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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及各地方层面相继出台多项政策，以推动新能源电动汽车的发展和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
2022年新能源电动汽车销量爆发式增长，据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充电联盟）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12月，全国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达521万台，同比增加99.10%，车桩比为2.51∶1，尽管已取得
瞩目成就，但电动汽车充电服务网络仍未实现全覆盖，尤其小城市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仍是滞后的。目前充电
难、充电慢等里程焦虑问题仍然是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发展的主要痛点，小城市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成
为完善全国充电服务网络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

一、城镇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困境

（一）燃油车难以“让位”
现下我国小城市新能源电动汽车的推广应用正处于起步阶段，新能源电动汽车保有量相对较少，充电基

础设施分布少且散，难以满足充电服务需求。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停车泊位建设愈发滞后，传统燃

规划

布局

充电基础设施 油车车位本身存在较大缺口，燃油车抢占充电车位的现象屡见不鲜。目前小城市建设用地一方面土地利用效率
低，另一方面用地增量指标紧张，缺乏类似公交、出租车场站等的大面积用地以建设大型集中充电站，造成充
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在空间上严重受限。

（二）多方利益冲突难以协调 
新能源充电桩作为国家重点建设基础设施被纳入“新基建”范畴，涉及政府部门、建设单位、市民等众多

利益主体，同时建设内容也涉及城市规划、建设用地、配电网改造、安装条件、投资运营模式等多方面，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技术及程序协调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导致推进难度大、发展速度慢。而在运营管
理方面，由于目前暂无统一的建设标准、管理制度、网络服务平台，产生了充电场所信息无法在手机上实时获
取、充电价格无统一标准，且充电基础设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与管理混乱等问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难度。

（三）地方管理缺位难以治理
目前许多小城市在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审批、管理、监督，以及运营等方面暂无相关政策文件和

工作细则，新设施如何管控仍是一片空白，从城市空间治理的角度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新设施规划提出了
更高要求。与此同时，管理者也面临着用地、安全、经济等诸多随新设施建设而来的空间治理新难题。

二、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规划布局思路

（一）全面考量场景需求，分类预测目标规模
在规模需求量的预测上，应基于现状统计数据，国家、自治区相关文件内容及未来发展趋势，结合相关规

范标准要求、专项规划内容指导，根据公交车、出租车、私人乘用车等不同用车类型的特点预测新能源电动汽
车的充电需求，将园区、景区及过境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一并纳入建设要求统筹考虑，对规划实施则更具有指
导性。充电桩的目标建设量应结合城市自身发展阶段特征确定的车桩比进行统筹计算，见图1。

图1  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规模需求预测思路

贺州市充电基础设施布局规划思路与方法
文＿蒋    迪（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院，工程师、注册城乡规划师，硕士）

       黎家卫 [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国土空间规划院规划二所，工程师 ]

       李    欢（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建筑设计院，工程师、注册城乡规划师）



ZHI KU 丨 智 库
广 西 城 镇 建 设     

GUANGXI CHENGZHEN JIANSHE2023/9  总第 250 期 丨

（二）现状、规划双重制约下的新设施布局选址
与燃油车加油场景不同的是，充电桩有快充和慢充之分，像小区、公园、商场等有停车场地、有电的场所

均可布设安装充电设施，需根据不同功能的电动汽车研判其行驶范围、行驶时间、行驶目的、停放地点、行驶
特征及充电需求等选择设施建设地址。电动公交车充电设施以大容量直流充电为主、换电为辅，鼓励公共汽车
企业在公交站场建设专用充电站，满足电动公交车日常运行需求。出租车充电站与专用充电站均以建设直流快
充桩为主，鼓励供电企业依托变电站、营业厅建设充电设施。

在现状、规划用地双重制约下，通过少量多点的方式，充分利用路内停车、街头绿地、社区空地等场所进
行嵌入式布局。公交部分可结合周边有用地条件的站点及现状客运站设置，解决近期充电需求，远期则结合在
建、规划的交通场站用地布局，并衔接在编国土空间规划进行调整预留，保障未来集中充电站建设空间。公共
充电站建设以直流快充桩为主、慢充桩为辅，在城市主城区合理规划建设快慢充互补的公共充电站，优先满足
用户最为迫切的充电需求，结合城市公共建筑配套停车场、公园停车场、商业中心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
酒店、路内临时停车位辅助配建适量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在交通枢纽站点等适宜区域适当新建独立占地的公交
车快充站、城市公共快充站。

（三）多规划协调、多专业技术统筹、多部门联动
新设施的建设涉及用地、用电、用钱等诸多技术和经济方面内容。为保障建设用地及建设程序的可行性，

规划应与已编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及在编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协调；为实现技术上的
可操作性，通过电力部门逐点个站点核实现状及规划用电条件是否能够满足设施供电需求，并与建设单位沟通
具体设施建设方案；在运营管理方面，则通过多轮座谈、走访、问卷等方式广泛征求各个部门、建设单位、权
属单位及市民的意见，实现多部门联动，实现充电基础设施的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和共同运营管理。

三、贺州市中心城区充电基础设施规划实践

（一）规划技术路线
贺州市位处桂、粤、湘三省交界处，自然资源丰富且历史人文底蕴深厚，属于桂东北典型喀斯特山水小城

市，“世界长寿市”的美誉及“东融先行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决定了完善建设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是贺州市城
市发展的现实需求。

贺州中心城区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在经过充分现状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发展阶段特点和需求对
充电设施的发展规模进行一个量的研判和预测，并以此为依据确定总体发展目标及相应规划策略，进而对设施
进行合理的选址布局并提出相应配建要求，最后在实施保障层面制订详细的分期建设计划和切实可行的举措，
见图2。

图2  贺州中心城区充电基础设施规划技术路线

（二）设施规模需求预测
依据相关规范标准、规划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结合贺州市自身的城镇发展定位和发展特点，按不同用车类

型的特点对贺州市中心城区不同的电动汽车类型分别进行预测和预判，见表1。并根据车辆运行特点、充电模
式及贺州市实际情况确定各类型车辆充电设施配置比，通过配置比确定充电设施发展规模，见表2。

表1  贺州市中心城区分类电动汽车发展规模预测

类别 2025年（辆） 2035年（辆）

公交车 800 1300

出租车 800 2800

环卫专用车 66 300

物流专用车 300 1000

私人乘用车 9500 39000

合计 11466 44400

表2  贺州市中心城区充电设施建设规模需求

类别 2025年（个） 2035年（个）

专用充电桩

公交车 390 660

环卫车专用车 35 140

物流专用车 150 500

公共充电桩 900 4000

合计 1475 5300

此外，近年来贺州市大力发展旅游业，城市总体规划定位为，以生态休闲旅游为导向，将贺州市打造成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生态健康旅游城、粤港澳大湾区“后花园”。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贺州市自驾游
将迎来爆发式增长。为进一步促进贺州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规划需同步考虑在景区、服务区、酒店及客运站等
场所设置一定量的充电基础设施以满足过境旅游车辆的充电需求。

（三）布局选址原则与规划策略
充电设施的布局选址应符合相关规范标准要求，即充电设施宜靠近城市道路，不宜选在城市干道的交叉口

和交通繁忙路段附近，且充电设施的选址应与城市低压配电网规划和建设密切集合，以满足供电可靠性、自动
化和对电能质量的要求。公交专用充电设施的建设选址则根据其行驶特点布局在首末站、公交场站。对于公共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应优先纳入有明确建设计划的项目，核实用地现状及规划条件，与交通需求密度相匹配的同
时确保合理的设施服务半径，即城市核心区内服务半径不超过1千米，核心区以外城市建成区服务半径不超过2
千米，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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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贺州中心城区充电基础设施总体布局规划图（作者自绘）

为保障充电基础设施用电的可靠性，规划布局应衔接贺州市中心城区城市电力专项规划，并与电力部门统
筹解决供电单位、临近公变是否满足报装要求，临近线路是否满足报装要求，是否需要改造线路和是否需要新
增配变以满足使用需求等供电问题。

根据上述贺州中心城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点与现状问题分析，制定规划时应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1）统筹规划，适度超前。加强中心城区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顶层设计，根据建设目标从发展全局进行统

筹规划，设施发展规模按照桩站先行、适度超前原则进行建设规划，在充电模式上考虑实现“充换电相结合”
的发展趋势。

（2）分区差异化发展。根据《贺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停车配建指标区域划分及车辆保有量、交
通联系密度特征等将贺州市中心城区分为三类空间范围。一类地区实现全面覆盖，二类地区加密加强建设，三
类地区鼓励支持建设发展，见表3。

表3  贺州市中心城区充电设施发展区域划分

区域 区域范围 区域特点 发展策略

一类
地区

八步老城片区、东融新城片区、城东片
区、江南新城片区、平桂新城片区

生活集中区，人流车流量较大，车辆保有量
大，区域内外交通联系频繁 全面覆盖

二类
地区

生态产业园片区、园博园片区、莲塘—
贺街片区

车辆保有量较大，有一定的区域外部交通联
系，新能源电动汽车发展基础较好 加密加强

三类
地区 除上述两类地区外的其他区域 车辆保有量低，交通联系主要发生在区域内

部，距离城市中心较远 鼓励支持

（3）因地制宜，集中分散相结合。考虑贺州市中心城区与新城区在用地、交通等城市空间方面具有的不同
特点，选择适宜场地建设适量充电设施，中心城区作为老城区，用地紧张、停车设施缺乏，规划可通过少量多

点的方式进行布局，并适当结合现状路内停车位进行改建，新城区则以集中建设公共停车场为主，设施规模较
大，总体上采取集中与分散方式相结合，主张节约集约用地的发展理念。

（4）明晰管控细则，提升管治效力。目前贺州市管理标准和工作细则中缺少有关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规划
建设方面的内容，因此规划针对多种不同类型的场所提出相应配建要求及管理要求，其中也强调中、远期鼓励
利用已有用地条件较为宽裕的加油加气站，配建充换电站，对于确有建设需求但无规划用地的，宜结合规划调
整，在用地上予以支持，见表4。

表4  贺州市中心城区充电设施分场所配建要求

场所 配建要求

机关单位 不低于停车位10%比例配建充电设施

园区 已建工业区按不低于停车位10%比例规划建设，新建园区按不低于停车位20%比例规划建设

公共停车场 新建大型公共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应按不低于总停车位的10%比例建设

高速服务区 四星级以上高速公路服务区按不低于总停车位10%比例建设，其他服务区应按实际情况配建

星级景区 按不低于总停车位10%比例建设

住宅小区 新建住宅小区配建停车位应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已建地块，鼓励按不低于
停车位10%比例配建

充换电站 中、远期鼓励利用已有用地条件较为宽裕的加油加气站，配建充换电站，建设直流充电桩

（四）规划实施保障
在实施层面，应优先建设一批示范点，带动推广片区乃至整个城区的充电设施建设，通过分期逐步实施，

在一些重要节点逐步建设成规模较大的一级中心站。近期主要抓落实，通过一图一表的图则形式明确设施的配
建规模、指导选址建设，远期定区域、控集中，即考虑到远期用地的不确定性应在区域范围内合理选址建设，
并结合规划的公共停车场、交通场站集中建设，见图4。

图4  近期重点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选址“一图一表”引导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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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调供地主体、落实用地支持方面，规划提出以下几点具体措施建议：一是完善相关规划编制，同步衔
接国土利用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及电力专项规划，科学规划并保障充电基础设施供电专线、变压器等配
套设施用地。二是鼓励现有停车场（位）、私人场所建设充电设施，实现合作共赢。三是在土地出让条件中明
确充电设施配建要求保障设施建设。四是允许在满足消防和交通安全且有相应管理细则的前提下利用现有人行
道空间布局建设充电设施。五是政府独立新建的充电站，建议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降低运营成本。

四、结语

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布局对于城镇新能源电动汽车推广应用意义重大，小城市的新能源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涉及土地、电力、经济产业等多方面内容，面临着多方统筹协调困难。贺州市基于城镇自身发展特点和
特性，通过建设一批示范点，以点带面，分期逐步实施，有效指导贺州市中心城区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的管理
和建设，取得明显成效。随着充电设施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全市新能源电动汽车行业发展势头迅猛，据贺州
市车管所的最新数据统计，2023年第一季度，贺州市新能源电动汽车上牌数为1256辆，新能源电动汽车类零售
总额同比增长94.50%。规划的实施有效地解决了贺州市面临的新能源电动汽车推广硬件瓶颈，提升了充电桩的
利用率和运营企业的盈利，并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停车设施体系，缓解了中心城区停车难等问题，对同类型小
城市的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
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
居、韧性、智慧城市。这是对中国城市发展方向的再次定调，也
意味着中国将迎来澎湃的城市更新行动。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城
镇化水平提高了47个百分点，2022年，我国平均城镇化率就已达
65.22%，江苏省无锡市城镇化率已超过80%，正处于工业化后期
向后工业化转型阶段，面临的各类城市问题比较典型。作为2023
年国家级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无锡市稻香片区还存在配套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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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