表3所示。 

表 3 各类型车辆特点及推荐充电方式选择表 

车型 运行特点及停车场站情况 
主要推荐

充电方式 

次要推荐

充电方式 

其他 

方式 

公交车 
运行时间多集中在 6:00-21:00，连续运

行，一般拥有专用的公交场站 
夜间慢充 日间快充 换电 

出租车 
昼夜连续运行，一般拥有专用的出租车服

务站点 
快充 换电 慢充 

环卫、物流、

公安巡逻等 

运行时间间断，拥有专用停车场站或单位

内部停车场 
夜间慢充 日间慢充 快充补电 

公务车 
运行时间间断，一般停在企事业单位内部

停车场 
夜间慢充 日间慢充 快充补电 

私人乘用车 运行时间间断，夜间一般停在小区停车场 夜间慢充 日间慢充 快充补电 

（四）充电设施配置原则 

据以上车辆特点及考虑的充电模式，设定各类型车辆充电

设施配臵原则如下： 

公交车充电站配臵原则：结合公交场站设臵具备公交车充

电服务能力的充电站。公交车辆日间运行不超过 1/4 的车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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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充补电，结合夜间充电（慢充）需求，同时考虑提供换电服

务，平均每 60 辆公交车配臵一个专用充电站，公交车原则上不

单独配臵分散桩。具体的公交车充电设施宜结合场站大小、公

交车运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出租车充电站配臵原则：结合专用出租车服务站、大型停

车场配臵充电站。出租车日均行驶里程约 500～600 公里，运营

时间 20小时；以每辆电动车续航能力为 200公里计算，每日平

均换电 3 次；本规划按 4 个换电工位充电站考虑，可提供 800

辆〃次/日的换电池服务。综上，考虑 200 辆出租车配臵一个充

电站。充电站内充电桩可对外开放。 

环卫、物流及公安巡逻充电设施配臵原则：结合专用停车

场站或单位内部停车场配臵充电桩。根据环卫、物流及公安巡

逻车的运行特点，按车桩比 1:1配臵。 

公务车、私人乘用车充电设施配臵原则：结合企事业内部

停车场和小区停车位配臵充电桩。公务车、私人乘用车均按车

桩比 1:1 配臵。 

按照“适当超前”的规划原则，为提高电动汽车使用的便

捷性，满足临时补电的需求，还应补充一定数量的公共充电设

施；为满足电动汽车城际出行的需求，还需配臵相应的城际快

充站。配臵原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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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充电站配臵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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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停车场所建设公共充电站。 

公共分散充电桩配臵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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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停车场所建设公共分散充电桩。对于建设在路内停车泊位

上的充电设施，在选点时，应仔细踏勘，减少对周边交通的影

响。 

城际快充站配臵原则：每个高速服务区在硬件条件允许的

前提下，原则上应配建一座不少于 5 个快充桩的城际快充站；

国、省干线适当配套建设城际快充站。 

各类型车辆充电设施配臵均应加大电动汽车检测、维修点

的覆盖范围，在充电站规划时充分考虑电动汽车检测、维修点

的配套建设，强化对电动汽车的配套服务能力。 

三、充电设施需求预测 

（一）全市充电设施需求预测 

依据 2.1、2.2 章节电动汽车需求预测及充电设施配臵原则，

测算 2016 年到 2020 年各类充电设施数量需求如下： 

1、新建公交车充电站 6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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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建出租车充电站 16座； 

3、新建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充电站 19 座； 

4、新建城市公共充电站 206座； 

5、新建城际快充站 10 座。 

6、新建乘用车用户专用充电桩 2.66 万个； 

7、新建分散式公共充电桩 2.66万个。 

综上，“十三五”期间，全市新建充电站将超 300座，新建

充电桩约 53000个。 

（二）各镇街（园区）充电设施需求预测 

根据全市充电设施需求预测和各镇街（园区）调研数据，

各镇街（园区）充电设施需求预测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4  2016-2020 年各镇街（园区）充电设施建设需求 

区域 
公交车充电

站（座） 

出租车充电

站（座） 

物流环卫等专用

车充电站（座） 

城市公共充

电站（座） 

城际快充

站（座） 

公共分散

桩（个） 

专用充电

桩（座） 

莞城街道 2 1 1 7 0 531 531 

石龙镇 1 0 2 6 0 459 459 

虎门镇 3 1 2 14 0 2064 2064 

东城街道 3 1 1 16 0 1592 1592 

万江街道 3 1 1 7 0 792 792 

南城街道 3 1 1 18 0 957 957 

中堂镇 1 0 0 7 0 452 452 

望牛墩镇 1 0 0 1 0 276 276 

麻涌镇 1 1 0 2 2 384 384 

石碣镇 1 0 0 1 0 795 795 

高埗镇 1 0 1 8 0 699 699 

洪梅镇 1 0 0 4 0 189 189 

道滘镇 1 0 0 3 0 461 461 

厚街镇 2 1 1 12 2 1418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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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公交车充电

站（座） 

出租车充电

站（座） 

物流环卫等专用

车充电站（座） 

城市公共充

电站（座） 

城际快充

站（座） 

公共分散

桩（个） 

专用充电

桩（座） 

沙田镇 1 0 0 7 0 577 577 

长安镇 3 1 1 14 0 2144 2144 

寮步镇 3 0 0 7 0 1355 1355 

大岭山镇 1 1 1 11 2 904 904 

大朗镇 3 0 0 6 0 1008 1008 

松山湖 1 1 1 6 0 175 175 

黄江镇 2 0 1 5 2 750 750 

樟木头镇 2 0 0 5 0 431 431 

凤岗镇 2 1 1 6 0 1026 1026 

塘厦镇 2 2 2 5 2 1560 1560 

谢岗镇 1 0 0 6 0 322 322 

清溪镇 5 0 0 2 0 1010 1010 

常平镇 3 1 2 7 0 1248 1248 

桥头镇 2 1 0 5 0 539 539 

横沥镇 1 0 0 1 0 663 663 

东坑镇 1 0 0 2 0 448 448 

企石镇 1 0 0 3 0 394 394 

石排镇 1 0 0 1 0 521 521 

茶山镇 1 1 0 1 0 504 504 

合计 60 16 19 206 10 26648 2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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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国家

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战略部署，大力推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要加强规划指导，因地分类实施；要执行国家标准，强

化政策引领；要鼓励社会参与，创新发展模式；要系统科学构

建高效开放、适度超前的充电体系，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

快速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因地制宜，科学布局 

根据全市各镇街（园区）的电动汽车发展需求和应用特点，

以及不同层次的充电需求，遵循“市场主导、快慢互济”的技

术导向，加大交通、市政、电力等公共资源整合力度，科学把

握发展节奏，分类有序推进实施，合理布局充电设施；充分利

用城市碎片化的可租借或闲臵土地，用模块化方式快速建设电

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降低建设成本，节约土地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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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足当前，适度超前 

从发展全局的高度进行整体统筹，建立政府部门与相关企

业各司其职、各尽所能、群策群力、合作共赢的系统推进机制，

按照“桩站先行”的原则，适度超前建设，推进充电基础设施

科学发展。 

（三）统一规范，互联互通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建设充电设施，为电动汽车“车行天下”

提供有力保障。规范充电设施建设运营，理顺管理流程，健全

管理机制；促进各充电平台之间实现互联互通，提高充电服务

的通用性和开放性。 

（四）市场主导，创新机制 

鼓励企业发挥创新主体作用，持续开展充电设施建设与运

营模式创新。加快完善政策环境，发挥市场主导作用，鼓励引

导社会资本参与，激发市场活力。加强示范推广，为充电设施

发展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三、总体目标 

“十三五”期间，在市内各区域及城际高速公路服务区建

成超 300 座充电站、53000 个充电桩，形成适度超前、布局合理、

功能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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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建设公交、出租、环卫、物流、共享出行等公共服务

领域的充电基础设施，新增 60 座公交车充电站、16 座出租车充

电站、19 座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充电站。 

积极推进私人用车、公务出行等领域的充电设施建设，充

分依托住宅小区、单位停车位配建充电桩，新增 2.66 万个专用

充电桩，并鼓励有条件的充电设施对社会公众开放，以满足基

本充电需求。 

合理布局社会停车场所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按照适度超前

原则，新增 206 座城市公共充电站与 2.66 万个分散式公共充电

桩，以满足临时补电需要。 

依托我市范围内的高速公路网络，在莞佛高速大岭山服务

区、从莞高速莲湖服务区、莞深高速塘厦服务区、珠三角环线

高速黄江服务区、沿江高速麻涌服务区、京广澳高速厚街服务

区，建设 10 座城际快充站，以满足城际出行需要。 

鼓励“互联网+”新能源出租车发展，创新公共出租车服务方

式创新；推广发展纯电动汽车分时租赁和共享出行新业态，推

进纯电动车分时租赁网络建设。“十三五”时期，各大片区核心

区域全日绿色出行比例达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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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阶段发展目标 

（一）2016-2017 年示范引导阶段 

重点建设城市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础设施，优先在公交车

站场或其周边合适地点、出租车站场或其周边合适地点、大型

商超、文体场馆、工业园区、公园景区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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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二）2018-2020 年成熟推广阶段 

以市场为主导，充电服务逐渐商业化，由企业自律有效的

推进充电设施建设。重点推广居民区私人充电桩，充电网络全

面成形，充电设施基本满足电动汽车发展需求，充电服务覆盖

全市域。 

表 5 分年度充电设施建设目标 

类型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合计 

公交车充电站（座） 11 9 17 14 9 60 

出租车充电站（座） 1 7 4 2 2 16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充电站（座） 2 7 4 3 3 19 

城市公共充电站（座） 36 42 47 40 41 206 

城际快充站（座） 2 2 6 0 0 10 

公共充电桩（个） 1334 2665 6666 7995 7988 26648 

乘用车专用充电桩（个） 534 2132 7995 7995 7992 26648 

五、重点场所发展目标 

（一）新建住宅小区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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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住宅小区配建停车位应 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

设安装条件（包括电力管线预埋和电力容量预留），且建设充电

设施的非固定产权停车泊位不应低于总车位的 25%。 

（二）老旧住宅小区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目标 

老旧住宅小区结合已建停车场和道路停车位，积极推进电

气化改造，对于专用固定停车位，按“一表一车位”模式进行

配套供电设施增容改造，按照不低于总停车位 10%的比例逐步

改造或加装充电基础设施。 

（三）新建商业服务建筑、旅游景区、交通枢纽、公共停

车场、道路停车位等场所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目标 

原则上按照不低于总停车位 25%的比例配建充电设施或预

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鼓励建设立体式停车充电一体化设施。 

（四）已有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的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

场等公共场所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目标 

已有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的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按照

不低于总停车位 20%的比例逐步改造或加装基础设施。 

（五）公交车站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目标 

依托现有和规划建设的公交车首末站场、公交车夜间回车

场或其周边合适地点建设公交充电站。 

（六）高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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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充电设施纳入高速公路配套设施建设要求，新建高速公

路服务区和有条件的加油（气）站，原则上应该按不低于停车

位总数 25%的比例配建充电桩或预留充电设施接口。凡具备安

全条件的加油（气）站、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应实现充电设施全

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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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电设施布局规划考虑的主要因素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规划布局主要受市场需求和可行性等因

素约束。衡量充电设施市场需求的主要指标是交通量与服务半

径两个要素；决定可行性的关键在于交通、环保、区域配电能

力、地区建设规划、路网规划、建设用地等外部条件。因此，

充电设施规划布局应充分考虑以下因素： 

充电设施布局与交通密度和充电需求相匹配。交通密度是

指在单位长度车道上，某时刻所存在的车辆数；充电需求是指

一定数量的电动汽车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对充电设施的需

求。相同的电动汽车运行方式下，交通密度越大，充电需求越

高。因此，充电设施布局规划应与区域电动汽车交通密度成正

比，保证充电需求。 

充电设施服务半径应满足用户需求。充电设施服务半径由

电动汽车运行方式、动力电池续驶能力、区域交通密度等因素

决定，充电设施布局应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合理选择服务半径，

满足各类用户的充电需求。根据建设部•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

计规范‣，“城市公共加油站的服务半径宜为 0.9～1.2km”。考虑

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续驶里程，远景城市公共充电站的服务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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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当在“0.9～1.2km”范围内。 

充分考虑本区域的配电网现状。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营时

的电力负荷呈现出非线性、变化快、负荷大等特点，产生的谐

波电流、冲击电压会对配电网电能质量及充电设施电能供应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造成影响，即充电设施充放电会造成配电网的

峰谷差。为保证充电设施能够提供良好的充电服务，同时与配

电网运行相协调，充电设施布局应根据配电网现状统筹规划。 

充分挖掘和利用场地资源。根据充电设施需求情况，充分

挖掘和利用各种场地资源：充分利用停车场、居民小区、新建

公共建筑等场所，建设充电桩；在土地资源紧张、使用成本较

高的繁华地段，建设立体式充电站；在条件允许的其它地段，

建设大型平面式充电站；充分利用城市碎片化空间，布局充电

设施。 

二、充电设施布局原则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布局的主要原则如下： 

1、全市范围内的充电站布局，应结合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的实际，以充电为主、适时考虑换电为辅，以满足不同类型电

动汽车的充电需求。 

2、充分考虑电动汽车的电池特性，综合各种约束因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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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形成局部充电服务网络，科学优化站址布点。 

3、充分考虑现有和规划中的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乡

公路里程，以及城市主要道路机动车日平均交通流量，充电设

施布局与交通密度及充电需求相匹配。 

4、配合电动汽车产业发展需要，优先考虑纯电动公交、出

租、邮政、环卫等公用事业的用车配套。 

5、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布局应与城市规划充分协调，并应

符合环境保护和防火安全的要求，对进出线走廊、给排水设施、

防排洪设施、站内外道路等进行合理布局、统筹安排，充分利

用就近的交通、消防、给排水及防排洪等公用设施。 

6、充分考虑本区域的配电网现状，与电网规划相衔接。 

7、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选址应充分考虑用户分布情况，科

学合理规划服务半径，促进良性竞争，提高服务效率。 

8、以充电站建设为主，以分布的交流充电桩为补充，结合

电动汽车保有车型与充电需求，合理确定充电站与充电桩的配

臵比例。 

9、分散式充电桩可结合住宅小区、办公场所的固定停车位

进行布点。 

10、结合总体规划，在莞城街道、南城街道、东城街道、

万江街道、松山湖（生态园）、茶山镇、寮步镇、大岭山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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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镇、常平镇、塘厦镇、虎门镇、长安镇，力争电动汽车公共

充电站点远景目标服务半径不超过 0.9 千米；在其他地区，电动

汽车充电设施最终规模目标服务半径可适当扩大，但不超过 1.2

千米。 

11、公交车充电站的服务半径，应结合充电站用电容量和

充电桩数量等站点服务能力核定，在规划期内原则上不超过 2

千米，即：①专用变压器容量在 1600kVA 以上，充电桩数量大

于或等于 10 个，单桩功率不小于 60kW，则相邻的公交车充电站

建设直线间距不小于 2 千米；②专用变压器容量大于或等于

2400kVA，充电桩数量大于或等于 20 个，单桩功率不小于 60kW，

则相邻的公交车充电站建设直线间距不小于 4 千米。在现有公

交场站，如确有需要且与相邻的公交充电站无服务对象、服务

范围重叠，经研究属实则可相应增建站点。 

三、公交车充电站布局规划 

公交车充电站选址为公交首末站场、公交车夜间回车场或

其周边合适地点，“十三五”期间，全市规划新建公交车充电站

60 座，详细选址及建设规模如表 6 所示。 

表 6 公交车充电站建设计划 

区域 站点名字 大致位臵 充电桩（个） 规划建设年限 

莞城街道 莞城公汽 1号充电站 待定 20 2018 

莞城街道 莞城公汽 2号充电站 待定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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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站点名字 大致位臵 充电桩（个） 规划建设年限 

石龙镇 石龙光华工业园区站 石龙镇新城区美能达路 6-8号 12 2016 

虎门镇 虎门镇新联路口充电站 新联路口虎岗高速虎门北收费站侧 16 2019 

虎门镇 虎门公交 1号充电站 待定  2019 

虎门镇 虎门公交 2号充电站 待定  2020 

东城街道 东城客运站 九龙一号小区南面 10 2016 

东城街道 东城区柏洲边村充电站 榴花车站附近 30 2017 

东城街道 东莞汽车东站 寮城中路与环城路交汇处  2018 

万江街道 市汽车总站 万江区万江路市汽车总站 24 2016 

万江街道 简沙洲首末站 港口大道简沙洲路段 20 2018 

万江街道 石美枢纽站 莞穗路茶叶市场旁 20 2018 

南城街道 南城区巴士总部站 南城街道周溪大道 9号 22 2016 

南城街道 南城汽车站 南城车站大道 34 2016 

南城街道 南城中学站 南城莞太大道育才路附近 9 2019 

中堂镇 中堂汽车客运站充电站 中堂汽车客运站 12 2020 

望牛墩镇 望牛墩公交充电站 待定  2017 

麻涌镇 汽车站 广麻路柏基路段麻涌车站内 13 2020 

石碣镇 唐洪公交车首发站 石碣镇崇焕东路 20 2019 

高埗镇 汽车客运北站 汽车客运北站 20 2018 

洪梅镇 洪梅道滘轻轨枢纽站 待定  2018 

道滘镇 道滘镇汽车站 西部干道旁（新城小学斜对面） 20 2020 

厚街镇 厚街汽车客运站 汀山高速路口旁厚街汽车客运站 20 2019 

厚街镇 厚街广场站 厚街康乐北路厚街广场 10 2018 

沙田镇 沙田汽车站 沙田镇中心区沙田汽车站停车场 20 2017 

长安镇 长安镇新河工业园站 宵边新河工业园 3号 20 2019 

长安镇 长安客运站 车站内  2019 

长安镇 长安汽车北站 车站内 12 2020 

寮步镇 寮步镇第一管理处站 寮步镇横坑村寮城中路第一管理处 10 2016 

寮步镇 东莞市寮步万润广场站 寮步镇香市路万润广场公交换乘站 20 2017 

寮步镇 城市学院公交充电站 城市学院北门附近 22 2018 

大岭山镇 大岭山公交充电站 待定  2018 

大朗镇 荔香湿地公园充电站 大朗荔香湿地公园 20 2018 

大朗镇 犀牛陂站 美景西路边公凹路段,广场,迈科路 8 2018 

大朗镇 大朗镇汽车客运站 大朗镇汽车客运站  2018 

松山湖 松山湖汽车客运站 松山湖工业西路 8号 28 2016 

黄江镇 黄江镇公交停车场站 黄江镇西环路与黄江大道交界 20 2018 

黄江镇 黄江镇江海城充电站 黄江镇公汽公司修理厂  2018 

樟木头镇 樟木头振通汽车站 市辖区西城路 17 2016 

樟木头镇 公共汽车公司停车站 樟木头塘吓埔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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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站点名字 大致位臵 充电桩（个） 规划建设年限 

凤岗镇 凤岗镇公共汽车公司站 原城市综合执法分局附近 30 2017 

凤岗镇 凤岗镇金凤凰停场 金凤凰工业区东深二路旁  2020 

塘厦镇 莆心湖充电站 莆心湖汽车站 20 2019 

塘厦镇 塘厦镇龙背岭停场 莞深高速原塘厦收费站场地  2020 

谢岗镇 谢岗公交车站 新公交车站 12 2019 

清溪镇 清溪客运站 清溪客运站 20 2017 

清溪镇 中心区公交枢纽站  聚富路北延段 20 2017 

清溪镇 清樟路公交站 清樟路与北环路交汇处附近 12 2017 

清溪镇 九乡公交枢纽站 东风路九乡段 20 2018 

清溪镇 三中公交枢纽站 三中村顺峰路 20 2018 

常平镇 常平镇新汽车客运站 常平镇横江厦环常北路 15 2016 

常平镇 东莞东火车站充电站 常平镇麦元村金钱路 26 2019 

常平镇 沙井坑公交充电站 袁山贝沙井坑(华宇驾校对面空地) 20 2018 

桥头镇 桥头车站 车站内 30 2016 

桥头镇 石水口公园站 石水口公园  2019 

横沥镇 横沥供电营业厅站 横沥镇中山东路  2017 

东坑镇 东坑公交充电站 待定  2019 

企石镇 企石公交充电站 待定  2020 

石排镇 石排汽车客运站 石横大道与工业大道交汇处 32 2019 

茶山镇 茶山镇青龙博站 茶山镇冲美村青龙博 20 2016 

四、出租车充电站布局规划 

出租车充电站一般选址为出租车公司停车场、大型加油站

附近或出租车汇集的区域，“十三五”期间，共规划新建出租车

充电站 16 座，选址及建设规模如表 7 所示。 

表 7 出租车充电站建设计划 

区域 站点名字 大致位臵 充电桩（个） 规划建设年限 

莞城街道 莞城出租车充电站 待定  2017 

虎门镇 虎门公共的士公司站 人民北路 20 2017 

东城街道 东城体育公园站 东城体育公园西门停车场 10 2016 

万江街道 万江出租车充电站 待定  2018 

南城街道 南城出租车充电站 待定  2017 

麻涌镇 麻涌公共的士公司站 广麻路柏基路段麻涌车站内 1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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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站点名字 大致位臵 充电桩（个） 规划建设年限 

厚街镇 厚街出租车充电站 待定  2017 

长安镇 长安出租车充电站 待定  2018 

大岭山镇 大岭山公共的士公司站 东莞市振华路 20 2018 

松山湖 松山湖出租车充电站 待定  2019 

凤岗镇 凤岗镇公共的士有限公司站 凤岗成人学校旁 10 2017 

塘厦镇 大新充电站 大新公交站 20 2019 

塘厦镇 塘厦出租车充电站 待定  2020 

常平镇 常平 1号充电站 环城路袁山贝段 10 2017 

桥头镇 桥头油气站 桥头车站侧边  2018 

茶山镇 茶山公共的士公司站 茶兴路与横江路交汇处 20 2017 

五、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布局规划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设施一般结合专用停车场或内部停

车场配臵，特殊情况另行选址。“十三五”期间，共规划新建物

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 19 座，选址及建设规模如表 8 所示。 

表 8 物流环卫车等专用充电站建设计划 

区域 站点名字 大致位臵 充电桩（个） 规划建设年限 

莞城街道 莞城物流环卫车充电站 待定  2017 

石龙镇 东莞火车站（石龙出口） 石龙高铁站站内 8 2017 

石龙镇 广东铁路国际物流基地站 待定 8 2020 

虎门镇 虎门高铁站 虎门高铁站 8 2017 

虎门镇 虎门物流环卫车充电站 待定  2019 

东城街道 南城物流环卫车充电站 待定  2018 

万江街道 万江物流环卫车充电站 待定  2018 

南城街道 南城物流环卫车充电站 待定  2017 

高埗镇 百茂物流城站 百茂物流城 5 2016 

厚街镇 厚街物流环卫车充电站 待定  2018 

长安镇 长安物流环卫车充电站 待定  2019 

大岭山镇 振和物流园站 连平计领工业路振和物流园 8 2017 

松山湖 松山湖物流环卫车充电站 待定  2019 

黄江镇 黄江城管分局站 黄江镇公常路(黄牛埔段) 10 2020 

凤岗镇 广源物流站 金凤凰大道黄洞段三路 6号 9 2016 

塘厦镇 塘厦平山站 塘厦平山村鼎和工业园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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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站点名字 大致位臵 充电桩（个） 规划建设年限 

塘厦镇 石潭浦充电站 石潭埔市场对面 8 2020 

常平镇 常平高铁站 常平站 站内广场  2017 

常平镇 西兴充电站 西兴一街 西兴压缩站旁  2018 

六、城市公共充电站布局规划 

城市公共充电站一般结合交通枢纽、大型文体设施、城市

绿地、公共停车场、大型建筑配建停车场等公共停车场所建设，

“十三五”期间，共规划新建城市公共充电站 206 座，选址及

建设规模如表 9 所示。 

表 9 城市公共充电站建设计划 

区域 站点名字 大致位臵 充电桩（个） 规划建设年限 

莞城街道 中天创客谷站 兴塘社区东平街中天创客谷 5 2016 

莞城街道 工农 8号站 莞城区工农路 88 号 5 2016 

莞城街道 莞城街道办事处站 莞城街道高第街附近  2017 

莞城街道 莞城花城广场站 东门路与堑头路交汇处 16 2019 

莞城街道 东莞科学馆站 新芬路口（近人民公园） 10 2019 

莞城街道 东莞宾馆站 东正路 10 2020 

莞城街道 莞城人民医院站 莞城人民医院  2020 

石龙镇 东莞石龙旧火车站停车广场站 原石龙火车站 22 2016 

石龙镇 石龙镇政府站 石龙裕兴路 5 2017 

石龙镇 石龙交警大队站 石龙龙林路 5 2017 

石龙镇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站 石龙祥龙路 5 2018 

石龙镇 东莞市交通局石龙分局站 石龙西湖环湖南路 5 2020 

石龙镇 东莞市石龙中学站 石龙西湖区温泉中路 5 2020 

虎门镇 虎门高铁站 东莞虎门高铁站 10 2017 

虎门镇 公共 1号充电站 待定  2017 

虎门镇 公共 2号充电站 待定  2017 

虎门镇 虎门镇政府站 虎门大道  2018 

虎门镇 虎门地标广场站 连升中路 10 2018 

虎门镇 虎门万达广场站 连升北路 20 2018 

虎门镇 公共 3号充电站 待定  2018 

虎门镇 公共 4号充电站 待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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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镇 公共 5号充电站 待定  2019 

虎门镇 公共 6号充电站 待定  2019 

虎门镇 虎门富民时装广场站 运河南路 6 2019 

虎门镇 鸦片战争博物馆站 虎门镇解放路  2020 

虎门镇 公共 7号充电站 待定  2020 

虎门镇 公共 8号充电站 待定  2020 

东城街道 东城花样年华站 待定 8 2016 

东城街道 万科城市广场站 待定 6 2016 

东城街道 东城茶叶城站 环城东路桑园段鼎好广场 5 2016 

东城街道 东城街道办事处站 东城大道  2017 

东城街道 东城万达中心站 东纵大道  2018 

东城街道 东城星河城购物中心站 东城东路 30 2018 

东城街道 人民公园站 待定  2018 

东城街道 东城理工城市学院站 待定  2018 

东城街道 天宝地铁站 待定  2018 

东城街道 旗峰公园北门站 待定  2019 

东城街道 东城火炼树居委会站 待定  2019 

东城街道 珍妮莱芙公园站 待定  2019 

东城街道 东城世博广场站 东城路  2019 

东城街道 东城台商大厦站 东莞大道旁国际会展中心斜对面  2020 

东城街道 交通大厦站 待定  2020 

东城街道 宝城花园站 待定  2020 

万江街道 万江麦德龙充电站 金鳌大道北 1号东莞麦德龙 7 2016 

万江街道 龙湾湿地公园站 待定 10 2016 

万江街道 沃特玛万江站 港口大道添盛物流园 5 2016 

万江街道 万江街道办事处站 万福路  2018 

万江街道 万江公园站 待定  2018 

万江街道 华南摩欢笑天地站 万江区万江路南  2019 

万江街道 市民广场站 待定  2019 

南城街道 康帝国际酒店露天停车场站 鸿福路 200号 10 2016 

南城街道 体育运动中心站 南城区体育路 3号 5 2016 

南城街道 社会展示基地充电站 体育路客户服务中心停车场 5 2016 

南城街道 联科产业园站 南城区水濂山大道环莞快速出口 5 2016 

南城街道 石鼓外包产业园站 南城区石鼓花园路 6号 6 2016 

南城街道 东莞市政府站 南城区鸿福路  2017 

南城街道 南城街道办事处站 莞太大道  2017 

南城街道 东莞西湖大酒店停车场站 南城西平管理区(西平水库旁) 10 2017 

南城街道 南中心广场科技馆停车场充电站 元美中路(青少年活动中心旁) 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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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站点名字 大致位臵 充电桩（个） 规划建设年限 

南城街道 南城华凯大厦站 南城区胜和路  2018 

南城街道 东莞康华医院站 东莞大道 20 2018 

南城街道 骏马山庄站 待定 13 2018 

南城街道 东莞国际会展中心站 待定 13 2019 

南城街道 南城第一国际站 南城城市中心区(会展中心对面)  2019 

南城街道 南城财富广场站 南城区鸿福路  2019 

南城街道 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站 玉兰大剧院附近  2020 

南城街道 南城胜和广场站 行政中心西胜和路  2020 

南城街道 南城中心广场站 东莞市元美路  2020 

中堂镇 东莞中堂悦途名车充电站 待定 8 2016 

中堂镇 沃特玛中堂站 中麻大道宏图路东 12 2016 

中堂镇 蕉利充电站 107国道蕉利东区六路路口 8 2017 

中堂镇 中堂镇政府站 中堂镇新兴路附近  2017 

中堂镇 大新围充电站 107国道中堂交警中队旁 8 2018 

中堂镇 北王吴家涌充电站 北王路吴家涌段 10 2019 

中堂镇 潢涌充电站 北王路潢涌段 10 2020 

望牛墩镇 望牛墩镇政府 望牛墩镇金牛路附近  2019 

麻涌镇 宏远新能源公司充电站 麻涌镇漳澎村新港南路 12号 14 2016 

麻涌镇 麻涌镇政府站 广麻大道与麻涌大道交汇处  2018 

石碣镇 石碣镇政府站 石碣镇政文路  2018 

高埗镇 高埗镇政府站 高埗镇沿河路  2017 

高埗镇 文化广场站 文化广场 10 2018 

高埗镇 高埗广场站 高埗广场 10 2018 

高埗镇 唯美陶瓷博物馆站 唯美陶瓷博物馆 5 2019 

高埗镇 文华酒店站 文华酒店 10 2019 

高埗镇 新世纪颐龙湾站 新世纪颐龙湾 10 2020 

高埗镇 江滨广场站 江滨广场 10 2020 

高埗镇 光大江与城站 光大江与城 5 2020 

洪梅镇 沃特玛洪梅站 洪金路康宝森园区 9 2016 

洪梅镇 洪梅镇政府站 洪梅镇政府 5 2020 

洪梅镇 洪梅医院站 洪梅医院 8 2020 

洪梅镇 洪梅中心小学站 洪梅中心小学 8 2020 

道滘镇 多 e多充电站 万道路 2号华科城创新产业孵化园 8 2016 

道滘镇 道滘镇政府站 道滘镇花园大街  2018 

道滘镇 粤晖园站 道滘镇粤晖路  2019 

厚街镇 厚街富盈酒店充电站 待定 6 2016 

厚街镇 厚街万科生活广场站 待定 7 2016 

厚街镇 厚街万科城市广场站 待定 10 2016 



 

37 

 

区域 站点名字 大致位臵 充电桩（个） 规划建设年限 

厚街镇 南峰国际皮革鞋材交易中心站 河田大道 10 2016 

厚街镇 厚街湖景壹号大中集团站 湖景大道 10 2016 

厚街镇 沃特玛厚街站 厚街中安国际大厦 8 2016 

厚街镇 厚街万达广场站 厚街康乐北路 20 2017 

厚街镇 厚街镇政府站 厚街镇厚街大道东  2017 

厚街镇 厚街仁康医院站 溪头东路  2018 

厚街镇 厚街兴业家居站 家具大道康乐路 20 2018 

厚街镇 厚街新城 88商业街站 康乐南路 10 2019 

厚街镇 厚街体育公园站 体育路 10 2020 

沙田镇 明珠路站 西太隆村吉冠灯饰公司附近  2017 

沙田镇 立沙新区站 民田村民田仔小组立沙新区 12 2017 

沙田镇 西大坦新区站 西大坦新区 8 2018 

沙田镇 穗丰年新区站 穗丰年村围仔村民小组穗丰年新区  2018 

沙田镇 环保大道站 明珠路与环保大道的交汇处  2019 

沙田镇 立沙岛 立沙岛石化三路、立沙大道 30 2020 

沙田镇 进港南路站 沙田镇虎门港进港南路  2020 

长安镇 东莞利鑫修理厂充电站 358省道 894号（万家福公交附近） 7 2016 

长安镇 长安万科生活广场站 待定 6 2016 

长安镇 长安柏宁国际酒店站 酒店内  2016 

长安镇 长安体育公园停车场充电站 长安体育公园停车场 10 2016 

长安镇 公共 1号充电站 待定  2017 

长安镇 长安镇政府站 长安镇德政中路  2018 

长安镇 公共 2号充电站 待定  2018 

长安镇 公共 3号充电站 待定  2018 

长安镇 公共 4号充电站 待定  2019 

长安镇 公共 5号充电站 待定  2019 

长安镇 长安万达广场站 东门中路 20 2019 

长安镇 长安万科广场站 长清南路 30 2020 

长安镇 公共 6号充电站 待定  2020 

长安镇 公共 7号充电站 待定  2020 

寮步镇 寮步汇天源充电站 寮步国际汽车城 A-01-05 6 2016 

寮步镇 东莞寮步香车国际广场站 寮步镇莞樟路与环城路交汇 20 2017 

寮步镇 寮步东都广场站 寮步东都广场停车场 30 2018 

寮步镇 寮步镇政府站 寮步镇勤政路  2019 

寮步镇 东莞香市动物园站 寮步镇香市旅游区  2020 

寮步镇 寮步镇国际汽车城站 寮步国际汽车城 5 2020 

寮步镇 东莞市寮步欧尚百货停车场站 寮步欧尚百货楼顶停车场 30 2020 

大岭山镇 大岭山站 待定 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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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岭山镇 大岭山镇政府站 大岭山镇行政办事中心 10 2017 

大岭山镇 东莞市公安局大岭山分局站 大岭山镇教育路 10 2017 

大岭山镇 大岭山交警大队站 大岭山镇大塘路口高架桥斜对面 10 2017 

大岭山镇 大岭山镇新莞人服务管理中心站 大岭山镇莞长路综合办公楼 10 2017 

大岭山镇 大岭山人民法庭站 大岭山镇大岭山大道 10 2018 

大岭山镇 大岭山医院站 大岭山镇上场路 10 2018 

大岭山镇 大岭山交通分局站 大岭山镇莞长路 10 2019 

大岭山镇 大岭山城市综合管理分局站 大岭山镇月山路口 10 2019 

大岭山镇 大岭山供电分局站 大岭山镇教育路 10 2020 

大岭山镇 大岭山镇文广中心站 大岭山镇西正路 10 2020 

大朗镇 松木山广场充电站 松木山广场 10 2017 

大朗镇 黄草朗美景中路充电站 1 黄草朗美景中路 12 2017 

大朗镇 大朗镇城市公共功能型充电站 水口村水新路（湿地公园临近地块）  2017 

大朗镇 大井头农民公寓充电站 大井头农民公寓内 20 2018 

大朗镇 佛子凹村充电站 佛兴路段高压线沿线 8 2019 

大朗镇 黄草朗美景中路充电站 2 黄草朗美景中路 12 2020 

松山湖 银丰逸居酒店站 红棉路 2号银丰逸居酒店停车场 5 2016 

松山湖 国际金融创新园 2S站 松山湖国际金融创新园公共停车场 5 2016 

松山湖 松山湖管委会站 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礼宾路  2017 

松山湖 松山湖景区站 松山湖沁园路  2018 

松山湖 梦幻百花洲站 松山湖新城大道梦幻百花洲  2019 

松山湖 松山湖充电站 礼宾路、沁园路交汇处 10 2019 

黄江镇 黄江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黄江镇田美社区办公大楼后 10 2018 

黄江镇 东莞市国土资源局黄江分局站 黄江镇黄江大道 10 2019 

黄江镇 东莞市社会保障局黄江分局站 黄江镇富海大道 10 2019 

黄江镇 东莞黄江医院站 黄江镇北岸社区 10 2020 

黄江镇 东莞市黄江镇人民政府站 黄江镇西进路 10 2020 

樟木头镇 樟木头人民政府站 樟木头镇银河北路  2017 

樟木头镇 樟木头火车站 樟木头广场路  2017 

樟木头镇 镇供销社站 樟木头镇塘吓埔景福路  2018 

樟木头镇 天一城站 樟木头西城路  2020 

樟木头镇 观音山森林公园站 樟木头镇石新区笔架山大道  2020 

凤岗镇 中心区充电站 凤岗劳动服务中心前停车场 10 2017 

凤岗镇 雁田充电站 凤岗蓝山锦湾对面停车场 10 2017 

凤岗镇 凤岗镇政府站 凤岗镇政通路  2017 

凤岗镇 体育馆充电站 凤岗体育中心停车场 10 2018 

凤岗镇 园龙山充电站 凤岗园龙山公园停车场 10 2019 

凤岗镇 龙凤山庄站 凤岗镇官井头大龙管理区龙凤山庄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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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厦镇 塘厦万科生活广场站 待定 10 2016 

塘厦镇 林村充电站 新规划林村汽车站 20 2017 

塘厦镇 中海油东莞新能源有限公司站 石潭埔社区环市东路 6 2018 

塘厦镇 塘新充电站 体育馆停车场 8 2019 

塘厦镇 科苑充电站 塘厦新医院停车场 8 2020 

谢岗镇 谢岗村充电站 谢岗村 8 2017 

谢岗镇 义乌小商品站 义乌小商品城附件 5 2017 

谢岗镇 山水花城站 山水花城附近 5 2018 

谢岗镇 银山工业园站 银山工业区 5 2019 

谢岗镇 银瓶山森林公园站 银瓶山森林公园  2019 

谢岗镇 东惠广场站 东惠广场附近 5 2020 

清溪镇 清溪充电站 建议结合加油站建设 10 2020 

清溪镇 清溪镇政府站 清溪镇香芒中路行政办事中心  2020 

常平镇 常平汇天源充电站 常平镇环常西路段联大家私斜对面 6 2016 

常平镇 九江水段出入口站 九江水村环城北路九江水段出入口 10 2017 

常平镇 海祺汽配城站 常平镇环常西路岗梓路段 12 2017 

常平镇 朗州路口站 九江水村东深路朗州路口 10 2018 

常平镇 桥梓村停车场站 桥梓村停车场 20 2018 

常平镇 球场充电站 袁山贝三大力行厂对面 20 2018 

常平镇 环城路充电站 环城路检质站旁边 20 2019 

桥头镇 金业花园站 桥头镇李朗路 12 2017 

桥头镇 政府大院站 政府大院 10 2017 

桥头镇 桥头医院站 桥头医院 10 2018 

桥头镇 荷花产业园站 荷花产业园 10 2019 

桥头镇 桥头广场站 桥头广场 10 2020 

横沥镇 横沥镇政府站 横沥镇中山路  2017 

东坑镇 东莞中鑫实业公司充电站 文阁路五巷（力耀厂后面） 6 2016 

东坑镇 东坑镇政府站 东坑镇中兴大道  2019 

企石镇 顺安汽车充电服务有限公司站 企石镇东山村乌头岭 23 2018 

企石镇 东莞供电局企石供电营业厅站 企石镇湖滨南路  2018 

企石镇 企石镇政府站 企石镇宝石路  2018 

石排镇 石排镇政府站 石排镇石排大道  2017 

茶山镇 茶山镇政府站 茶山镇茶山大道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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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城际快充站布局规划 

城际快充站一般选址在高速服务区，“十三五”期间，共规

划新建城际快充站 10 座，选址及建设规模如表 10 所示。 

表 10 城际快充站建设计划 

高速服务区 方  向 充电桩（个） 规划建设年限 

京广澳高速厚街服务区 
往广州方向 至少 6个 2016 

往深圳方向 至少 6个 2020 

莞深高速塘厦服务区 
往东莞方向 4-5个 2017 

往深圳方向 至少 6个 2017 

珠三角环线高速黄江服务

区 

往东莞方向 至少 6个 2018 

往深圳方向 至少 6个 2018 

莞佛高速大岭山服务区 
东行方向 至少 6个 2018 

西行方向 至少 6个 2018 

沿江高速麻涌服务区 
北行方向 至少 6个 2018 

南行方向 至少 6个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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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充电设施对电网的影响 

充电服务网络的建设对原有配电网的供电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电动汽车的发展推动了充电设施和充电服务网络的建

设，随着电动汽车保有量的逐步增加，势必对电网的供电容量

和能力又提出更高更进一步的要求。人口、车辆集中的地方，

充电设施建设密度大，用电负荷也大，如市中心或老城区等，

而这些地区一般变电站建设比较早，供电容量有限，设备老化，

在这类地区大量增加的电动汽车充电负荷，需要对配电网进行

扩容改造。同时，在老居民小区内增设大量的充电桩，同样也

会增大小区原有配电网的供电压力，影响居民的可靠用电，尤

其在小区用电高峰期大量电动汽车又同时充电的情况下，增加

的充电负荷将可能大大超过小区电网已有的供电能力。 

随着电动汽车大量投入使用，电动汽车充电也会给电网负

荷的调节管理带来挑战。城市用电峰时在白天，晚上是用电低

谷，如果对电动汽车充电不加以统筹管理，任由大量电动汽车

在白天进行充电，将进一步增大电网的峰时负荷，从而增大电

网峰谷调节压力。若采取一定调节措施，使大部分电动汽车采

用白天行驶、夜间充电的运行方式，将有利于电网的削峰填谷，



 

42 

 

改善电网负荷特性，减少为维持电网低负荷运转而引起的调峰

费用。 

另外，充电机是一种非线性设备，对电动汽车充电时产生

的谐波电流很高，大量充电机的使用会对供电系统产生谐波污

染，对供电系统的电能质量带来不利影响，影响用户用电。因

此，有必要对 2020 年大规模充电设施负荷接入东莞配电网后影

响进行评估。 

根据东莞目前充电桩使用情况，常用的交流充电桩功率为

7kW，直流快充桩功率为 60kW。到 2020 年，东莞电动汽车总

量约为 4 万辆，充电高峰期有 60%的电动车（含电池离车充电）

同时充电，即约有 2.4 万个充电桩同时工作，交流充电桩与直流

快充桩分别占比 90%、10%，则最大负荷为 24.6 万 kW。 

根据•东莞市“十三五”配电网规划‣（2015 版）负荷预测

结果，2020 年东莞全社会最大用电负荷为 1530 万 kW。综上所

述，2020 年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负荷占全市用电负荷的 1.6%，

对全市的用电情况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需要关注部分接入充

电设施负荷较多的中压线路的电能质量。 

二、充电设施电网接入方案 

根据南方电网公司•电动汽车充电站及充电桩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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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于充电设施供电电源的要求： 

1、二级电力用户的充电站宜由两回路高压供电电源供电，

两回路高压供电电源宜引自不同的变电站，也可引自同一变电

站的不同母线段。每回供电线路应能满足 100%负荷的供电能

力。 

2、三级电力用户的充电站由单回路供电电源供电。 

3、用电设备在 100kW 以上充电站应采用 10（20）kV 电压

等级供电。用电设备的容量在 100kW 及以下的充电站，可采用

380V 电压等级供电。 

4、交流充电桩应采用 380/220V 电压等级供电。 

5、直流充电桩应采用 380V 电压等级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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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因地制宜，科学布局；立足当前，适度超前；统一

规范，互联互通；市场主导，创新机制”的原则，将规划期内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任务分解如下： 

一、推动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遵循“专（自）用为主、公用为辅，快慢结合、城际衔接”

原则，逐步形成以公交、出租及环卫物流、公务等专用车辆充

电设施为主，以公共停车位、道路停车位、独立充电站等公用

充电设施为辅的充电服务网络；并结合骨干高速公路网，建设

与城市充电基础设施相衔接的城际快充网络。 

（一）着力推进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全力推

动公交、出租，环卫、物流及公安巡逻等公共服务领域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期间，新增 60 座公交车充电

站，16 座出租车充电站，19 座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充电站。公交

车充电设施应根据线路运营需求和服务半径要求，结合公交场

站、首末站或其周边条件允许的地方，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对

于出租、物流、环卫、公安巡逻等非定点定线运行的公共服务

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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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有条件的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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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设施对外开放。 

（二）加快推动用户居住地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

期间，建成主要供私人乘用车使用的充电桩 1.33 万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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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建

设充电设施的非固定产权停车泊位不低于总车位的 25%。对于

有固定停车位的用户，优先结合停车位建设充电桩；对于无固

定停车位的用户，鼓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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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机械式和立体式停车充电

一体化设施建设与改造等方式为用户充电创造条件。引导充电

服务、物业服务等相关企业参与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鼓励企业统一开展停车位改造和直接办理报装接电手续，允许

企业在不违反相关法规的前提下向用户按不高于政府指导价收

费，建立合理反映各方“责、权、利”的市场化推进机制，切

实解决居民区充电设施建设面临的“最后一公里”难题。 

（三）积极开展单位内部停车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全市

各级机关单位和国有企业要带头示范建设充电设施。截至 2018

年底，建桩数量不得低于总车位的 10%（或者最低不少于 10个）；

具备条件的各级政府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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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电动汽车专用停车位，配建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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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十三五”期间，建成单位内部专用充电桩 1.33 万个，其

中各级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内部建成专用充电桩 3300个。 

（四）加快推进城市公共充电网络建设。在办公场所建设

快慢结合的专用充电设施，在商业、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停车

场、高速公路服务区、加油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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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按照

适度超前原则，新增 206 座城市公共充电站和 2.66 万个分散式

公共充电桩，以满足电动汽车临时补电需要。公共充电基础设

施布局应按照从城市中心到边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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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推进景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在松山

湖生态景区、水濂山森林公园、观音山森林公园、龙凤山庄影

视渡假村、粤晖园、佛灵湖郊野公园、同沙生态公园等公园景

区优先推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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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充电设施覆盖全市高速公路

服务区。规划期内，重点在京广澳高速厚街服务区、莞佛高速

大岭山服务区、沿江高速麻涌服务区、珠三角环线高速黄江服

务区、莞深高速塘厦服务区建设城际快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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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同步构建充电智能服务平台。在省级信息服务平台

框架内构建市级信息服务平台，统一信息交换协议，有效整合

不同企业的充电服务平台信息资源，提高充电基础设施的利用

率和有效覆盖面。 

二、加强配套电网保障能力 

（一）加强配套电网建设。将充电基础设施配套电网建设

与改造项目纳入当地配电网专项规划，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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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企业要加强充电基础设施配套电网规划、

建设与改造，保障充电基础设施无障碍接入，满足充电设施运

营需求。用电设备在 100kW 以上的充电站，应采用 10（20）kV

电压等级供电。用电设备的容量在 100kW 及以下的充电站，可

采用 380V 电压等级供电。至 2020 年，用于接入充电设施的配

套配变容量达到 50 万 kVA。 

（二）完善供电服务。电网企业要为充电基础设施接入电

网提供便利条件，开辟绿色通道，优化流程，简化手续，提高

效率，限时办结，加强效率监督和问责。用户在项目建设意向

确定后，应及时向供电部门提交用电报装申请，在合理时间内，

供电部门积极开展电源配套项目建设。充电基础设施产权分界



 

48 

 

点至电网的配套接网工程，由电网企业负责建设和运行维护，

不得收取接网费用，相应资产全额纳入有效资产，相应成本据

实计入准许成本，通过电网输配电价回收。 

三、加快标准完善与技术创新 

（一）加快推进充电标准化工作。贯彻国家颁发的充电接

口及通信协议等标准，积极推进充电接口互操作性检测及服务

平台间数据交换等标准的实施，开展已有充电基础设施改造，

加快实现充电标准的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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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抓好充电基础设施相关工程

建设标准与管理规范，以及计量、计费、结算等运营标准与管

理规范。规范设臵充电基础设施的道路交通告示标识。 

（二）积极支持关键技术的研发应用。充分发挥企业创新

主体作用，加快高功率密度、高转换效率、高适用性、无线充

电、移动充电等新型充电技术及装备研发。加强检测认证、安

全防护、与电网双向互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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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的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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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索可持续商业模式 

（一）充分发挥电网企业的引领示范作用。发挥电网企业

技术力量强、规模大、运营配套衔接较为便利的优势，推动电

网企业积极参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鼓励电网企业组织成立专

业公司，负责充电设施的建设与运营，特别是在充电设施发展

起步阶段率先投入，大力参与全市高速公路城际快充站的建设，

加快在电网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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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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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

步鼓励支持宏远汽车（康亿创）等充电设施建设运营企业加大

投资力度，提升站场密度，加快提升全市公交车专用充电设施

和网络配套服务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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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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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充电服务企业与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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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业在销售和售后服务方面创新商业合作模式。充分利用融

资租赁、特许经营权质押等融资模式，借鉴合同能源管理等业

务模式，推进商业模式创新。提高充电设施智能化水平，助力

智慧城市建设。大力推动“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商业模式与服

务创新，引入众筹、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等新兴业务模式，积极

拓展智能充放电、大数据采集与利用、电子商务和广告等增值

服务，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参与，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利

用充电设施物联网技术建立智能服务平台，各运营单位形成统

一体系，实现互联互通，使电动汽车快速找到可供使用的充电

设施，且提高公共充电设施的使用率。 

五、完善政策支撑体系 

（一）财政支持。市发改局会同市供电部门等单位统筹推

进全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市财政局会同市发改局负责牵

头制订相应的财政支持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充电设施建设项目

给予适当补贴；市供电部门负责组织相关专业技术机构进行验

收，确认工程建设规模和具体建设内容、充电服务能力，验收

结果通报同级发改、财政、公安、住建、质监、安监等部门。 

（二）价格支持。对已经完成备案、并向电网经营企业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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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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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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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集中式充电设施的认定，由市价格

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具体负责。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用电执行

峰谷分时电价政策。鼓励电动汽车在电力系统用电低谷时段充

电，提高电力系统利用效率，降低充电成本。电动汽车充电设

施运营企业可向电动汽车用户收取电费及充电服务费。其中，

电费执行国家规定的电价政策；2020 年前，对电动汽车充电服

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充电服务费标准上限由市价格主管

部门制定并调整，报省价格主管部门备案。高速公路公用充电

设施服务费标准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结合充电设施服务

市场发展情况，逐步放开充电服务费价格管理。 

（三）用地政策支持。国土部门将独立占地的充电站用地

纳入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按照加油（气）站用地供应模式，

根据可实施供应的国有建设用地情况，优先安排土地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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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设

运营充电基础设施。鼓励在现有停车场（位）等现有建设用地

上设立他项权利建设充电设施。通过设立他项权利建设充电设

施的，可保持现有建设用地已设立的土地使用权及用途不变。

政府供应其他需配建充电设施的建设用地时，在建设用地规划



 

52 

 

条件中应明确充电设施配建要求。 

（四）节能政策支持。鼓励推广使用电动汽车，在满足充

电设施用电量单独计量的条件下，全市重点用能单位充电设施

相应的能耗不纳入年度考核范围，重点排放单位充电设施的碳

排放不纳入年度核查和履约范围。 

六、开展示范工作 

按照“因地制宜、适度超前”原则，针对不同层次和不同

领域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重点和难点，从中心城区与镇街（园

区）充电设施体系建设、居民区域单位配建充电设施、城际快

充网络建设等方面，积极开展建设和运营模式示范。通过示范

项目，理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机制，探索系统化的支

持政策以及可行的商业模式，以点带面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进程。在示范项目中，积极探索无人值守、自助服务、无线充

电、移动充电、智能电网、储能设备等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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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织实施 

市人民政府对本市行政区域内充电设施发展负总责，将充

电设施建设管理纳入政府重点工作事项，相关考核结果纳入年

度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建立工作协调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分工，

督促做好全市范围内充电设施规划建设工作。 

市发展和改革局牵头负责统筹协调全市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做好全市充电设施布局规划、立项、运营管理和价格政策

制定工作；市财政局负责落实财政资金支持，做好充电设施的

财政支持补贴工作；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全市充电设施用地政策

管理工作；市城乡规划局负责指导充电设施建设和城乡规划衔

接，将充电设施配建标准纳入各类建筑物配建要求，做好新建

独立占地的集中充电站的规划许可核发工作；市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做好新建独立占地充电站土建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工作；

市房管局负责制定物业服务企业支持配合充电设施建设的政策

措施，出台充电设施进入新、老、旧小区的流程指引，切实做

好充电设施建设及增补工作；东莞供电局负责做好充电设施相

关电力基础网络规划建设、充电设施报装增容服务、供电保障

等工作，强化输配电网保障能力，制定充电桩（站）报装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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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指南及电力报装流程，依据项目立项信息指导企业建设充

电设施，对建设完成的充电设施按规定组织相关专业技术机构

进行验收，确认工程建设规模和具体建设内容、充电服务能力，

对验收通过的项目出具充电设施现场核查报告，并将验收结果

通报发改、财政、公安、住建、质监、安监等部门；市科学技

术局负责在本市推广充电设施关键技术应用；市公安消防局负

责加强充电设施安全管理和监督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贯彻落实国家、省相关规范标准；其他部

门按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协调配合工作。上述分工有未明确部分，

且上级有做出相关规定的，按上级规定的分工执行。 

二、保障实施 

（一）加强规划指导。加强与综合交通、停车设施、能源

发展、旅游开发等专项规划衔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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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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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利用城市中现有的场地和设施，推进充电设施

项目建设，完善充电设施布局。在规划期间，原则上需每半年

对充电站建设计划进行评估，根据新能源汽车应用需求的实际，

对建设计划表进行滚动修编，并在市发展和改革局网站上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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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布实施；2018 年下半年，要对规划的实施情况开展中期评

估，根据评估结果进一步细化阶段性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对

规划文本进行修编完善。 

（二）简化审批手续。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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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在既有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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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建设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单独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

工许可证。新建独立占地的充电站应符合城市规划，并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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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鼓励社会资本投资，促进形成良性竞争。鼓励社会

资本积极参与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和智能服务平台建设运

营，支持企业探索多种合理可行的业务模式和商业增值服务，

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和服务水平，为电动汽车的推广

应用提供服务稳定、价格合理的充电服务。要积极营造有利氛

围和政策环境，提升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充电设施的积极性，

严格按照规划原则核定相关政策，避免恶性竞争，加快构建形

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充电服务市场和良性发展局面。 

（四）鼓励投融资与商业模式创新。在确保公平竞争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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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鼓励对充电设施企业运营费用给予适当优惠，增大盈利空

间。税务和金融主管部门研究制定对充电设施企业的税收、金

融支持政策，鼓励银行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对充电设施企业给

予有针对性的支持。完善充电设施建设与运营相关的法规，对

新兴商业模式在政策上给予倾斜。 

（五）强化安全监管。建立充电基础设施安全管理体系，

完善有关制度标准。加大对用户私拉电线、违规用电、建设施

工不规范等行为的查处力度，依法依规对充电基础设施设臵场

所实施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防雷装臵设计审核和竣工验

收以及备案抽查，并加强消防、防雷监督检查。公安消防及气

象主管部门主管部门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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臵场所的日常消防、防雷安全

检查及管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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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车辆、动力

电池和充电设施进行实时管理，提高车辆故障和事故的应急处

理能力，保障电动汽车安全、高效运行。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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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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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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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形成有利于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舆论范围。 

三、投资规模测算 

参照现有各类型典型充电设施，结合国内已建设工程造价，

各类充电基础设施综合造价（不含征地费用）标准如下： 

（1） 分散式直流快充桩均价 10 万元/个； 

（2） 分散式交流充电桩 1 万元/个； 

（3） 公交车充电站 500 万元/座； 

（4） 出租车充电站 400 万元/座； 

（5） 物流环保等专用车充电站 300 万元/座； 

（6） 城市公共充电站平均 300 万元/座； 

（7） 城际快充站 200 万/座。 

根据以上造价水平及分年建设目标测算，“十三五”期间，

全市充电基础设施共计需投资 40.69 亿元，其中充电站、充电桩

等充电设施投资 27.91 亿元，充电设施电网侧投资 12.78 亿元。

分年建设规模及投资规模见表 11，各乡镇建设规模及投资规模

详见附表 4-附表 10。 

表 11 充电基础设施分年建设规模及投资规模 

类型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合计 

公交车充电站（座） 11 9 17 14 9 60 

出租车充电站（座） 1 7 4 2 2 16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充电站（座） 2 7 4 3 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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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合计 

城市公共充电站（座） 36 42 47 40 41 206 

城际快充站（座） 2 2 6 0 0 10 

公共充电桩（个） 1334 2665 6666 7995 7988 26648 

乘用车专用充电桩（个） 534 2132 7995 7995 7992 26648 

充电设施侧总投资（亿元） 2.63 3.80 7.42 7.02 7.04 27.91 

充电设施电网侧总投资（亿元） 1.98 1.57 3.84 3.14 3.12 12.78 

总投资（亿元） 4.36 5.37 11.26 10.52 10.16 40.69 

注：充电设施电网侧总投资主要包括因充电设施接入而新增的 10kV 线路及其配电设

施的费用。 

四、实施效果 

经初步测算，规划实施后，到 2020 年全市电动汽车年耗电

总量为 6.25 亿 kWh，2016-2019 年年均耗电量按 2020 年耗电量

的 1/2 折算，则“十三五”期间全市电动汽车累计耗电量为 18.75

亿 kWh，可节约替代燃油 47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 21

万吨。充电设施建设总投资规模达 40.69 亿元，可拉动动力电池

产值 31 亿元，拉动电动汽车产值 16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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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重点工作责任分工表 

序号 重点工作 负责单位 

1 

统筹协调推进本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基础设

施建设，制定相关规划，加强运营管理。落实

充电设施电价和服务价格政策。 

市发展和改革局 

2 建设本市充电智能服务平台。 市发展和改革局、市供电局 

3 

做好充电设施相关电力基础网络规划建设、充

电设施报装增容服务、供电保障等工作，强化

输配电网保障能力，制定充电桩(站)报装业务

办理指南及电力报装流程，依据备案信息指导

企业建设充电设施，对建设完成的充电设施按

规定组织开展代验收，对验收通过的项目出具

充电设施现场核查报告。 

市供电局 

4 
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各级

政府节能减排考核范围。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环境保

护局、发展和改革局 

5 
落实中央财政资金支持，贯彻落实广东省配套

政策，做好财政支持奖励工作。 
市财政局、发展和改革局 

6 贯彻落实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展和

改革局 

7 
贯彻落实广东省用地政策，对独立占地充电站

用地、配建充电设施用地予以支持。 
市国土资源局 

8 

指导充电设施建设和城乡规划衔接，将充电设

施配建标准纳入各类建筑物配建要求，做好新

建独立占地的集中充电站的规划许可核发工

作。 

市城乡规划局 

9 
做好新建独立占地充电站土建工程的施工许

可证核发工作。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0 
落实物业服务企业支持配合充电设施建设的

政策措施，协调老旧小区充电设施增补工作。 
市房管局 

11 在本市推广充电设施关键技术应用 市科学技术局 

12 
落实本市的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建设实施方案，

组织推进相关项目建设。 
市交通运输局 

13 
落实充电设施消防技术要求、防雷技术要求，

加强消防安全指导管理 
市公安消防局、市气象局 

14 
按工作职能推进公共停车场（位）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落地。 
市城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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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2015 年底东莞市电动汽车充电站现状 

区域 站点名字 分类 大概位置 
充电桩

数量 

松山湖 松山湖光伏智能充电站 城市公共充电站 易事特厂区内 20 

石龙镇 石龙客运中心站 公交车充电站 石龙镇西湖大道中 18 号 12 

 

附表 3  东莞市充电基础设施 2020 年发展目标 

类型 
2016-2020 年 

建设规模 

2020 年总量 

（含已有） 

公交车充电站（座） 60 61 

出租车充电站（座） 16 16 

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充电站（座） 19 19 

城市公共充电站（座） 206 207 

城际快充站（座） 10 10 

充电站合计 311 313 

公共充电桩 2.66 万个 2.66 万个 

乘用车专用充电桩 2.66 万个 2.66 万个 

充电桩合计 5.32 万个 5.32 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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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2016-2020 年公交充电站逐年建设任务  

单位：座 

序号 区域 2016 年 2017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五年合计 

1 莞城街道 0 0 1 0 1 2 

2 石龙镇 1 0 0 0 0 1 

3 虎门镇 0 0 0 2 1 3 

4 东城街道 1 1 1 0 0 3 

5 万江街道 1 0 2 0 0 3 

6 南城街道 2 0 0 1 0 3 

7 中堂镇 0 0 0 0 1 1 

8 望牛墩镇 0 1 0 0 0 1 

9 麻涌镇 0 0 0 0 1 1 

10 石碣镇 0 0 0 1 0 1 

11 高埗镇 0 0 1 0 0 1 

12 洪梅镇 0 0 1 0 0 1 

13 道滘镇 0 0 0 0 1 1 

14 厚街镇 0 0 1 1 0 2 

15 沙田镇 0 1 0 0 0 1 

16 长安镇 0 0 0 2 1 3 

17 寮步镇 1 1 1 0 0 3 

18 大岭山镇 0 0 1 0 0 1 

19 大朗镇 0 0 3 0 0 3 

20 松山湖 1 0 0 0 0 1 

21 黄江镇 0 0 2 0 0 2 

22 樟木头镇 1 0 0 1 0 2 

23 凤岗镇 0 1 0 0 1 2 

24 塘厦镇 0 0 0 1 1 2 

25 谢岗镇 0 0 0 1 0 1 

26 清溪镇 0 3 2 0 0 5 

27 常平镇 1 0 1 1 0 3 

28 桥头镇 1 0 0 1 0 2 

29 横沥镇 0 1 0 0 0 1 

30 东坑镇 0 0 0 1 0 1 

31 企石镇 0 0 0 0 1 1 

32 石排镇 0 0 0 1 0 1 

33 茶山镇 1 0 0 0 0 1 

全市合计 11 9 17 14 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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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2016-2020 年出租车充电站逐年建设任务 

单位：座 

序号 区域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五年合计 

1 莞城街道 0 1 0 0 0 1 

2 石龙镇 0 0 0 0 0 0 

3 虎门镇 0 1 0 0 0 1 

4 东城街道 1 0 0 0 0 1 

5 万江街道 0 0 1 0 0 1 

6 南城街道 0 1 0 0 0 1 

7 中堂镇 0 0 0 0 0 0 

8 望牛墩镇 0 0 0 0 0 0 

9 麻涌镇 0 0 0 0 1 1 

10 石碣镇 0 0 0 0 0 0 

11 高埗镇 0 0 0 0 0 0 

12 洪梅镇 0 0 0 0 0 0 

13 道滘镇 0 0 0 0 0 0 

14 厚街镇 0 1 0 0 0 1 

15 沙田镇 0 0 0 0 0 0 

16 长安镇 0 0 1 0 0 1 

17 寮步镇 0 0 0 0 0 0 

18 大岭山镇 0 0 1 0 0 1 

19 大朗镇 0 0 0 0 0 0 

20 松山湖 0 0 0 1 0 1 

21 黄江镇 0 0 0 0 0 0 

22 樟木头镇 0 0 0 0 0 0 

23 凤岗镇 0 1 0 0 0 1 

24 塘厦镇 0 0 0 1 1 2 

25 谢岗镇 0 0 0 0 0 0 

26 清溪镇 0 0 0 0 0 0 

27 常平镇 0 1 0 0 0 1 

28 桥头镇 0 0 1 0 0 1 

29 横沥镇 0 0 0 0 0 0 

30 东坑镇 0 0 0 0 0 0 

31 企石镇 0 0 0 0 0 0 

32 石排镇 0 0 0 0 0 0 

33 茶山镇 0 1 0 0 0 1 

全市合计 1 7 4 2 2 16 



 

63 

 

附表 6   2016-2020 年物流环卫等专用车充电站逐年建设任务 

单位：座 

序号 区域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五年合计 

1 莞城街道 0 1 0 0 0 1 

2 石龙镇 0 1 0 0 1 2 

3 虎门镇 0 1 0 1 0 2 

4 东城街道 0 0 1 0 0 1 

5 万江街道 0 0 1 0 0 1 

6 南城街道 0 1 0 0 0 1 

7 中堂镇 0 0 0 0 0 0 

8 望牛墩镇 0 0 0 0 0 0 

9 麻涌镇 0 0 0 0 0 0 

10 石碣镇 0 0 0 0 0 0 

11 高埗镇 1 0 0 0 0 1 

12 洪梅镇 0 0 0 0 0 0 

13 道滘镇 0 0 0 0 0 0 

14 厚街镇 0 0 1 0 0 1 

15 沙田镇 0 0 0 0 0 0 

16 长安镇 0 0 0 1 0 1 

17 寮步镇 0 0 0 0 0 0 

18 大岭山镇 0 1 0 0 0 1 

19 大朗镇 0 0 0 0 0 0 

20 松山湖 0 0 0 1 0 1 

21 黄江镇 0 0 0 0 1 1 

22 樟木头镇 0 0 0 0 0 0 

23 凤岗镇 1 0 0 0 0 1 

24 塘厦镇 0 1 0 0 1 2 

25 谢岗镇 0 0 0 0 0 0 

26 清溪镇 0 0 0 0 0 0 

27 常平镇 0 1 1 0 0 2 

28 桥头镇 0 0 0 0 0 0 

29 横沥镇 0 0 0 0 0 0 

30 东坑镇 0 0 0 0 0 0 

31 企石镇 0 0 0 0 0 0 

32 石排镇 0 0 0 0 0 0 

33 茶山镇 0 0 0 0 0 0 

全市合计 2 7 4 3 3 19 



 

64 

 

附表 7   2016-2020 年城市公共充电站逐年建设任务 

单位：座 

序号 区域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五年合计 

1 莞城街道 2 1 0 2 2 7 

2 石龙镇 1 2 1 0 2 6 

3 虎门镇 0 3 5 3 3 14 

4 东城街道 3 1 5 4 3 16 

5 万江街道 3 0 2 2 0 7 

6 南城街道 5 4 3 3 3 18 

7 中堂镇 2 2 1 1 1 7 

8 望牛墩镇 0 0 0 1 0 1 

9 麻涌镇 1 0 1 0 0 2 

10 石碣镇 0 0 1 0 0 1 

11 高埗镇 0 1 2 2 3 8 

12 洪梅镇 1 0 0 0 3 4 

13 道滘镇 1 0 1 1 0 3 

14 厚街镇 6 2 2 1 1 12 

15 沙田镇 0 2 2 1 2 7 

16 长安镇 4 1 3 3 3 14 

17 寮步镇 1 1 1 1 3 7 

18 大岭山镇 1 4 2 2 2 11 

19 大朗镇 0 3 1 1 1 6 

20 松山湖 2 1 1 2 0 6 

21 黄江镇 0 0 1 2 2 5 

22 樟木头镇 0 2 1 0 2 5 

23 凤岗镇 0 3 1 2 0 6 

24 塘厦镇 1 1 1 1 1 5 

25 谢岗镇 0 2 1 2 1 6 

26 清溪镇 0 0 0 0 2 2 

27 常平镇 1 2 3 1 0 7 

28 桥头镇 0 2 1 1 1 5 

29 横沥镇 0 1 0 0 0 1 

30 东坑镇 1 0 0 1 0 2 

31 企石镇 0 0 3 0 0 3 

32 石排镇 0 1 0 0 0 1 

33 茶山镇 0 0 1 0 0 1 

全市合计 36 42 47 40 41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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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2016-2020 年公共充电桩逐年建设任务  

单位：个 

序号 区域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五年合计 

1 莞城街道 27 53 133 159 159 531 

2 石龙镇 23 46 115 138 137 459 

3 虎门镇 103 206 516 619 620 2064 

4 东城街道 80 159 398 478 477 1592 

5 万江街道 40 79 198 238 237 792 

6 南城街道 48 96 239 287 287 957 

7 中堂镇 23 45 113 136 135 452 

8 望牛墩镇 14 28 69 83 82 276 

9 麻涌镇 19 38 96 115 116 384 

10 石碣镇 40 80 199 239 237 795 

11 高埗镇 35 70 175 210 209 699 

12 洪梅镇 9 19 47 57 57 189 

13 道滘镇 23 46 115 138 139 461 

14 厚街镇 71 142 355 425 425 1418 

15 沙田镇 29 58 144 173 173 577 

16 长安镇 107 214 536 643 644 2144 

17 寮步镇 68 136 339 407 405 1355 

18 大岭山镇 45 90 226 271 272 904 

19 大朗镇 50 101 252 302 303 1008 

20 松山湖 9 18 44 53 51 175 

21 黄江镇 38 75 188 225 224 750 

22 樟木头镇 22 43 108 129 129 431 

23 凤岗镇 51 103 257 308 307 1026 

24 塘厦镇 78 156 390 468 468 1560 

25 谢岗镇 16 32 81 97 96 322 

26 清溪镇 51 101 253 303 302 1010 

27 常平镇 62 125 312 374 375 1248 

28 桥头镇 27 54 135 162 161 539 

29 横沥镇 33 66 166 199 199 663 

30 东坑镇 22 45 112 134 135 448 

31 企石镇 20 39 99 118 118 394 

32 石排镇 26 52 130 156 157 521 

33 茶山镇 25 50 126 151 152 504 

全市合计 1334 2665 6666 7995 7988 2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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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9   2016-2020 年专用充电桩逐年建设任务  

单位：个 

序号 区域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五年合计 

1 莞城街道 11 42 159 159 160 531 

2 石龙镇 9 37 138 138 137 459 

3 虎门镇 41 165 619 619 620 2064 

4 东城街道 32 127 478 478 477 1592 

5 万江街道 16 63 238 238 237 792 

6 南城街道 19 77 287 287 287 957 

7 中堂镇 9 36 136 136 135 452 

8 望牛墩镇 6 22 83 83 82 276 

9 麻涌镇 8 31 115 115 115 384 

10 石碣镇 16 64 239 239 237 795 

11 高埗镇 14 56 210 210 209 699 

12 洪梅镇 4 15 57 57 56 189 

13 道滘镇 9 37 138 138 139 461 

14 厚街镇 28 113 425 425 427 1418 

15 沙田镇 12 46 173 173 173 577 

16 长安镇 43 172 643 643 643 2144 

17 寮步镇 27 108 407 407 406 1355 

18 大岭山镇 18 72 271 271 272 904 

19 大朗镇 20 81 302 302 303 1008 

20 松山湖 4 14 53 53 51 175 

21 黄江镇 15 60 225 225 225 750 

22 樟木头镇 9 34 129 129 130 431 

23 凤岗镇 21 82 308 308 307 1026 

24 塘厦镇 31 125 468 468 468 1560 

25 谢岗镇 6 26 97 97 96 322 

26 清溪镇 20 81 303 303 303 1010 

27 常平镇 25 100 374 374 375 1248 

28 桥头镇 11 43 162 162 161 539 

29 横沥镇 13 53 199 199 199 663 

30 东坑镇 9 36 134 134 135 448 

31 企石镇 8 32 118 118 118 394 

32 石排镇 10 42 156 156 157 521 

33 茶山镇 10 40 151 151 152 504 

全市合计 534 2132 7995 7995 7992 2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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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0   2016-2020 年全市各镇投资计划 

单位：万元 

序号 区域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五年合计 

1 莞城街道 724  1309  1449  1634  2137  7252  

2 石龙镇 904  1170  1122  897  1791  5884  

3 虎门镇 468  2806  5189  6224  5430  20116  

4 东城街道 2164  1730  5147  4307  4001  17348  

5 万江街道 1582  462  3717  2147  1541  9448  

6 南城街道 2718  2462  2610  3266  2766  13821  

7 中堂镇 704  863  1109  1184  1678  5538  

8 望牛墩镇 65  663  494  840  533  2594  

9 麻涌镇 388  224  1386  748  1651  4396  

10 石碣镇 182  468  1724  2054  1541  5968  

11 高埗镇 459  710  2351  1965  2259  7744  

12 洪梅镇 342  111  838  371  1267  2929  

13 道滘镇 404  270  1122  1197  1404  4397  

14 厚街镇 2522  1829  3935  3563  3069  14917  

15 沙田镇 133  1438  1630  1425  1725  6351  

16 长安镇 1688  1555  5132  6380  5583  20336  

17 寮步镇 1109  1593  3225  2946  3536  12408  

18 大岭山镇 505  2027  3515  2362  2368  10776  

19 大朗镇 228  1492  3601  2263  2270  9852  

20 松山湖 1142  404  615  1645  332  4138  

21 黄江镇 172  439  3042  2063  2359  8075  

22 樟木头镇 601  850  1070  1339  1442  5302  

23 凤岗镇 534  2401  2136  2602  2496  10169  

24 塘厦镇 654  1913  3089  4242  4542  14440  

25 谢岗镇 72  789  879  1731  924  4393  

26 清溪镇 231  2092  2807  1970  2566  9665  

27 常平镇 1083  2031  3930  3231  2438  12712  

28 桥头镇 624  915  1665  1853  1347  6404  

29 横沥镇 150  1187  1186  1294  1294  5110  

30 东坑镇 401  263  800  1671  878  4012  

31 企石镇 91  231  1605  767  1267  3961  

32 石排镇 117  606  930  1514  1021  4187  

33 茶山镇 614  693  1200  982  988  4476  

电网侧投资 19800  15747  38386  32486  31176  127820  

全市合计 43571  53737  112635  105154  101611  406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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