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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步构建⾼质量
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23〕19号

各省、⾃治区、直辖市⼈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充电基础设施为电动汽车提供充换电服务，是重要的交通能源融合类基础设施。近年来，我国充电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已建成世界

上数量最多、服务范围最⼴、品种类型最全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着眼未来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快速增长的趋势，充电基础设施

仍存在布局不够完善、结构不够合理、服务不够均衡、运营不够规范等问题。为进⼀步构建⾼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更好⽀撑新能源

汽车产业发展，促进汽车等⼤宗消费，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标，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总体要求

（⼀）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贯彻落实党的⼆⼗⼤精神，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坚

持稳中求进⼯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推动⾼质量发展，坚持⽬标导向和问题导向，

加强统筹谋划，落实主体责任，持续完善⽹络，提⾼设施能⼒，提升服务⽔平，进⼀步构建⾼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更好满⾜⼈民群

众购置和使⽤新能源汽车需要，助⼒推进交通运输绿⾊低碳转型与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基本原则。

科学布局。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发展顶层设计，坚持应建尽建、因地制宜、均衡合理，科学规划建设规模、⽹络结构、布局功能和发

展模式。依据国⼟空间规划，推动充电基础设施规划与电⼒、交通等规划⼀体衔接。

适度超前。结合电动汽车发展趋势，适度超前安排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在总量规模、结构功能、建设空间等⽅⾯留有裕度，更好满

⾜不同领域、不同场景充电需求。持续完善充电基础设施标准体系，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

创新融合。充分发挥创新第⼀动⼒作⽤，提升充电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平，⿎励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

式，推动电动汽车与充电基础设施⽹、电信⽹、交通⽹、电⼒⽹等能量互通、信息互联。

安全便捷。坚持安全第⼀，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全⽣命周期安全管理，强化质量安全、运⾏安全和信息安全，着⼒提⾼可靠性和风险

防范⽔平。不断提⾼充电服务经济性和便捷性，扩⼤多样化有效供给，全⾯提升服务质量效率。

（三）发展⽬标。到2030年，基本建成覆盖⼴泛、规模适度、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有⼒⽀撑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有效满⾜⼈民群众出⾏充电需求。建设形成城市⾯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电⽹络，⼤中型以上城市经营性停车

场具备规范充电条件的车位⽐例⼒争超过城市注册电动汽车⽐例，农村地区充电服务覆盖率稳步提升。充电基础设施快慢互补、智能开

放，充电服务安全可靠、经济便捷，标准规范和市场监管体系基本完善，⾏业监管和治理能⼒基本实现现代化，技术装备和科技创新达

到世界先进⽔平。

⼆、优化完善⽹络布局

（⼀）建设便捷⾼效的城际充电⽹络。以国家综合⽴体交通⽹“6轴7廊8通道”主⾻架为重点，加快补齐重点城市之间路⽹充电基础设

施短板，强化充电线路间有效衔接，打造有效满⾜电动汽车中长途出⾏需求的城际充电⽹络。拓展国家⾼速公路⽹充电基础设施覆盖⼴

度，加密优化设施点位布局，强化关键节点充电⽹络连接能⼒。新建⾼速公路服务区应同步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加快既有⾼速公路服务

区充电基础设施改造，新增设施原则上应采⽤⼤功率充电技术，完善⾼速公路服务区相关设计标准与建设管理规范。推动具备条件的普

通国省⼲线公路服务区（站）因地制宜科学布设充电基础设施，强化公路沿线充电基础服务。

（⼆）建设互联互通的城市群都市圈充电⽹络。加强充电基础设施统⼀规划、协同建设，强化不同城市充电服务数据交换共享，加

快充电⽹络智慧化升级改造，实现跨区域充电服务有效衔接，提升电动汽车在城市群、都市圈及重点城市间的通达能⼒。以京津冀、长

三⾓、粤港澳⼤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重点加密建设充电⽹络，打造联通区域主要城市的快速充电⽹络，⼒争充电技术、标准和

服务达到世界先进⽔平。

（三）建设结构完善的城市充电⽹络。以城市道路交通⽹络为依托，以“两区”（居住区、办公区）、“三中⼼”（商业中⼼、⼯业中

⼼、休闲中⼼）为重点，推动城市充电⽹络从中⼼城区向城区边缘、从优先发展区域向其他区域有序延伸。⼤⼒推进城市充电基础设施

与停车设施⼀体规划、建设和管理，实现城市各类停车场景全⾯覆盖。合理利⽤城市道路邻近空间，建设以快充为主、慢充为辅的公共

充电基础设施，⿎励新建具有⼀定规模的集中式充电基础设施。居住区积极推⼴智能有序慢充为主、应急快充为辅的充电基础设施。办

公区和“三中⼼”等城市专⽤和公⽤区域因地制宜布局建设快慢结合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促进城市充电⽹络与城际、城市群、都市圈充

电⽹络有效衔接。

（四）建设有效覆盖的农村地区充电⽹络。推动农村地区充电⽹络与城市、城际充电⽹络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充电基础设施在适宜

使⽤电动汽车的农村地区有效覆盖。积极推动在县级城市城区建设公共直流快充站。结合乡村级充电⽹络建设和输配电⽹发展，加快在

⼤型村镇、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乡村旅游重点村镇等规划布局充电⽹络，⼤⼒推动在乡镇机关、企事业单位、商业建筑、交通枢纽场

站、公共停车场、物流基地等区域布局建设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结合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在基础较好的地区根据需要

创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应⽤⽰范县和⽰范乡镇。

三、加快重点区域建设

（⼀）积极推进居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在既有居住区加快推进固定车位充电基础设施应装尽装，优化布局公共充电基础设施。

压实新建居住区建设单位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充电基础设施配建要求，确保固定车位按规定100%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满

⾜直接装表接电要求。以城市为单位加快制定居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指南，优化设施建设⽀持政策和管理程序，落实街道办事

处、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管理机构责任，建⽴“⼀站式”协调推动和投诉处理机制。⿎励充电运营企业等接受业主委托，开展居住区充电基

础设施“统建统服”，统⼀提供建设、运营、维护等服务。结合完整社区建设试点⼯作，整合推进停车、充电等设施建设。⿎励将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纳⼊⽼旧⼩区基础类设施改造范围，并同步开展配套供配电设施建设。

（⼆）⼤⼒推动公共区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以“三中⼼”等建筑物配建停车场以及交通枢纽、驻车换乘（P+R）等公共停车场为重

点，加快建设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推动充电运营企业逐步提⾼快充设施占⽐。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业园区等内部停车场加快配

建充电基础设施，并⿎励对公众开放。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在具备条件的加油（⽓）站配建公共快充和换电设施，积极推进建设加油

（⽓）、充换电等业务⼀体的综合供能服务站。结合城市公交、出租、道路客运、物流等专⽤车辆充电需求，加快在停车场站等建设专

⽤充电站。加快旅游景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A级以上景区结合游客接待量和充电需求配建充电基础设施，4A级以上景区设⽴电动

汽车公共充电区域。

四、提升运营服务⽔平

（⼀）推动社会化建设运营。促进充电基础设施投资多元化，引导各类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建设运营，形成统⼀开放、竞争有序的充

电服务市场。推⼴充电车位共享模式，提⾼车位和充电基础设施利⽤效率。⿎励充电运营企业与整车企业、互联⽹企业积极探索商业合

作模式。加强监测研判，在车流量较⼤区域、重⼤节假⽇期间等适度投放移动充电基础设施，增强充电⽹络韧性。

（⼆）制定实施统⼀标准。结合电动汽车智能化、⽹联化发展趋势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需求，持续完善充电基础设施标准体系，加

强建设运维、产品性能、互联互通等标准迭代更新，加快先进充换电技术标准制修订，提升标准国际化引领能⼒。⿎励将智能有序充电

纳⼊车桩产品功能范围。推动制定综合供能服务站建设标准和管理制度。通过放宽市场准⼊特别措施等政策⼯具，⿎励有关单位率先制

定实施相关标准。

（三）构建信息⽹平台。推动建设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励以省（⾃治区、直辖市）为单位构

建充电基础设施监管与运营服务平台，着⼒强化省级平台互联互通。规范充电基础设施信息管理，统⼀信息交换协议，明确信息采集边

界和使⽤范围，促进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全⾯接⼊，引导居住区“统建统服”充电基础设施有序接⼊，⿎励私⼈充电基础设施⾃愿接⼊。强

化与电动汽车、城市和公路出⾏服务⽹等数据互联互通，通过互联⽹地图服务平台等多种便利渠道，及时发布公共充电基础设施设置及

实时使⽤情况。

（四）加强⾏业规范管理。完善充电基础设施⽣产制造、安装建设、运营维护企业的准⼊条件和管理政策，以规范管理和服务质量

为重点构建评价体系，推动建⽴充电设备产品质量认证运营商采信制度。压实电动汽车、动⼒电池和充电基础设施⽣产企业产品质量安

全责任，严格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安装质量安全管理，建⽴⽕灾、爆炸事故责任倒查制度。完善充电基础设施运维体系，落实充电运营

企业主体责任，提升设施可⽤率和故障处理能⼒。明确长期失效充电桩的认定标准和管理办法，建⽴健全退出机制。引导充电基础设施

投资运营企业投保产品责任保险。

五、加强科技创新引领

（⼀）提升车⽹双向互动能⼒。⼤⼒推⼴应⽤智能充电基础设施，新建充电基础设施原则上应采⽤智能设施，推动既有充电基础设

施智能化改造。积极推动配电⽹智能化改造，强化对电动汽车充放电⾏为的调控能⼒。充分发挥新能源汽车在电化学储能体系中的重要

作⽤，加强电动汽车与电⽹能量互动，提⾼电⽹调峰调频、安全应急等响应能⼒，推动车联⽹、车⽹互动、源⽹荷储⼀体化、光储充换

⼀体站等试点⽰范。

（⼆）⿎励新技术创新应⽤。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打造车、桩、⽹智慧融合创新平台。加快推进快速充换电、⼤功率充

电、智能有序充电、⽆线充电、光储充协同控制等技术研究，⽰范建设⽆线充电线路及车位。加强信息共享与统⼀结算系统、配电系统

安全监测预警等技术研究。持续优化电动汽车电池技术性能，加强新体系动⼒电池、电池梯次利⽤等技术研究。推⼴普及机械式、⽴体

式、移动式停车充电⼀体化设施。

六、加⼤⽀持保障⼒度

（⼀）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地⽅政府统筹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主体责任，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作

为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重要着⼒点。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省级政府以构建⾼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为重点，科学制定布局规

划，做好与交通⽹络体系的衔接融合；地市级政府以“两区”、“三中⼼”为重点，以区县为基本单元制定布局规划，分场景优化充电基础

设施结构，加强公⽤桩和专⽤桩布局，并纳⼊国⼟空间规划“⼀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完善⽀持政策。落实峰⾕分时电价政策，引导⽤户⼴泛参与智能有序充电和车⽹互动。2030年前，对实⾏两部制电价的集中

式充换电设施⽤电免收需量（容量）电费。⿎励地⽅各级政府对充电基础设施场地租⾦实⾏阶段性减免。⿎励电⽹企业在电⽹接⼊、增

容等⽅⾯优先服务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三）强化要素保障。地⽅各级政府要进⼀步加强充电基础设施发展要素保障，满⾜充电基础设施及配套电⽹建设⽤地、廊道空间

等发展需要，因地制宜研究给予资⾦⽀持。⿎励地⽅建⽴与服务质量挂钩的运营补贴标准，加⼤对⼤功率充电、车⽹互动等⽰范类项⽬

的补贴⼒度，通过地⽅政府专项债券等⽀持符合条件的充电基础设施项⽬建设。提⾼⾦融服务能⼒，充分利⽤现有⾦融⽀持政策，推⼴

股权、项⽬收益权、特许经营权等质押融资⽅式，通过绿⾊债券等拓宽充电基础设施投资运营企业和设备⼚商融资渠道。⿎励开发性⾦

融机构创新融资⽀持模式，实施城市停车、充电“⼀张⽹”专项⼯程。

（四）加强协同推进。国家发展改⾰委、国家能源局会同各有关⽅⾯统筹推进本指导意见实施，加强部门协同配合，强化对各地的

指导监督，定期开展实施情况评估，及时总结推⼴典型经验做法，重⼤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地⽅各级政府建⽴发展改⾰、

能源、交通运输、⾃然资源、⼯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商务、消防救援、城市管理等有关部门紧密配合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协同

推进机制，全⾯摸排基本情况，科学评估建设需求，简化建设⼿续，建⽴健全标准和政策体系，持续跟踪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实现信息

共享和政策联动。

国务院办公厅　　　　　

2023年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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