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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2023年7月，海南省印发了《海南省新能源汽车推广中长期行动方案（2023-

2030年）》，为所有类型的车辆（重型货车除外）设定了逐步实现新销量100%为新
能源汽车的时间表。如果该《行动方案》中所设定的新能源汽车推广目标能够顺利

实现，那么2030年海南省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55万辆，是其2023年电动汽
车保有量的五倍。海南省要实现如此快速的汽车电动化转型，及时地规划和建设一

套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服务网络至关重要。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对海南省截至2023年底的电动汽车推广及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现状进行了评估，并基于海南省所设定的新能源汽车推广目标对2030年海南
省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和充电基础设施需求进行了预测。图ES1给出了2030年海南省
分市县的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结果，并展示了每个市县截至2023年底已经建成
的充电桩数量与2030年需要建成的充电桩数量之间的差距。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本研究所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 

海南省是中国汽车电动化转型的引领者之一。从保有量看，截至2023年底，海
南省的电动汽车保有量达到29.3万辆，是其2019年保有量的近九倍。2023年，电
动汽车在海南省汽车保有量中的占比高达15%，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在中国所有
省级行政区中仅次于上海位居第二。从新销量看，2023年，海南省共销售了18.9万
辆电动汽车，占海南省2023年新车总销量的49%，这一电动汽车渗透率在中国所有
省级行政区中排名第一，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此外，海南省还是全国第一个也是

唯一一个提出逐步淘汰燃油车的官方目标的省份，基于海南省最新发布的《海南省

新能源汽车推广中长期行动方案（2023-2030年）》，到2030年，海南省所有新销
售的车辆（重型货车除外）都将是新能源汽车。

海南省在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经取得良好成果。过去

五年间，海南省在加速电动汽车推广的同时也在积极加速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海

南省的充电桩保有量从2019年底的1.6万根迅速增长至2023年底的11万根，其中包

图ES1  2030年海南省分市县的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结果及各市县2023年保有量与2030年需求量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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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7.2万根家用充电桩和3.8万根公共充电桩。截至2023年底，海南省公共充电桩的
总装机功率已经达到1400兆瓦，海南省公共充电桩总装机功率与电动汽车保有量
之比–即车功率比的倒数–达到4.9千瓦/车。海口和三亚两座领先城市已经建立起分
布广泛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服务网络，截至2023年底，海口和三亚分别有67%和
35%的区域已经可以在20分钟之内找到公共充电桩。

在雄心勃勃的汽车电动化转型目标的引领下，海南省的电动汽车保有量预计将

保持快速增长。基于《海南省新能源汽车推广中长期行动方案（2023-2030年）》所
设定的目标，海南省的电动汽车保有量预计将延续过去五年间的增长态势，从2023
年的29.3万辆快速增长至2025年的50万辆，到2030年进一步增长至155万辆。电
动汽车在海南省汽车保有量中的占比也将从2023年的15%上升至2025年的21%，并在
2030年达到45%。海口和三亚两座城市将继续引领海南省的汽车电动化转型，到
2030年，海口和三亚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将分别占到全省电动汽车总保有量的60%
和19%。从车辆类型上看，私家车和轻型货车预计仍将是海南省未来几年电动汽车
新销量的主体，到2030年，这两类车辆类型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将分别占到全省电动
汽车总保有量的81%和10%。

在电动汽车保有量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海南省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预计将大幅增加。本研究的建模分析结果显示，要实现海南省雄心勃勃的电动汽车

推广目标，海南省的充电桩保有量需要从2023年的11万根增长至2025年的25.6
万根，到2030年达到75万根，包括66.2万根家用充电桩和8.9万根公共充电桩。
海南省的所有市县都需要在2024-2030年间大幅增加其充电基础设施的保有量。
其中，海口和三亚这两座城市的缺口最大，到2030年，海口和三亚分别需要在其
2023年充电桩保有量的基础上再增加40.7万根和10.7万根充电桩，即分别在2023
年的基础上增长794%和773%。 



iii ICCT 研究报告  |  赋能汽车电动化转型：海南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现状评估及2030年需求预测

章节目录
执行摘要 .............................................................................................................. i

图表目录  ........................................................................................................... iv

研究背景  ............................................................................................................. 1

现状评估  ........................................................................................................... 3

电动汽车推广现状  ......................................................................................... 3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 8

未来需求预测  ...................................................................................................13

需求预测方法论  ...........................................................................................13

需求预测结果  ...............................................................................................17

结论  ................................................................................................................24

参考资料 ..........................................................................................................25

附录 ..................................................................................................................26



iv ICCT 研究报告  |  赋能汽车电动化转型：海南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现状评估及2030年需求预测

图表目录
图1. 2023年中国各省级行政区（港澳台除外）的电动汽车年销量及新车销量中电动汽车的占比 .........1

图2. 2019-2023年海南省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及电动汽车在海南省汽车保有量中的占比  .....................3

图3. 2019-2023年海南省分市县（上图）和分车辆类型（下图）的电动汽车保有量构成特征.............. 4

图4. 截至2023年底中国、海南省、以及海南各市县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占比 ............................................5

图5. 2019-2023年海南省主要类型的车辆分燃料类型的保有量构成特征 ..............................................5

图6. 海南省分车辆类型的电动汽车平均日均行驶里程 ................................................................................ 6

图7. 海南省分车辆类型的纯电动汽车平均百公里电耗 ................................................................................ 6

图8. 2023年9月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活动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分布特征 ..........................................7

图9. 2023年9月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活动的起始SOC和结束SOC的分布特征 ....................................7

图10. 2019-2023年海南省的充电桩保有量（左图）、充电站保有量（中图）和换电站保有量（右图）....8

图11. 截至2023年底海南省分市县的充电站保有量（左图）和公共充电桩保有量（右图） ................... 9

图12. 海南省分市县的公共充电桩技术构成特征  ......................................................................................... 9

图13. 截至2023年底海南省、海口市和三亚市开车5分钟和20分钟之内能够找到公共充电桩的区域 ..10

图14. 截至2023年底海南省分交直流的公共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分布特征  ......................................... 11

图15. 2023年海南省分实现的公共充电桩平均时间利用率 ....................................................................... 12

图16. EV CHARGE模型用于评估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需求的方法论 .............................................. 13

图17. 2019-2023年海南省的电动汽车保有量、汽车保有量中电动汽车的占比以及2024-2030年的

预测值 .................................................................................................................................................................. 17

图18. 2019-2023年海南省分市县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及2024–2030年的预测值 ...................................18

图19. 2019-2030年海南省分车辆类型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及2024–2030年的预测值 ...................... 18

图20. 2025和2030年海南省分充电桩类型的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结果 .......................................... 19

图21. 2025和2030年海南省分交流和直流的公共充电桩保有量预测结果 ........................................... 19

图22. 2030年海南省分市县的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结果及各市县2023年保有量与2030年需求量

之间的差距 .........................................................................................................................................................20

图23. 2025和2030年海南省分充电桩类型的充电基础设施装机功率需求预测结果 ........................20

图24. 2025和2030年海南省分交流和直流的公共充电桩装机功率预测结果 ..................................... 21

图25. 2030年海南省分市县的充电基础设施总装机功率预测结果及各市县2023年总装机功率与

2030年需求量之间的差距 .............................................................................................................................. 21

图26. 2024-2030年海南省分充电桩类型的充电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预测结果 .......................................22



1 ICCT 研究报告  |  赋能汽车电动化转型：海南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现状评估及2030年需求预测

研究背景 
作为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提出逐步淘汰燃油车的官方目标的省份，海南省

自2019年起一直是中国汽车电动化转型的引领者之一（海南省人民政府，2019）。
如图1所示，海南省在2023年共销售了18.9万辆电动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和插电
式混合动力汽车–占海南省2023年新车总销量的49%，这一电动汽车渗透率在中国
所有省级行政区中排名第一，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CATARC，2024）。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2023年7月，海南省印发了《海南省新能源汽车推广中长期行动方案（2023-
2030年）》，进一步加速汽车电动化转型（海南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联席会
议办公室，2023）。如表1所示，海南省将所有道路车辆分成了11个类型，对于重型货
车之外的其他10个类型的车辆，该《行动方案》都设定了逐步实现新销量100%为新
能源汽车（包括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的时间表。基于海南省的官方预测，如果

该《行动方案》中所设定的新能源汽车推广目标能够顺利实现，那么2030年海南省
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将达到155万辆，是其2023年电动汽车保有量的五倍（海南省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2023）。

图1  2023年中国各省级行政区（港澳台除外）的电动汽车年销量及新车销量中电动汽车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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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海南省2023年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及2025和2030年的销量占比目标

车辆类型 2023年新能源汽车
实际销量占比（%）

2025年新能源汽车
销量占比目标（%）

2030年新能源汽车
销量占比目标（%）

乘用车

私家车 49 60 100

公务车 100 100 100

出租车 100 100 100

网约车 100 100 100

租赁车 67 100 100

客车

公交车 100 100 100

旅游客车 74 50 100

城际客车 90 50 100

货车

环卫车 8.7 60 100

轻型货车（< 4.5 吨） 38 100 100

重型货车（≥ 4.5吨） 22 N/A N/A

海南省要实现如此快速的汽车电动化转型，及时地规划和建设一套完善的充

电基础设施服务网络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对海南省截至2023年底的电动
汽车推广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现状进行了评估，并基于海南省所设定的新能源汽车

推广目标对2030年海南省分城市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和充电基础设施需求进行了预
测。本报告是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ICCT）、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和中国汽
车技术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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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评估 
本章评估了海南省截至2023年底在电动汽车推广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所

取得的进展。在评估电动汽车推广方面的进展时，我们关注的主要技术指标包括电

动汽车的保有量、日均行驶里程、能效，以及海南省电动汽车车主的充电特征，这些

技术指标对电动汽车总能耗及充电基础设施需求的测算都会产生直接且显著的影响

（ICCT，n.d.）；在评估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进展时，我们关注的主要技术指标
包括充电桩的数量、覆盖范围、功率和利用率，这些技术指标共同决定了电动汽车

车主充电的便利程度（崔洪阳等，2024）。本研究在分析以上与电动汽车和充电基
础设施相关的技术指标时所用到的所有数据–包括电动汽车保有量、电动汽车使用
特征、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充电基础设施使用特征等–均由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
进中心负责整理和处理（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2024）。

电动汽车推广现状 
2019年，海南省成为中国第一个提出逐步淘汰燃油车的官方目标的省份，自此

以来，海南省的电动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海南省人民政府，2019）。如图2所示，
截至2023年底，海南省的电动汽车保有量达到29.3万辆，是2019年保有量的近九
倍。电动汽车在海南省汽车保有量中的占比也从2019年的2.4%快速增长至2023年
的15%，是2023年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在中国所有省级行政区中也仅次于上海位
居第二。

图2  2019-2023年海南省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及电动汽车在海南省汽车保有量中的占比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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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给出了2019-2023年海南省分市县（上图）和分车辆类型（下图）的电动汽
车保有量构成特征。可以看到，虽然其他城市的占比在过去五年中稳步上升，但海南

省的电动汽车保有量一直都显著集中在海口和三亚两个领先城市。截至2023年底，
海口和三亚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分别占海南省电动汽车总保有量的61%和20%，排名
第3-6位的市县分别是儋州（3.3%）、琼海（3.3%）、东方（2.5%）和陵水（2.1%）。
从车辆类型来看，海南省的电动汽车保有量以私家车、网约车和轻型货车为主，这三

类车辆分别占2023年海南省电动汽车保有量的74%、15%和6.6%，之后是出租车
和公交车，占比分别为1.7%和1.3%。

图3  2019-2023年海南省分市县（上图）和分车辆类型（下图）的电动汽车保有量构成特征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图4和图5给出了海南省不同市县和不同类型的车辆在汽车电动化转型方面所
取得的进展。截至2023年底，东方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占比达到了21%，在全省所有
市县中位居榜首，紧随其后是三亚（19%）、陵水（19%）和海口（15%）；其他14个市
县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占比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15%）。从车辆类型来看，截至2023
年底，海南省网约车、公交车和出租车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占比分别达到90%、84%
和73%，这三类车辆都非常有希望在2030年之前实现100%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占
比；私家车和轻型货车的保有量比前三类车辆要大得多，二者截至2023年底的电动
汽车保有量占比分别为14%和11%；重型货车是海南省目前电动化转型最慢的车辆
类型，截至2023年底，其电动汽车保有量占比仅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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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截至2023年底中国、海南省、以及海南各市县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占比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图5  2019-2023年海南省主要类型的车辆分燃料类型的保有量构成特征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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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和图7给出了基于2023年海南省电动汽车的实际使用特征（海南省新能源
汽车促进中心，2024）测算得到的海南省分车辆类型的电动汽车平均日均行驶里程
和纯电动汽车平均百公里电耗。总体而言，用作商业用途的电动汽车的日均行驶里

程相对较高，尤其是出租车/网约车（261公里）、城际客车（213公里）、公交车（179
公里）和旅游客车（172公里）。作为海南省电动汽车车队的主体，私家车的日均行驶
里程平均为50公里。而在纯电动汽车的百公里电耗方面，乘用车最低，为16千瓦时/
百公里，之后依次是轻型货车（32千瓦时/百公里）、客车（58千瓦时/百公里）和重
型货车（120千瓦时/百公里）。

图6  海南省分车辆类型的电动汽车平均日均行驶里程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图7  海南省分车辆类型的纯电动汽车平均百公里电耗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本研究以随机抽取的、占海南省电动汽车保有量的5%的电动汽车为样本，基于
2023年9月的数据，分析了海南省电动汽车车主的充电偏好特征（海南省新能源汽
车促进中心，2024）。如图8所示，海南省电动汽车的充电起始时间显著集中在凌晨
0点至1点之间，这主要是由海南所实施的峰谷分时电价机制导致的，基于海南省的
峰谷分时电价机制，凌晨0点是从峰段过渡到谷段的临界点，海南省的居民用电和
工商业用电电价在凌晨0点的下降幅度超过70%。图9展示了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
活动的起始电量状态（SOC）和结束SOC的分布特征，可以看到，90%以上的充电
活动都是在车辆SOC不足50%时才开始的，有接近50%的充电活动甚至是在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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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20%时才开始的。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活动的结束时间相对比较集中，约91%
的充电活动是在SOC高于90%之后才结束的。

图8  2023年9月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活动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分布特征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图9  2023年9月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活动的起始SOC和结束SOC的分布特征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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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过去五年间，海南省在加速电动汽车推广的同时也在积极加速充电基础设施的

建设。如图10所示，海南省的充电桩保有量从2019年底的1.6万根迅速增长至2023
年底的11万根，其中包括7.2万根家用充电桩和3.8万根公共充电桩。基于海南省家
用充电桩的保有量和电动私家车的保有量，可以估算出截至2023年底海南省约有
30%的电动私家车主有条件使用家用充电桩进行充电。本研究在进行充电桩数量的
统计时，统计的是充电站内能够在同一时间为电动汽车提供服务的充电枪的数量。

对于中国来说，本研究中所统计的充电桩的数量就等于充电枪的数量；而对于欧美

来说，由于多种充电标准共存，因此充电桩的数量并不一定等于充电枪的数量（崔洪

阳等，2024）。

海南省截至2023年底所建成的3.8万个公共充电桩分布在3200座公共充电
站，而在2019年时，海南省的公共充电站数量仅为625座。在传统的充电桩的基础
上，海南省还积极推广换电等替代性的补能解决方案。2019年时，海南省仅有6座
换电站，而到2023年底时，海南省的换电站保有量已经达到63座，包括服务私家
车、出租车以及重型货车的换电站。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图11给出了截至2023年底海南省分市县的充电站保有量（左图）和公共充电桩
保有量（右图）。可以看到，无论是从充电站数量的角度还是从充电桩数量的角度分

析，海南省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都显著集中在海口和三亚两个领先城市。海南省截

至2023年底所建成的3200座充电站中，33%位于海口，13%位于三亚；海南省截至
2023年底已建成的2.6万根公共充电桩中，1.6万根位于海口，7000根位于三亚，分
别占海南省公共充电桩总保有量的43%和19%。与海口和三亚相比，海南省其他市
县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进展相对有限。

图10  2019-2023年海南省的充电桩保有量（左图）、充电站保有量（中图）和换电站保有量（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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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截至2023年底海南省分市县的充电站保有量（左图）和公共充电桩保有量（右图）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图12给出了海南省全省及分市县的公共充电桩技术构成特征–即直流充电桩和
交流充电桩的相对占比。直流充电桩通常装机功率–为电动汽车充电时可以输出的
最大功率–更大，因此可以以更快的速度为电动汽车补充电能。如图12所示，截至
2023年底，海南省的公共充电桩以直流充电桩为主，占比为60%；不同市县的直流
充电桩占比差异较大，在38%（保亭）到69%（乐东）之间不等。在海南省公共充电
桩数量最多的两个城市–海口和三亚–直流充电桩在公共充电桩中的占比分别为59%
和67%。

图12  海南省分市县的公共充电桩技术构成特征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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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衡量一个区域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可得性时，不仅要看这个区域内公共充电

桩的数量，还要看这些公共充电桩的覆盖范围–即这些公共充电桩在地域上是如何
分布的。本研究采用了ICCT近期提出的一项新的量化指标–找桩时长–来评估海南
省公共充电桩的覆盖范围（崔洪阳等，2024）。找桩时长的定义是电动汽车车主从
一个位置出发开车找到一个公共充电桩所需的最短时间。图13对海南省以及海口和
三亚两个领先城市进行了找桩时长的分析，图中黄色的部分是指截至2023年底开
车5分钟之内能够找到公共充电桩的区域，紫色的部分是指开车20分钟之内能够找
到公共充电桩的区域。

可以看到，截至2023年底，海南省有7.4%的区域已经可以在5分钟之内找到公
共充电桩，有34%的区域可以在20分钟内找到公共充电桩。在海口和三亚，分别有
21%和12%的区域已经实现5分钟找桩时长，67%和35%的区域已经实现20分钟找
桩时长。整体来看，海口在公共充电桩的覆盖范围方面的表现已经与上海、北京、成

都等国内领先城市相当（崔洪阳等，2024）。尽管如此，从图13中也可以看到，海口
的公共充电桩仍主要集中在市区，郊区和农村地区的公共充电桩覆盖率相对市区要

低得多。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图13  截至2023年底海南省、海口市和三亚市开车5分钟和20分钟之内能够找到公共充电桩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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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保有量和覆盖范围，公共充电桩的功率也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充

电速率，是车主充电体验的关键一环。截至2023年底，海南省公共充电桩的总装机
功率已经达到1400兆瓦，其中41%在海口，21%在三亚，海南省公共充电桩总装机
功率与电动汽车保有量之比–即车功率比的倒数–为4.9千瓦/车。图14给出了截至
2023年底海南省所有公共充电桩（上图）、交流公共充电桩（中图）和直流公共充
电桩（下图）的最大输出功率分布特征。可以看到，海南的公共充电桩以最大输出功

率为7kW的交流充电桩和最大输出功率为60kW的直流充电桩为主，截至2023年
底，这两类充电桩在海南省公共充电桩保有量中的占比分别为39%和24%。海南省
的交流公共充电桩中，97%都是7千瓦的桩；海南省的直流公共充电桩中，最大输出
功率为60千瓦、80千瓦、40千瓦的桩是主流，分别占海南省直流公共充电桩保有
量的41%、7.8%和2.5%。 

图14  截至2023年底海南省分交直流的公共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分布特征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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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率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中的充电桩利用率是指平均时间

利用率，即分析周期内充电桩与电动汽车保持链接的时长与这个分析周期的总时长

的比值。如图15所示，2023年海南省公共充电桩的平均时间利用率在为8.8%。在海
南省的所有市县中，三亚以10%的平均时间利用率排名第一，其次是海口（9.5%）、
定安（9.0%）和乐东（8.9%）。有研究指出，当充电桩的平均时间利用率达到15%时充
电站才能实现盈亏平衡（Sperka，2022），这表明海南省在公共充电桩利用率方面
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可以考虑通过数据驱动的科学规划和布局来更精准地匹配充

电站的位置和电动汽车车主的充电需求，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共充电桩的利用率。

图15  2023年海南省分实现的公共充电桩平均时间利用率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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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需求预测 
本章预测了海南省为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汽车电动化转型目标需要在2030年建

成的充电基础设施的规模。接下来的两节分别介绍了本研究用于量化评估海南省各

市县充电基础设施需求的方法论，以及基于该方法论所得到的海南省分市县的充电

基础设施需求量化评估结果，包括预期需求与发展现状之间的差距。

需求预测方法论
本研究采用ICCT开发的EV CHARGE模型对海南省的充电基础设施需求进行

评估（ICCT，n.d.）。图17展示了该模型在对目标区域内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需
求进行预测时所采用的逻辑方法和具体步骤。可以看到，EV CHARGE模型内含三
套平行的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方法–分别是能量法、车辆保有量法、和密度法–分
别适用于不同的车辆类型和不同的充电桩类型。能量法是基于电动汽车的能量需求

来计算所需的充电桩数量，而能量需求是由电动汽车的保有量、日均行驶里程、百

公里电耗等参数共同决定的；车辆保有量法是基于电动汽车的保有量和特定的车桩

比假设（例如每辆有条件使用家用充电桩进行充电的电动私家车对应一根家用充电

桩）来计算所需的充电桩数量；密度法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人口密度法和道路密度

法，人口密度法在计算充电基础设施需求时是用人口数量乘以模型假设的基于人口

的最低充电桩密度（例如每1000人至少建设15个直流公共充电桩），而道路密度法
在计算充电基础设施需求时则是用道路长度乘以模型假设的基于道路长度的最低

充电桩密度（例如高速公路每60公里至少有一个充电站，每个充电站至少包括5个
直流充电桩）。

图16  EV CHARGE 模型用于评估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需求的方法论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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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进行需求预测建模分析时所采用的基准年是2023年，目标年是2025
年和2030年。所考虑的充电桩类型从技术上分为交流充电桩和直流充电桩，从充
电地点上分为家用充电桩和公共充电桩，公共充电桩又被进一步细分为场站充电

桩、工作场所充电桩、路边公用充电桩、目的地公用充电桩、和公路沿线公用充电桩

（ICCT，n.d.）。其中，场站充电桩通常位于商用车队运营商的场站内的停车位，主
要供其商用车队自用；工作场所充电桩位于工作场所的停车位，主要供开车通勤的

员工使用；路边公用充电桩位于居民住宅区附近的路边停车位，主要供没有条件使

用家用充电桩进行充电的车主使用；公路沿线公用充电桩位于高速公路沿线，主要

用于长途行驶的车主进行沿途补电；目的地公用充电桩位于居民住宅区和高速公路

沿线的其他公共场所–如购物中心、公园、医院、体育场的停车场等。本研究在对海
南省未来的充电基础设施需求进行建模分析时，假设所有交流充电桩的功率都是7
千瓦，对于直流充电桩，我们基于具体的使用场景考虑了7类典型的功率等级，包括
30千瓦、60千瓦、120千瓦、150千瓦、240千瓦、360千瓦和480千瓦。考虑到换电
技术尚未在海南省内广泛使用，本研究在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建模时未将换电技

术纳入考量。

本研究在评估海南省电动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需求时，将表1中所列出的海南
已经设定了100%新能源汽车销售占比目标的10类车辆类型–包括五类乘用车（私家
车、公务车、出租车、网约车和租赁车）、轻型货车、公交车、旅游客车、城际客车以

及环卫车–全部纳入考量。重型货车是唯一没有被纳入考量的车辆类型，因为海南省
尚未对重型货车设定清晰的电动化目标。表2列出了本研究在使用EVaCHARGE模
型评估乘用车和轻型货车对于不同类型的充电桩的需求时所采用的需求预测方法。

对于公交车、客车和环卫车，本研究采用的是车辆保有量法。

表2  本研究在评估乘用车和轻型货车对于不同类型的充电桩的需求时所采用的需求预测方法

充电桩类型
采用的需求预测方法

能量法 车辆保有量法 密度法

家用充电桩

公共充电桩

场站充电桩

工作场所充电桩

路边公用充电桩

目的地公用充电桩

公路沿线公用充电桩

本研究采用六个步骤将EVaCHARGE模型中三套平行的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预
测方法–即能量法、车辆保有量法、密度法–结合起来分析海南省乘用车和轻型货车
对不同类型充电桩的需求。下面我们以电动汽车保有量最大的私家轿车为例来具体

说明这六个步骤。关于本研究建模分析时所采用的模型假设的更多细节将在后文中

详细介绍。 

 » 首先，我们基于表1中列出的海南省所提出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目标对海南省
2024-2030年电动私家车的保有量进行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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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步，我们基于车辆的动力系统类型、是否有条件使用家用充电桩进行充电、

电动汽车是否用于通勤、是否有条件使用工作场所充电桩进行充电等因素将每

个城市的电动私家车保有量划分为不同的用户组别，如表3所示。

 » 第三步，对于每一个用户组别，我们都基于电动汽车保有量、年均行驶里程、年

均行驶里程中电动里程的占比、车辆百公里电耗等参数计算出每年的总能量需

求，然后将总能量需求分配到不同类型的充电桩（包括家用充电桩及表2中所
列出的各类公共充电桩）。不同类型充电桩的能量需求分配系数采用的是EV 
CHARGE模型中的缺省值，这套缺省值是基于全球范围内所开展的一系列电动
汽车用户调查得到的。

 » 第四步，我们基于充电桩的平均年度利用时间（单位是小时）将工作场所充电桩、

路边公用充电桩和目的地公用充电桩的总能量需求（单位为千瓦时）转换为总功

率需求（单位为千瓦）。充电桩的年度利用时间是基于所假设的充电桩平均时间

利用率计算得到的。

 » 第五步，我们基于总功率需求和所假设的充电桩功率构成特征，计算得到每一类

充电桩的数量。2024-2030年间不同各类型充电桩的功率构成特征是以上一
章所介绍的海南省2023年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现状为基础，综合考虑了2023-
2030年间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功率相对更高的充电桩的占比逐渐提升的特点
之后得到的。

 » 最后，我们基于每辆具备使用家用充电桩进行充电的电动私家车配备一个家用

充电桩的车桩比假设计算得到每一个用户组别所需的家用充电桩数量；我们还

基于高速公路的充电桩密度将逐渐提升至2030年的每50公里（单侧）配备20
个直流充电桩的假设计算得到每一个用户组别所需的公路沿线公用充电桩的数

量。然后我们将以上所有类型的充电桩数量加总起来，就得到了海南省每一个

城市的电动私家车在2024-2030年间所需要的充电桩总数。以上六个步骤也
同样适用于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其他各类乘用车和轻型货车。

表3  本研究中的电动私家轿车用户群体分类

用户组别ID 车辆的动力
系统类型

是否有条件使用
家用充电桩
进行充电

电动汽车是
否用于通勤

是否有条件使用
工作场所充电桩
进行充电

PC_BEV_home_commuter_work 纯电 是 是 是

PC_BEV_home_commuter_nowork 纯电 是 是 否

PC_BEV_home_nocommuter 纯电 是 否

PC_BEV_nohome_commuter_work 纯电 否 是 是

PC_BEV_nohome_commuter_nowork 纯电 否 是 否

PC_BEV_nohome_nocommuter_work 纯电 否 否

PC_PHEV_home_commuter_work 插混 是 是 是

PC_PHEV_home_commuter_nowork 插混 是 是 否

PC_PHEV_home_nocommuter 插混 是 否

PC_PHEV_nohome_commuter_work 插混 否 是 是

PC_PHEV_nohome_commuter_nowork 插混 否 是 否

PC_PHEV_nohome_nocommuter_work 插混 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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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四类重型商用车–包括公交车、旅游客车、城际客车、环卫车–本研究均采
用车辆保有量法来测算2024-2030年间所需的充电桩数量。对于每一类车辆类
型，我们都用电动汽车的保有量乘以所假设的每辆电动汽车对应的标准充电桩数

量。在本研究中，标准充电桩指的是最大输出功率为60千瓦的直流充电桩。基于海
南省新能源汽车促进中心对海南省公交车、客车和环卫车的主要车队运营商的调研

和采访，本研究在进行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建模时假设每辆电动公交车、电动客

车和电动环卫车对应的标准充电桩数量分别为4根、3根和1根。

基于海南省所提出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目标（表1），海南省的电动汽车保有
量将从2023年的29.3万辆大幅增长至2030年的155万辆，在这种情况下，海南省
的充电基础设施规模毫无疑问需要在未来几年中快速增长。基于对海南省相关的

政策制定者和主要利益相关方的调研和采访，我们了解到海南省–尤其是其省会海
口市–由于可用土地方面的限制，在大幅增加非工作场所的公共充电桩（主要包括路
边公用充电桩和目的地公用充电桩）方面存在较大挑战。海南省要想在最小化路边

公用充电桩和目的地公用充电桩的数量的情况下能够在2030年建成一套能够满足
155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充电基础设施服务网络，需要在充电基础设施规划时
突出四个策略，包括（1）最大化家用充电桩的使用（2）最大化工作场所充电桩的使用
（3）在新增公共充电桩时优先选用直流充电桩（4）提升公共充电桩的利用率。

本研究在确定充电基础设施需求建模的核心假设时，充分将以上四个策略考虑

在内。具体来说，我们首先假设海南省的电动私家车中有条件使用家用充电桩进行

充电的比例将从2023年的30%提升至2030年的50%。基于海南省新能源汽车促
进中心的调研，海南省现有的住宅小区共有170万个私人停车位，其中仅有2.5%已
经安装了家用充电桩，且海南省已要求新建住宅小区的停车位需100%具备安装充
电桩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海南省到2030年是可以实现50%的家用充电
桩接入率的。其次，我们假设用于通勤的电动私家车中有条件使用工作场所充电桩

进行充电比例也将从2023年的30%提升至2030年的50%。第三，我们假设所有家
用充电桩均为7千瓦的交流充电桩；而对于四类公共充电桩–工作场所充电桩、路边
公用充电桩、目的地公用充电桩和公路沿线公用充电桩–我们假设直流充电桩的占比
分别为20%、60%、60%和100%（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2024）。第四，我们假设
公共充电桩的平均时间利用率将从2023年的8.8%提升至2030年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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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预测结果
图17给出了海南省2019-2023年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和汽车总保有量中电动汽

车的占比以及2024-2030的预测结果。如前文所述，图17的分析结果包含了海南省
已经提出100%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目标的全部十类车型（表1），只有重型货车没有
被包括在内。可以看到，海南省的电动汽车保有量预计将延续过去五年间的增长态

势，从2023年的29.3万辆增长至2025年的50万辆，到2030年进一步增长至155
万辆。电动汽车在汽车保有量中的占比也将从2023年的15%上升至2025年的21%，
并在2030年达到45%。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图18和图19分别给出了海南省分市县和分车辆类型的电动汽车保有量预测结
果。可以看到，作为现阶段海南省电动汽车保有量最大的两个城市，海口和三亚预

计将在2024-2030年间继续引领海南省的汽车电动化转型。海口的电动汽车保有
量预计将从2023年的18万辆增长至2025年的31万辆，到2030年达到93万辆，占
海南省2030电动汽车总保有量的60%。三亚的电动汽车保有量预计将从2023年
的5.7万辆增长至2025年的10万辆，到2030年达到29万辆，占海南省2030电动
汽车总保有量的19%。从车辆类型上看，私家车和轻型货车预计仍将是海南省未来
几年电动汽车新销量的主体。海南省的电动私家车保有量预计将从2023年的23.4
万辆增长至2025年的35万辆，到2030年达到125万辆，占海南省2030年电动汽
车总保有量的81%。海南省的电动轻型货车保有量预计将从2023年的2.1万辆增长
至2025年的4万辆，到2030年达到15万辆，占2030年海南省电动汽车总保有量的
10%。与电动私家车和电动轻型客车相比，电动出租车、公交车、客车和环卫车的保
有量增长潜力相对有限。

图17  2019-2023年海南省的电动汽车保有量、汽车保有量中电动汽车的占比以及2024-2030年的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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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2019-2023年海南省分市县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及2024–2030年的预测值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图19  2019-2030年海南省分车辆类型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及2024–2030年的预测值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图20给出了海南省2025和2030年分家用充电桩和公共充电桩的充电基础设
施需求预测结果。可以看到，海南省的充电桩保有量预计将从2023年的11万根增长
至2025年的25.6万根，到2030年达到75万根。如前文所述，本研究在进行充电基
础设施需求建模分析时突出了四个策略，其中之一就是最大化家用充电桩的使用，

在此设定下，海南省家用充电桩的保有量预计将从2023年的7.2万根增长至2025
年的20.6万根，到2030年达到66.2万根。相应地，海南省的充电桩保有量中家用
充电桩的占比预计将从2023年的65%提升至2025年的80%，并在2030年达到
88%。“最大化家用充电桩的使用”这一策略不仅有助于减少海南省所需建设的公共
充电桩数量及相应的土地资源需求，也更加符合电动汽车车主的充电偏好，因为使

用家用充电桩进行充电通常比使用公共充电桩进行充电更便利也更便宜（中国消费

者协会，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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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2025和2030年海南省分充电桩类型的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结果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海南省公共充电桩–包括场站充电桩、工作场所充电桩、路边公用充电桩、目的
地公用充电桩、和公路沿线公用充电桩–的保有量预计将从2023年的3.8万根增长
至2025年的5.1万根，到2030年达到8.9万根。2023-2030年间，海南省公共充电
桩保有量的复合年增长率约为13%，显著低于2019-2023年间46%的复合年增长
率。图21将海南省公共充电桩保有量的预测结果进一步细分为直流充电桩和交流充
电桩。可以看到，海南省公共充电桩保有量的主体将继续为直流充电桩，这也与前

文“需求预测方法论”部分所提到的“在新增公共充电桩时优先选用直流充电桩”的

策略相匹配。具体来说，海南省直流公共充电桩的保有量预计将从2023年的2.3万
根增长至2025年的3.2万根，到2030年达到5.7万根，占海南省2030年公共充电
桩总保有量的64%；海南省交流公共充电桩的保有量预计将从2023年的1.5万根增
长至2025年的1.9万根，到2030年达到3.2万根。

图21  2025和2030年海南省分交流和直流的公共充电桩保有量预测结果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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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给出了2030年海南省分市县的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结果，并展示了每
个市县截至2023年底已经建成的充电桩数量与2030年需要建成的充电桩数量
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到，要顺利实现海南省雄心勃勃的汽车电动化转型目标，海南

省的每一个市县都需要在2024-2030年间大幅增加其充电基础设施的保有量。
其中，海口和三亚这两座城市的缺口最大，到2030年，海口和三亚分别需要在其
2023年充电桩保有量的基础上再增加40.7万根和10.7万根充电桩，即分别在2023
年的基础上增长794%和773%。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图23给出了2025和2030年海南省分充电桩类型的充电基础设施装机功率需
求预测结果。海南省充电基础设施的总装机功率预计将从2023年的1900兆瓦增长
至2025年的5500兆瓦，到2030年达到1.2万兆瓦。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
到2030年海南省电动汽车充电对电网造成的负荷将达到1.2万兆瓦，因为海南省的
充电桩不会同时都以其额定功率运行。前文提到，海南省的充电桩保有量中家用充

电桩将占主体，但由于家用充电桩的额定功率相对公共充电桩较低，其对海南省充

电基础设施总装机功率的贡献反而要低于公共充电桩。2030年海南省1.2万兆瓦的
充电基础设施总装机功率中，有4600兆瓦来自家用充电桩，占比为39%。

图23  2025和2030年海南省分充电桩类型的充电基础设施装机功率需求预测结果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图22  2030年海南省分市县的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结果及各市县2023年保有量与2030年需求量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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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公共充电桩的总装机功率预计将从2023年的1400兆瓦增长至2025
年的4100兆瓦，到2030年达到7200兆瓦。图24将2025和2030年海南省公共充
电桩装机功率的预测结果进一步细分到直流充电桩和交流充电桩。可以看到，海南

省交流公共充电桩的总装机功率预计将从2023年的107兆瓦增长至2025年的337
兆瓦，到2030年达到664兆瓦；直流公共充电的总装机功率预计将从2023年的
1300兆瓦增长至2025年的3800兆瓦，到2030年达到6500兆瓦。2030年，海南
省7200兆瓦的公共充电桩总装机功率中，交流充电桩和直流充电桩的贡献率将分
别为9%和91%。

图24  2025和2030年海南省分交流和直流的公共充电桩装机功率预测结果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图25给出了2030年海南省分市县的充电基础设施总装机功率需求预测结果，
并展示了每个市县截至2023年底的充电桩总装机功率与2030年的总装机功率
需求之间的差距。可以看到，海南省的每一个市县都需要在2024-2030年间大幅
增加其充电基础设施的总装机功率。其中，海口和三亚这两座城市的缺口最大，到

2030年，海口和三亚分别需要在其2023年充电桩总装机功率的基础上再增加6500
兆瓦和1800兆瓦的装机功率，即分别在2023年的基础上增加791%和483%。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图25  2030年海南省分市县的充电基础设施总装机功率预测结果及各市县2023年总装机功率与2030年需求量之间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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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成以上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海南省需要在未来几年中对省内的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些投资需要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发力来

解决。图26给出了海南省的每个市县在2024-2030年间需要对家用充电桩和公共
充电桩进行投资的总额，这里的投资额重点关注充电桩的购置和安装成本，充电桩

的运维成本并未纳入考量。具体来说，海南省需要在2024-2030年间投资36亿元
人民币进行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家用充电桩所需投资约16亿元，公共充电桩所
需投资约21亿元。在海南省的所有市县中，海口所需的投资额度最大，约23亿元，
其次是三亚，投资额约6.19亿元。如果仅考虑公共充电桩，海口和三亚所需的投资
额度分别为14亿元和3.34亿元。

图26  2024-2030年海南省分充电桩类型的充电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预测结果

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 THEICCT.ORG

以上是在“核心情景”下海南省的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结果，为探究关键假设

对充电基础设施需求建模分析结果的影响，本研究还设计了三个替代情景以进行敏

感性分析。表4给出了2030年海南省在核心情景和三个替代情景下的充电基础设施
需求预测结果。三个替代情景包括“家用充电桩低接入条件情景”、“工作场所充电桩

低接入条件情景”以及“公共充电桩高利用率情景”，分别用于探索家用充电桩接入

条件、工作场所充电桩接入条件、以及公共充电桩利用率这三个关键假设对建模分

析结果的影响。可以看到，当海南省的电动私家车中有条件使用家用充电桩进行充

电的比例从核心情景的50%下调至30%时，2030年海南省所需的非工作场所的公
共充电桩的数量就需要在核心情景的基础上增加17%；类似地，当海南省用于通勤
的电动私家车中有条件使用工作场所充电桩进行充电的比例从核心情景的50%下
调至30%时，2030年海南省所需的非工作场所的公共充电桩的数量需要在核心情
景的基础上增加3%。因此，提高家用充电桩和工作场所充电桩的接入条件对于降低
海南省对非工作场所的公共充电桩的需求至关重要，是解决海南省在拓展其充电基

础设施服务网络时所遇到的可用土地有限的问题的关键一招。除此之外，提高公共

充电桩的利用率也是减少非工作场所的公共充电桩的建设需求的有效手段，当海南

省公共充电桩的平均时间利用率从核心情景的15%上调至20%时，2030年海南省
所需的非工作场所的公共充电桩的数量将降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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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30年海南省在不同情景下的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结果 

情景 与核心情景的差异

2030年的充电桩保有量（万根） 

所有
充电桩

家用
充电桩

公共
充电桩

工作场所
充电桩

非工作场所的
公共充电桩

核心情景 无 75 66.2 8.1 2.3 5.8

与核心情景预测结果的差异

家用充电桩低接入
条件情景

2030年海南省的电动私家车
中有条件使用家用充电桩进行
充电的比例为30%
（核心情景为50%）

-34% -40% +18% +20% +17%

工作场所充电桩低接
入条件情景

2030年海南省用于通勤的电
动私家车中有条件使用工作场
所充电桩进行充电比例为30%
（核心情景为50%）

-1% 0 -10% -40% +3%

公共充电桩高利用
率情景

2030年海南省公共充电桩的
平均时间利用率为20%
（核心情景为15%）

-3.5% 0 -19% -2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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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对海南省截至2023年底的电动汽车推广及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现状进行

了评估，并基于海南省所设定的新能源汽车推广目标对2030年海南省分城市的电
动汽车保有量和充电基础设施需求进行了预测。基于分析结果，我们得到以下主要

结论： 

海南省是中国汽车电动化转型的引领者之一。从保有量看，截至2023年底，海
南省的电动汽车保有量达到29.3万辆，是其2019年保有量的近九倍。2023年，电
动汽车在海南省汽车保有量中的占比高达15%，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在中国所有
省级行政区中仅次于上海位居第二。从新销量看，2023年，海南省共销售了18.9万
辆电动汽车，占海南省2023年新车总销量的49%，这一电动汽车渗透率在中国所有
省级行政区中排名第一，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此外，海南省还是全国第一个也是

唯一一个提出逐步淘汰燃油车的官方目标的省份，基于海南省最新发布的《海南省

新能源汽车推广中长期行动方案（2023-2030年）》，到2030年，海南省所有新销
售的车辆（重型货车除外）都将是新能源汽车。

海南省在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经取得良好成果。过去

五年间，海南省在加速电动汽车推广的同时也在积极加速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海

南省的充电桩保有量从2019年底的1.6万根迅速增长至2023年底的11万根，其中包
括7.2万根家用充电桩和3.8万根公共充电桩。截至2023年底，海南省公共充电桩的
总装机功率已经达到1400兆瓦，海南省公共充电桩总装机功率与电动汽车保有量
之比–即车功率比的倒数–达到4.9千瓦/车。海口和三亚两座领先城市已经建立起分
布广泛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服务网络，截至2023年底，海口和三亚分别有67%和
35%的区域已经可以在20分钟之内找到公共充电桩。

在雄心勃勃的汽车电动化转型目标的引领下，海南省的电动汽车保有量预计将

保持快速增长。基于《海南省新能源汽车推广中长期行动方案（2023-2030年）》所
设定的目标，海南省的电动汽车保有量预计将延续过去五年间的增长态势，从2023
年的29.3万辆快速增长至2025年的50万辆，到2030年进一步增长至155万辆。电
动汽车在海南省汽车保有量中的占比也将从2023年的15%上升至2025年的21%，并在
2030年达到45%。海口和三亚两座城市将继续引领海南省的汽车电动化转型，到
2030年，海口和三亚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将分别占到全省电动汽车总保有量的60%
和19%。从车辆类型上看，私家车和轻型货车预计仍将是海南省未来几年电动汽车
新销量的主体，到2030年，这两类车辆类型的电动汽车保有量将分别占到全省电动
汽车总保有量的81%和10%。

在电动汽车保有量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海南省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预计将大幅增加。本研究的建模分析结果显示，要实现海南省雄心勃勃的电动汽车

推广目标，海南省的充电桩保有量需要从2023年的11万根增长至2025年的25.6
万根，到2030年达到75万根，包括66.2万根家用充电桩和8.9万根公共充电桩。
海南省的所有市县都需要在2024-2030年间大幅增加其充电基础设施的保有量。
其中，海口和三亚这两座城市的缺口最大，到2030年，海口和三亚分别需要在其
2023年充电桩保有量的基础上再增加40.7万根和10.7万根充电桩，即分别在2023
年的基础上增长794%和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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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A1  2025和2030年海南省分市县分充电桩类型的充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结果

市县
2025年保有量 2030年保有量

家用充电桩 公共充电桩 所有充电桩 家用充电桩 公共充电桩 所有充电桩

海口 125476 30920 156396 401806 56130 457936

三亚 42431 9389 51820 131695 15769 147464

儋州 6425 1665 8090 21330 2720 24050

琼海 6430 1379 7809 21327 2348 23675

东方 4865 1004 5869 16203 1626 17829

陵水 4271 895 5166 13912 1374 15286

文昌 3472 863 4335 11598 1457 13055

万宁 2913 899 3812 9487 1581 11068

澄迈 2361 793 3154 8288 1419 9707

乐东 1185 498 1683 4172 788 4960

定安 1002 363 1365 3470 617 4087

琼中 974 371 1345 3431 572 4003

屯昌 799 271 1070 2807 456 3263

保亭 809 227 1036 2823 367 3190

五指山 729 264 993 2524 404 2928

昌江 689 255 944 2342 433 2775

临高 629 284 913 2167 513 2680

白沙 658 170 828 2296 276 2572

海南全省 206118 50510 256628 661678 88850 75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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