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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0年 11月 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

提出到 2025年纯电动乘用车新车平均电耗降至 12.0kWh/百公里，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

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右。到 2035年，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

公共领域用车全面电动化，燃料电池汽车实现商业化应用，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现规模

化应用，有效促进节能减排水平和社会运行效率的提升。

国家从政策上鼓励新能源汽车的发展，长远来看，除普通汽车电动化外，重卡电动

化也是发展趋势。2020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新基建的内容，将“建设

充电桩”扩展为“增加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引导农村居民

绿色出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进一步健全农村地区充电基础设施网络，确保“有人建、

有人管、能持续”，为新能源汽车在农村地区的推广使用营造良好环境，更好满足群众

生产生活需求。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新基建”以及河北省、唐山市新能源汽车产业战略部署，加

快推进我市充电基础设施高质量发展，协同构建充电服务产业价值链生态系统，特编制

《唐山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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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现状

1.1 唐山市社会经济发展和规划概况

1、社会经济发展概况

唐山地区系河北省地级市，陆域和海域面积共计为 17970平方千米，是中国跨境电

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组成部分。唐山地区下辖 7个市辖区、

3个县级市、4个县和 4个开发区，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 8900.7亿元，比上年增长 4.7%，

全市人均生产总值 115571元，比上年增长 4.7%；全年民营经济增加值 5554.8亿元，比

上年增加 5.3%，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62.4%。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7.8%，

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长 8.2%。

2、城市发展规划情况

根据《唐山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唐山市发展定位为东北亚地

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实现唐山国

土空间四大转变，即向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转变、向陆海联动的现代化滨海城市转变、

向创新引领的产业强市转变、向繁荣舒适美丽宜居城市转变。唐山市城市性质为京津冀

城市群区域中心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现代化港口城市。

1.2 充电基础设施政策环境

1、全国政策环境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

的通知》（国办发〔2020〕39号），支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突破充电基础设施发

展瓶颈，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助力“双碳”目标实现。2022年 1月 21日，国家发

展改革委等 10部门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进一步提升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5年末，我国电动汽车充电保障能力进一步

提升，形成适度超前、布局均衡、智能高效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能够满足超过 2000

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为优化新能源汽车购买使用环境，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引导农村地区居民绿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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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2023年 5月 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制定《关

于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更好支持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提出

加快实现适宜使用新能源汽车的地区充电站“县县全覆盖”、充电桩“乡乡全覆盖”。

合理推进集中式公共充电场站建设，优先在县乡企事业单位、商业建筑、交通枢纽（场

站）、公路沿线服务区（站）等场所配置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并向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

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延伸，结合乡村自驾游发展加快公路沿线、具备条件的加油站等场所

充电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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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6月 8日，国务院办公厅制定《关

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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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河北省政策环境

2022年 4月 19日，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制定《关于加快提升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

能力的实施意见》，提出“十四五”期间，全省新建公用充电桩 3.4万个，到“十四五”

末，公用充电桩累计达到 10万个，市场推广的新能源汽车数量与充电桩总量（包括公

用充电桩、自备桩等）的车桩比高于 3.5:1，能够满足 60万至 8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

求。

2023年 6月 2日，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制定《加快推动农村地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促进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实施意见》，提出加快实现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乡乡全

覆盖”、充电桩“村村全覆盖”，合理推进集中式公共充电场站建设，向易地搬迁集中

安置区、乡村物流基地、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延伸，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示范乡镇”“示

范村”；到 2025年，全省建成 1000个充电示范村，基本实现“各市有示范县、各县有

示范乡（镇）、各乡有示范村（社区）”的目标。

2023年 7月 25日，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制定《关于加快构建全省高质量充电基础设



— 4—

施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依据国土空间规划，推动充电基础设施规划与电力、交通等

规划一体衔接。加快在电动重卡中长途运输沿线布局建设大功率快充站，满足电动重卡

充电需求，解决补能难题和续航焦虑。到 2025年，全省电动汽车充电保障能力进一步

提升，充电服务便利性显著提高，建成车桩相随、换充相济、适度超前、智能高效的充

电基础设施体系，具备满足 120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能力。

3、唐山市政策环境

2023年 11月 11日，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唐山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实施方案》，提出 2023年底前，实现城市公共领域、商业区以及交通主干线充

电基础设施全覆盖，根据城镇居民小区和乡镇农村充电需求适度超前建设。到 2025年

底，全市基本建成车桩相随、智能高效、覆盖全域的充电网络。

1.3 电动汽车发展概况

2020年以来，唐山市电动汽车保有量呈倍数增长态势，2021年保有量超 4.7万辆，

2022年保有量超 7.2万辆。到 2023年 3月底，全市电动汽车保有量超 8.4万辆，占全

市机动车保有量（263.5万辆）的 2.95%，其中家用电动轿车保有量 57897辆。公务、

城市公交、出租、环卫、城市物流货运、快递、邮政、特定场景重卡等八大公共领域，

各类汽车保有量为约 31万辆，其中电动汽车保有量约 1.3万辆，占比 4.2%。2023年 10

月底，唐山市全市电动汽车保有量为 93467辆，增长较大。

1.4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概况

1、现状概况

随着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不断加大，唐山新能源汽车的增长势头迅猛，唐山市

坚持市场导向，结合公用、专用领域的充电需求，有序推动公共服务领域的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大力推进“互联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搭建了唐山市充电基础设施政府监

管平台，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为用户提供充电导航、状态查询、充电预约、费用结算

等服务，提升新能源汽车使用便利条件。2021年底，全市充电站 385座，充电桩 3542

个。2022年底，全市充电站 406座，公共充电桩 3823个。截至 2023年 10月，全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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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各类充电站 435座，公共充电桩 5152个（其中快充桩 4387个，慢充桩 765个），

其中对外经营性充电站 338 座，经营性充电桩 4325 个（其中快充桩 3662 个，慢充桩

663个）。

2、问题分析

唐山市充电基础设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一是电动汽车

普及推广有待提升。唐山市在私人乘用车、公交车、出租车领域汽车电动化推广程度较

好，在环卫、物流、公务等专用车领域，电动汽车推广应用仍有待提高。二是充电基础

设施规划布局有待加强。部分县（市、区）中心城区缺乏科学布局规划，布局较为随意、

存在重复布局现象，乡镇区域则缺少布点，存在“有车无桩、有桩无车用”的现象。三

是农村地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随着电动汽车的推广应用和电动汽车

下乡活动的开展，电动汽车也将由以城市为主逐步延伸到广大农村地区。目前我市电动

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以城区为主，因此加强农村地区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夯实

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也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四

是设施数智化水平有待提升。充电基础设施的智能有序充电功能配置比例较低，同时作

为交通和能源两大领域的核心接口、电动汽车动与静之间的关键锚点，充电基础设施尚

未实现和电动汽车、停车场地之间的互联互通，对于设施有序利用和资源充分共享的支

撑程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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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则

2.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围绕提前实现“碳

达峰、碳中和”目标，依托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提升清洁交通用能设施开发规

模和水平，以发展为核心、改革开放为动力、技术进步为支撑，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加

快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绿色交通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全市绿色低碳交通运输

体系建设。

2.2 基本原则

（一）融合发展、系统布局。按照国家、河北省“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坚

持从全局的高度整体统筹充电基础设施发展，坚持与唐山市能源结构低碳转型融合发展，

合理利用、分配资源，不断调整优化交通领域能源结构，系统布局充电基础设施。

（二）因地制宜、分类推进。遵循市场主导，快慢互济的技术导向，紧扣城市减量

发展要求，优先利用既有资源改造升级，根据各地区实际和不同类型、不同用途电动汽

车的充电需求，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进各地区、各领域充电基础设施的规范发展。

（三）基础先行、适度超前。按照桩站先行的原则，确保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模适

当超前，适应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需要，保证居民放心购买、使用电动汽车。

（四）供需匹配、韧性充足。助力韧性城市建设，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优先解决紧

迫充电需求，预留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空间资源，建立供需动态匹配、风险安全可控、能

源供给韧性充足的全域充电保障体系。

（五）安全便捷，服务高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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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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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规划术语

1、公共充电桩：包括公用充电桩、专用充电桩。

2、公用充电桩：可为社会公众电动汽车提供充电服务的充电桩。

3、专用充电桩：专为某个单位车辆或特定群体用户提供充电服务的充电桩，本规

划指为电动公务用车、电动城市公交车、电动环卫车、电动出租车、电动邮政快递车、

电动城市物流配送车、电动重卡提供充电服务的充电桩。

4、自用充电桩：为某个特定个体用户车辆提供充电服务的充电桩，本规划主要是

指居住小区内居民自行安装的慢充桩。

5、充电站：采用整车充电模式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场所。主要由 5个及以上公

用充电桩或 3个及以上专用充电桩，以及相关的供电设备、监控设备等组成。

6、充电基础设施：为电动汽车补给的各类充电设施的总称，包括充电站、充电桩

等。

2.4 规划范围及期限

规划范围为唐山市全市域，规划期限为 2023年-2025年。

2.5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74 号）（2019年

修订）

2)《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 146 号）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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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号）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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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关于印发<提升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保障能力行动计划>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8〕1698号）

6)《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国办发〔2020〕39号）

7)《关于进一步提升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发改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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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规〔2022〕53号）

8)《加快推进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交工路发〔2022〕80号）

9)《关于加快提升充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冀发改能源〔2022〕

478号）

10) 《关于加快推动农村地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能源汽车下乡和乡村振兴

实施意见》（发改综合〔2023〕545号）

11) 《河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12) 《进一步加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实施意见》（唐发改能源

〔2020〕214号）

13) 《唐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14) 《唐山市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唐政办字〔2023〕109

号）

15) 《河北省住宅小区供配电设施建设技术标准》（DB13（J）/T8463-2022）

16) 《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系统设计标准》（T/ASC17-2021）

2.6 总体目标

2022年，全市公共充电桩 0.38万个。2023年，全市公共充电桩达到 1.15万个。2024

年，全市公共充电桩达到 1.96万个。到 2025年，全市公共充电桩达到 3.23万个（含专

用桩 0.43万个），全市城乡充电基础设施实现全面覆盖，农村公共充电网络成型，其

中在农村建设的充电桩达到 1.9万个。到 2025 年底，全市电动汽车数量与充电桩总量

（包括公用、专用、自用充电桩）的车桩比达到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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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方案

3.1 需求预测

依据唐山地区“十三五”主要领域汽车保有量，采用时间序列分析、趋势外推法、

统计分析方法，不考虑后续突发政策、重大技术更新等影响因素，各类车辆仅考虑按照

市场经济发展的正常增长规模，对 2023-2025年唐山市主要领域电动汽车保有量进行预

测，规划期间唐山市主要领域电动汽车发展规模如表 3-1所示。

表 3-1 2023-2025年唐山市主要领域电动汽车发展规模

年度 2022年 12月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电动私人乘用车（辆） 55807 100221 140309 189417

电动重卡（辆） 6495 10414 19606 30505

电动城市物流配送车（辆） 2361 2600 2900 3200

电动公务用车（辆） 303 1819 2728 3334

电动出租车（辆） 2049 2341 2401 2461

电动公交车（辆） 893 1370 1780 2044

电动环卫车（辆） 95 246 680 1270

电动快递邮政车（辆） 150 234 297 339

合计（辆） 68153 119245 170701 232570

注：2023-2025年唐山地区主要公共领域电动汽车保有量数据出自《唐山市公共领域新能源车

替代工作方案》

3.2 发展策略

1、分期分批建设推进

以需求为导向，在已初步建成充电网络的基础上，按照电动汽车使用频率和区域特

点，分年度分批次科学进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全市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实

现全市城乡充电网络全覆盖。

2、推进技术开放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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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利用现阶段成熟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的基础上，应遵循基础创新、模式

创新等发展理念，预留无线充电、光伏充电等前沿技术和应用接口，应对未来充电基础

设施的建设和引入秉持开放态度，及时采用成熟新技术提升充电基础设施的使用频率。

3、集约用地、统筹推进项目建设

倡导节约用地，集约发展的理念，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充分利用现有土地，提升

土地的使用效率。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鼓励现有或建成的加油（气）站合作建设充电

基础设施。严格项目建设要求，推进充电基础设施与住宅小区配套停车场、公共停车场、

文体场馆、公园等同步建设、同步完工。

3.3 发展目标

加强区域间协同共融发展，推进唐山市充电服务网络全面覆盖，打造唐山市充电基

础设施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到 2025年，全市建立起覆盖城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充

电基础设施高效有序利用、行业实现数智化升级的全省领先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具备满

足 23.3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能力，市场推广的电动汽车数量与充电桩总量（包括公用、

专用、自用充电桩）的车桩比达到 3.3:1。

在总体规模上，到 2025年，全市公共充电桩达到 3.23万个（含专用桩 0.43万个），

全市城乡充电基础设施实现全面覆盖，农村公共充电网络成型，其中在农村建设充电桩

达到 1.9万个。本目标作为预期性指标，不做硬性要求，相关建设单位在实际建设中可

存在多建或少建的现象，可动态调整建设计划，但需满足各类用户的充电需求。

在服务半径上，到 2025年，唐山市中心城区建立 1公里找到桩，各县（市、区）

中心城区建立 3公里找到桩，农村建立 5公里找到桩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实现“好

找好用”。

在充电结构上，到 2025年，全市各县（市、区）中心城区公用充电桩快慢充比例

不低于 2:1，其他地区公用充电桩快慢充比例不低于 1:2，专用充电桩原则上全部为快充

桩，农村充电桩宜以慢充桩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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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规划布局

3.4.1 公用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原则

（1）公用充电基础设施空间布局宜按照“点、线、面、桩”四个层次开展。其中：

“点”上加强，交通枢纽、商业中心、大型综合体、旅游景点、文体设施等交通集

散点宜结合停车场资源，按照“一点一站”的原则布局；

“线”上连通，主要结合规划和现状的城市主干道（含国道、省道等）周边停车场、

加油站进行布局；

“面”上覆盖，主要按照不同区域对应的服务半径要求合理布局，满足区域的基本

充电需求，乡镇村按照“一镇、一乡一站，一村多桩”的原则布局；

“桩”上精准，合理配置站点充电桩个数及快慢充配置比例，确保充电桩数量满足

需求。

（2）优先利用现有土地，以租赁为主，提升土地的使用效率。优先选择独立占地

的社会公共停车场、桥下空间；其次为大型商业综合体、景区、公园、文体场馆等的地

面停车、加油加气站。当可建桩资源不足时，可适当考虑作为独立用地充电站建设的空

闲土地资源。

（3）公用充电基础设施选址应考虑场地产权方的建设意愿。优先选择产权明晰，

权属协调简单，便于实施的区域。

（4）公用充电基础设施选址应考虑现状与规划期内的电源条件，包括电源点位置、

线路通道、电网裕度等。

（5）公用充电基础设施选址应尽量减少对交通运输的影响，宜靠近城市道路，不

宜选在城市干道的交叉路口和交通繁忙路段附近。

（6）公用充电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时序安排应实现各区域均衡发展。优先安排充电

需求较大、建设条件成熟的公用充电基础设施项目。优先安排基础保障型公用充电基础

设施项目，确保充电普惠服务能力。

3.4.2 专用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原则

（1）公交专用充电基础设施可结合城市公交首末站、公交停车场和公交枢纽站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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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卫车专用充电基础设施可结合垃圾焚烧厂、环卫车辆集中停车场、垃圾转运

站建设。

（3）快递、邮政车专用充电基础设施可结合邮政快递转运中心建设。

（4）城市物流配送车专用充电基础设施可结合货运场站、物流中心、公共配送中心、

末端共同配送站建设。

（5）出租车专用充电基础设施可结合出租车服务中心、大型客运枢纽建设。

（6）公务车专用充电基础设施可结合国家机关单位和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建设。

（7）电动重卡围绕工业园区、矿场、港口、城市转运等短途、高频、重载场景，在

国省道干线及高速公路服务区建设专用充电基础设施，也可与重卡换电站合建。

3.4.3 自用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原则

1、严格落实新建住宅小区配建要求，新建居住社区要确保固定车位 100%建设充电

桩或预留安装条件（包括电力管沟、变压器容量、低压主干线、配电箱、表计安装位置

等条件）。预留安装条件时需将管线和桥架等供电设施建设到车位以满足直接装表接电

需要，直接建设充电桩的固定停车位比例不低于 20%。

2、对于电力容量受限的既有老旧小区，结合城市更新方案或老旧小区改造计划，

建设公共充电站。没有改造计划的既有老旧小区，电力部门根据群众报装需求数量，在

不占用现有居民用电设施和用电容量的前提下，研究新增用电线路、用电容量，确保正

常居民用电和群众充电桩报装需求互不影响。

3、综合考虑消防安全和小区内供电设备容量，居民自用充电桩应采用功率 7千瓦、

11千瓦、22千瓦交流慢充桩。

4、地下车库建设居民自用充电桩要实行严格的安全管理与监控，严格落实人防工

程要求。

3.4.4 公用充电基础设施布局方案

1、各县（市、区）中心城区、镇区、乡政府驻地布局方案：按照公用充电基础设

施布局原则进行选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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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乡镇延伸、从优先发展区域向其他区域有序延伸，分期分批布局充电站。大力推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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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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县（市、区）中心城区结合公共停车场、大型交通枢纽、会展中心、体育场馆、公建

商业配建停车场按照规划建设要求配建的公用充电桩，产权主体为充电桩建设投资单位。

各镇区和乡政府驻地至少建设 1座公用充电站。

2、各县（市、区）内农村布局方案：加快推进农村地区既有居住区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因地制宜开展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条件改造，具备安装条件的居住区可配建一定比

例的公共充电车位。2023年，对全市各县（市、区）内的特色产业村庄、红色历史村

庄、民俗文化村庄等特色保护类村庄、少量聚集提升类村庄进行公用充电桩的建设。2024

年，对全市各县（市、区）内的聚集提升类村庄进行公用充电桩的建设。2025 年对全

市各县（市、区）内剩余村庄进行公用充电桩的建设，实现全市范围内农村充电桩全覆

盖。

市域内农村，平均一个村庄建设 3-5个充电桩，宜以慢充为主，慢充功率宜为 7kW、

11kW和 22kW，结合需求和电网容量设置快充桩。结合唐山市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村庄

建设指引，全市在城镇开发边界外共有村庄 4403个（去除城郊融合类村庄和搬迁撤并

类村庄），每个村庄规划建设 3-5个充电桩。

到 2025年底，全市新建公用充电桩数量为 24235个，其中在农村新建充电桩 19191

个。新建公用充电桩数量为预期性指标，各县（市、区）在编制各自充电基础设施专项

规划时可结合实际情况对城区和农村公用充电桩数量进行适当调整，以提升公用充电桩

的利用效率，进而更好的满足电动汽车用户的出行需求。各县（市、区）规划期内各年

度新建公用充电桩建设发展目标如表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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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唐山市各县（市、区）规划期内各年度新建公用充电桩建设发展目标

区域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充电桩 充电桩 充电桩

遵化市 600（500） 680（500） 1580（1400）

迁西县 511（430） 701（500） 956（800）

迁安市 704（650） 570（450） 594（450）

玉田县 642（560） 760（600） 1010（830）

丰润区 690（610） 710（520） 940（760）

高新区 162（50） 92（50） 164（110）

开平区 294（190） 257（220） 224（190）

路南区 277（80） 117（75） 147（105）

路北区 158（90） 122（50） 117（45）

丰南区 460（400） 452（300） 1096（960）

古冶区 144（80） 116（80） 180（120）

滦州市 556（500） 590（440） 1080（900）

滦南县 560（500） 644（500） 1094（950）

乐亭县 416（350） 450（300） 1360（1200）

曹妃甸区 372（300） 150（90） 92（20）

芦台开发区 21（15） 46（40） 49（25）

汉沽管理区 22（16） 31（25） 59（35）

海港开发区 82（40） 78（40） 190（150）

国际旅游岛 18 24 24

合计 6689（5361） 6590（4780） 10956（9050）

注：括号内为各县（市、区）在农村建设充电桩数量。

3.4.5 专用充电基础设施布局方案

按照 2023年 1月 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

发布的《关于组织开展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

2023-2025年试点领域新增及更新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显著提高，其中城市公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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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环卫、邮政、快递、城市物流配送领域力争达到 80%。专用充电领域主要结合专业

公司的停车场设置，唐山地区 2023年至 2025年共需新建专用充电桩 4306个。《唐山

市公共领域新能源车替代工作方案》对主要领域新能源车辆替代牵头单位进行了明确，

由牵头单位和运营企业按照专用充电基础设施布局原则进行选址，推进专用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工作，根据各领域发展情况和各类电动车辆正常增长速度，及时推动专用充电基

础设施配套建设。

1、电动公交车：2022年底，全市共有纯电动车型 893 辆，传统车型 1151辆。目

前我市电动公交车的车桩比 4:1，参考北京和深圳车桩比为 10:1和 5:1，因现行充电桩

功率增大，本规划建议电动公交车的车桩比为 5:1。2023至 2025年，现有 1151辆传统

车型将全部替换为电动车型，可结合城市公交首末站、公交停车场和公交枢纽站建设充

电桩 230个，主要分布在各县（市、区）中心城区，逐年新增规模如表 3-3所示。

表 3-3 电动公交车和专用充电桩新增规模

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合计

电动公交车（辆） 477 410 264 1151

充电桩（个） 95 82 53 230

2、电动环卫车：2022年底，全市共有纯电动环卫车 95辆，截至 2023 年 10月，

全市共有纯电动环卫车 212辆，需配备更换环卫车辆 1175辆，即新增 1175辆电动环卫

车。综合分析电动环卫车的充电时长和续航里程，参考北京、深圳、上海的车桩比为

10:1、5:1、3:1，本规划建议电动环卫车的车桩比为 5:1。可结合环卫停车场、大型垃圾

转运站、垃圾转运站建设充电桩 235个。每座新建的垃圾转运站宜建设 1-2个充电桩，

以满足转运车辆临时补电需求，逐年新增规模如表 3-4所示。

表 3-4 电动环卫车和专用充电桩新增规模

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合计

电动环卫车（辆） 151 434 590 1175

充电桩（个） 30 87 118 235

3、电动快递、邮政车：2022年底，全市共有纯电动快递、邮政车 150辆，传统车



— 16 —

型 210辆。城市快递物流的运输距离较短，平均运输距离在 200km左右，且路线相对

较为固定，运输模式呈现出少量多次的特点，参考北京、深圳的车桩比为 10:1、3:1，

本规划建议电动快递、邮政车的车桩比为 3:1。2023至 2025年，现有的 189辆传统车

型将全部替换为电动车型，可结合大型、县级邮政快递转运中心建设充电桩 63个，逐

年新增规模如表 3-5所示。

表 3-5 电动快递邮政车辆和专用充电桩新增规模

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合计

电动快递邮政车（辆） 84 63 42 189

充电桩（个） 28 21 14 63

4、电动出租车：2022年底，全市共有电动出租车 2049辆，传统车型出租车 5402

辆。出租车无固定出行线路，单日行驶时间较长，目前无出租车专用充电桩，充电均使

用社会公用充电桩或车主自用慢充桩。结合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快提升充电基础

设施服务保障能力的实施意见》中提出的“关于市场推广的新能源汽车数量与充电桩总

量的车桩比高于 3.5:1”的要求，参考北京、深圳的车桩比为 10:1、3:1，本规划建议电

动出租车的车桩比为 4:1。2023 至 2025 年，现有的 412辆传统车型将全部替换为电动

车型，可结合出租车服务中心、大型客运枢纽建设充电桩 103 个，逐年新增规模如表

3-6所示。

表 3-6 电动出租车辆和专用充电桩新增规模

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合计

电动出租车（辆） 292 60 60 412

充电桩（个） 73 15 15 103

5、电动城市物流配送车：2022年底，全市共有纯电动 4.5吨级以下城市物流配送

车 2361辆，传统车型 108088辆。电动城市物流配送车续航里程在 200-300km，快充时

长 2-3小时，电动城市物流配送车也可在公共充电站充电。参考北京、深圳的车桩比为

10:1、5:1，本规划建议车桩比为 5:1。2023至 2025年，现有的行驶证为营运性质的 4.5

吨级以下城市物流配送传统车型中至少 839辆将替换为电动车型，可结合货运场站、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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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中心、公共配送中心、末端共同配送站建设充电桩 168个，逐年新增规模如表 3-7所

示。

表 3-7 电动城市物流配送车和专用充电桩新增规模

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合计

电动城市物流配送车（辆） 239 300 300 839

充电桩（个） 48 60 60 168

6、电动公务车：2022年底，全市共有纯电动公务用车 303辆，传统车型 7978辆。

《唐山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安装使用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工作方案》中提出电动公

务车的车桩比为 6:1，2023至 2025年，现有的 3031辆传统车型将替换为电动车型，可

结合国家机关单位和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建设充电桩 506个，逐年新增规模如表 3-8

所示。

表 3-8 电动公务车和专用充电桩新增规模

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合计

电动公务车（辆） 1516 909 606 3031

充电桩（个） 253 152 101 506

7、电动重卡：2022年底，全市电动重卡保有量 6495辆，车桩比 3.5:1，换电站 25

座。目前新能源重卡市场行情上行，销量逐步增长，参考 2023年前 6个月全国增长率

以及《唐山市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作方案》中对传统重型卡车的替换

目标，根据适度超前建设的原则，至 2025 年唐山市电动重卡共新增（含替换）24010

辆，电动重卡保有量达到 30505辆。结合我市电动重卡换电站建设计划，至 2025年底

累计建设 100座重卡换电站，并考虑到电动重卡充电为双枪同时充电，本规划建议电动

重卡车桩比 8:1，可在国省道干线、高速公路服务区、电动重卡换电站建设充电站，新

建充电桩 3001个，逐年新增规模如表 3-9所示。



— 18 —

表 3-9 电动重卡和专用充电桩新增规模

年度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合计

电动重卡（辆） 3919 9192 10899 24010

充电桩（个） 490 1149 1362 3001

3.4.6 自用充电基础设施布局方案

自用充电基础设施主要服务电动私人乘用车用户，主要结合住宅、行政办公、其他

企事业单位办公场所内停车场配建充电基础设施。鼓励充电运营企业参与用户居住地停

车位、单位内部停车位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改造。充分发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团

体组织等机构示范带头作用，结合单位公务电动汽车配备情况、职工充电需求，配建内

部充电基础设施。

按照我市电动私人乘用车年度增速预测，2025年全市共有电动私人乘用车约 19万

辆，自用桩安装比例按不低于 20%计算，预期到 2025年自用慢充电桩数不少于 38000

个（含现状）。参照唐山市发展改革委、唐山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等八部门制定的《进一

步加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实施意见》，结合唐山市国土空间规划，提出

对新建住宅停车库，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桩布线条件（电源线的沟槽、套管或桥架等）

按照停车位 100%预留，充电桩电表箱、用电容量按唐山市中心城区不低于 15%，其他

区域不低于 10%的比例预留。

老旧小区改造时应结合实际情况预留充电桩安装条件，原则上按不少于总规划停车

位数 10%的比例配建充电桩；新建办公类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库），应全部具备充电

桩安装条件，建成充电桩的停车位比例不低于 20%；现有办公类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

（库），建成充电桩的停车位比例不低于 20%。鼓励和推进用车个人在私人停车位、长

期租赁停车位建设自用充电桩，在车位空闲时，鼓励有条件的自用充电桩积极对小区内

业主开放，私桩共用。

后续如出台居住小区充电基础设施相关政策规定，居住小区内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与

管理工作按新政策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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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重点任务

1、优化完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布局

（一）建设结构完善的城市充电网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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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有序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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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区和商业中心、

工业中心、休闲中心等城市专用和公共区域因地制宜布局建设快慢结合的公共充电基础

设施。

（二）建设有效覆盖的农村地区充电网络。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结合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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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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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乡村振

兴等重点村庄规划布局充电网络，优先推动在乡镇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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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景区停

车场地条件，布局停车场快速充电桩，结合智慧化管理，优化旅游大巴与私家车的充电

位布置，打造旅游线路充电基础设施全覆盖的绿色旅游充电网络，解决景区一桩难求的

问题。综合考虑地形、客流等因素，点状布局乡村民宿、农家乐等分散农旅场景的充电

基础设施，满足车主自驾出行补电需求。

（三）推动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优化加密高速服务区的充电基础设

施，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位数量在 50个及以上的，公用快充桩建成数不低于 10个；在

50 个以下的，公用快充桩建成数不低于停车位数量的 10%。充电桩单枪功率不低于

40kW，双枪功率不低于 80kW。普通国省道主要利用停车场、公路景观台、养护工班

和治超站等既有公路服务场所存量土地资源和停车位建设或改造充电基础设施。

（四）促进重点领域专用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统筹全市公交、城市物流配送、环卫、

快递邮政、公务车、重卡运输重点领域专用充电场站资源，推动将充电基础设施与场站

同步规划建设。遴选符合条件的专用场站，挖掘场站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空间。支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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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有场站建设专用充电基础设施，适当简化配套电网建设改造项目审批手续，鼓励

具备条件的充电场站向社会开放。针对主要进城高速出入口、长途客运站、物流园区、

客运和货运集散地等专用车辆运行和停放热点区域，建设大功率快充桩和专用车位，鼓

励物流企业实行“自有场站为主，社会公用为辅”的充电模式。

2、多措并举推进居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一）落实新建居住区和其他建筑配建要求。明确各利益相关方的权利和责任，优

化居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流程。对于新建小区，严格按照《河北省新建住宅小区供配

电设施建设管理标准》（DB13（J）/T8463-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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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项目完工时，对不满足充电基础设施配建要求的新建住宅，不得办理验收手续，严肃查

处房地产开发企业未按照规定配建充电基础设施的行为，切实保障用户直接装表接电需

要。

（二）推进既有居住社区改造建设。对于存量小区具备条件的固定车位，按照“应

装尽装”的原则加快弥补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对于老旧小区，将补建停车位及充电桩纳

入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完善类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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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鼓励加大老旧社区电力容量预留。鼓励小区电力设施扩容，出台相应指导政

策，明确电力设施扩容中各方的责任和操作方法，有针对性地对电力企业、社区管理者

予以相应指导；落实最新电价政策，引导用户有序充电，减少充电桩接入对电网的压力。

鼓励在小区公共区域及周边场所，按照一定比例配建直流快充公共充电桩。电力容量扩

容难以实现的老旧社区，引导社区推广“临近车位共享”“社区分时共享”“多车一桩”

等共享模式，鼓励具备有序充电控制功能的智能充电桩建设。

3、加强科技创新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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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广智能有序充电等新模式。提升新建充电基础设施智能化水平，将智能有

序充电纳入充电基础设施和新能源汽车产品功能范围。鼓励开展电动汽车与电网双向互

动（V2G）、光储充协同控制等关键技术研究，探索在充电桩利用率较低的农村地区，

建设提供光伏发电、储能、充电一体化的充电基础设施。落实峰谷分时电价政策，鼓励

用户低谷时段充电。

（二）逐步提高智能有序充电桩建设比例。在小区用电负荷过大时，通过有序桩按

照主站控制策略调整充电时序或自动降低输出功率，优先保证居民正常生活用电，降低

车主充电成本，节约等待时间；适时开展智能有序充电“示范小区”、“示范单位”建

设，实现对电网负荷曲线进行削峰填谷减小负荷曲线方差，减少发电装机容量建设，保

证电动汽车与电网协调互动发展。实现网、桩、车智能融合发展。

（三）引导能源与充电网协同发展。开辟绿色通道，鼓励构建充电网为主体的光储

充放微电网系统。鼓励市场主体积极推广光储充放一体化模式和直流微网方案，实现用

户侧的经济用电和就地消纳分布式清洁能。鼓励梯次电池参与的光储充放示范项目落地，

并建立网络完善、规范有序、循环高效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和处理体系，引领行业发展。

优化分布式储能、光伏、风电和汽车群组放电并网的技术条件；推广直流微电网，大幅

提高绿色能源利用和转换效率；开展充电基础设施绿色认证；鼓励分布式储能直流接入

和直流微网直接消纳，节能降耗，提高电网柔性。

（四）促进车、桩、位信息数据共享。加快充电基础设施监管平台与新能源汽车监

测数据平台、停车场运营管理平台数据融合，构建车、桩、位一体化监管体系，建设市

级交通领域数字化充电网统一监管平台。市级智慧充电网监管平台与充电网建设布局同

步进行，提高信息化监管水平，建立新能源汽车相关数据共享机制，明确新能源汽车、

充电桩和停车位数据共享的技术接口标准，探索与出行平台订单等互联互通。制定充电

数据安全保障制度，构建统一的车、桩、位身份认证和安全信任体系，确保充电数据收

集、传输和利用过程中的数据安全，加强全生命周期的信息数据安全管理。

（五）促进充电服务网络与智慧城市融合发展。推动电动汽车与气象、可再生能源

电力预测预报系统的信息共享与融合，统筹电动汽车能源利用与风电光伏协同调度，提

升可再生能源应用比例。鼓励“光储充放”（分布式光伏—储能系统充放电）多功能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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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体站建设。将充电基础设施作为未来城市能源互联网、车联网等重要入口，促进充

电基础设施与智慧交通、智慧城市深度融合，探索扩展增值服务。

4、加强配套供电服务保障

（一）加强充电基础设施配套电网建设与改造。供电部门做好电力报装、配套电网

工程建设工作，加大配套电网建设投入力度，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留足电力容量，满足

充电基础设施负荷要求，确保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过程的用电安全，切实做到“设

施建设、电网先行”。同时，运营企业要与供电公司建立协同联动机制，确保电网电量

足量供给，确保充电基础设施正常运行。现有小区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充电负荷需

求，对小区电力设施扩容，同时综合运用“光储充”、负荷控制等技术，保障小区内充

电桩用电有序供应。积极推动公共充电站内双向充放电能力的充电桩的运用，响应电网

削峰填谷，提高电网运行效率。

（二）完善电力供电服务。统筹考虑乡村级充电网络建设和输配电网发展，加大用

地保障等支持力度，开展配套电网建设改造，增强农村电网的支撑保障能力。充分考虑

大功率充电对配电网的影响，在配电网规划中充分考虑充电负荷发展要求，支撑充电桩

无障碍并网。强化配电网运维，实施充电桩供电异常监控，开展供电设备主动抢修和检

修，大力推广不停电检修作业，确保安全可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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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障措施

4.1 加强规划引领

落实唐山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规划中建设的要求，各县（市、区）按照唐山市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规划和唐山市下达的年度发展计划，编制本地区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专项规划，推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与本地区电力、交通等规划一体衔接。加

强公共充电桩和专用充电桩布局，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

4.2 加大政策支持

支持符合条件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范围，积极争取

中央、省奖补资金，各县（市、区）政府可通过资金补助配套、优先划拨建设场所等方

式，重点用于支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各县（市、区）要将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内容

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充电基础设施一般结合停车场、固定车位设置，独立占地的集中式

充电站用地按照加油加气站用地供应模式，可为自有或租赁商业用地。落实峰谷分时电

价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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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简化建设审批手续

各居住区、单位停车场（位）和个人停车库（位）安装充电基础设施的，无需办理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手续，应办理用电安全相关手续。公

共停车场同步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无需单独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手续，应

办理用电安全相关手续。“新建单独占地的集中式充电站，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应予

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手续，无建筑物的无需办理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电力接入有关要求，按照国网有关政策规定执行，在

办电过程中减环节、压实线、提效率，保障各类充电桩的高效便捷投入，确保充电基础

设施建得了、接得上、用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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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强化宣传引导

各有关部门、电动汽车及充电基础设施行业相关企业以及新闻媒体等要加大电动汽

车及充电基础设施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发展电动汽车及充

电基础设施的重要意义先进技术及发展趋势，引导群众增强对电动汽车的认同感，促进

社会各方关心、支持、参与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的强大合力，促

进充电基础设施又好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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