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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1前言

1.1规划背景、目的及意义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逐年递增，已对全球生

态系统造成威胁，解决气候问题已成全球共识。控制全球变暖是解决气候

问题的关键，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提出无碳未来的愿景，纷纷设立碳中和的

目标。2020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我国将采

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 2060 年

前实现碳中和。 

2020 年 11 月 2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规划提出，全面推进蓝天、碧水、净土、静音保卫战，

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和电动汽车推广

应用步伐。在能源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的双重制约下，发展电动汽车已经

成为全世界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作为电动汽车能源输入端，电动汽车

充电设施的建设在近几年也得到飞速的发展。截至 2022 年底，全国公共充

电桩保有量己经达到 180 万个，同比增长 65%，是 2020 年同期数字 3.2 倍。

然而由于电动汽车充电桩总量不足、布局不合理等问题，仍普遍存在电动

汽车“充电难”问题。 

为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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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完善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促

进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行动方案（2023-2025）》、等文件精神，加快布局科

学、智能开放、快慢互补、经济便捷的城乡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推动

新能源汽车下乡，促进海盐县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和电动汽车使用的推广，

特编制本次《海盐县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布局规划》（2023-2025 年）。 

 

图 1-1“两新一重”的内涵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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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规划范围及年限 

1.2.1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海盐县行政辖区范围，海盐县辖武原、秦山、望海、西塘

桥 4 个街道，沈荡、百步、于城、澉浦、通元 5 个镇。总面积 584.96km2。 

1.2.2规划年限 

规划年限:2023 至 2025 年。规划基准年为 2022 年，规划水平年为 2025

年。 

 

图 1-2 规划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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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2.1社会发展现状 

海盐县隶属于浙江省嘉兴市，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东南端，以太湖为中

心的碟形盆地边缘，东经 120°43'～121°02'、北纬 30°21'～30°38'之间，

距上海 118 公里、杭州 98 公里。土地面积 584.96km2。辖武原、秦山、望

海、西塘桥 4 个街道，沈荡、百步、于城、澉浦、通元 5 个镇。 

海盐地处北亚热带南缘，是典型的东亚季风气候。全年平均气温 15.9°C，

年平均高温累计日数明显低于长江中下游同纬度城市。年平均雨量 1189.7

毫米，全年无霜期约为 240 天，全年日照时数平均为 1919.7 小时。总的特

点是冬、夏季风交替明显，四季分明，日照充足，水量丰沛，气候温和湿

润，历来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美名。 

海盐县全县海拔平均在 3~4 米，整个地势从东南向西北倾斜，大致可

分为三部分：南部为平原孤丘区，山丘高度大多在 100 米左右，与海宁市

交界的高阳山为县境最高处，主峰高 251.6 米；东部为平原海涂区，地势

稍高于西部平原；西部为平原水网区，总面积约占全县的三分之二。 

海盐县土地面积 584.96km2，常住人口为 46.87 万人。2022 年海盐县

生产总值 639.84 亿元，人均 GDP 达到 13.65 万元/人。 

表 2-1 近年海盐县经济社会概况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GDP(亿

元) 
390.32 417.58 465.34 509.82 539.65 544.51 621.56 639.84 

 

图 2-1 海盐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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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发展规划情况 

（1）发展定位 

综合考虑规划对海盐的定位，以及海盐面临的新背景、新机遇，本次

规划将海盐的城市性质概括为“一带三城”，即杭州湾两桥黄金海岸经济

带、长三角创新活力之城、杭州湾滨海魅力之城、新时代富裕智慧之城。 

优化城乡空间布局。调整完善村庄规划，优化资源配置，科学划定生

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深化城

市设计，明确中心城区规划建设范围、区块功能定位及重点发展方向，优

化产业用地布局，完善中心城区教育、医疗等资源布局，完成中心城区交

通组织专项研究。 

构建“一带两廊、一城四区”空间格局。着眼打造杭州湾两桥之间黄

金海岸经济带，完善海岸带保护和利用总体布局，促进海岸带空间资源优

化配置和集约使用，高起点谋划生态海岸带建设方案，积极争创海洋生态

建设示范区。形成接沪联杭、融嘉通苏甬两大发展廊道，沪平盐、杭浦高

速、G525 形成接沪联杭发展轴，沿通苏嘉甬高铁、市域轨道 2 号线、嘉南

线形成融嘉通苏甬发展轴，构筑“十字”型通江达海现代交通廊道。建设

“一城四区”，强化中心城区能级提升，推动武原与县开发区、望海、秦

山毗邻区域一体化发展，促进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打造百步、沈荡西北

部融嘉片区，于城、通元中部农业生态片区，澉浦（南北湖未来城）西南

部文旅片区，以及东部海洋生态片区。 

 

 

 
图 2-2 海盐规划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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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县域空间发展结构 

海盐县域落实省市要求，顺应上海虹桥枢纽的南向拓展，整体构建“一

城四区、一带两廊”的国土空间格局。 

一城：即海盐核心块区。促进人口向核心块区集聚，推动四个街道一

体化发展，强化核心块区功能提升，形成海盐的核心板块和综合服务中心。 

四区：按照区位特征和主体功能，在全县域形成西北部融嘉片、西南

部文旅片、中部农业生态、东部海洋生态片四个片区。 

一带：即“黄金海岸”复合型蓝带。立足南北湖、酱园港、滨海乐园

等“美丽河湖”和文旅开发优势，加快海盐“黄金海岸”复合型蓝带建设，

打造滨海人海盐规划坚持生态优先、坚持科学规划、坚持特色引领以及坚

持创新驱动原则建设城市现代化经济体系，合理布局城乡空间。 

两廊：即接沪融杭、连嘉通苏甬两条发展廊道。依托通苏嘉甬高铁、

杭浦高速、嘉南线、杭平申线等，融入沪平盐和杭海城际延伸等铁路网建

设，带动沿线城镇和板块发展，构筑“十字”型接沪融杭发展廊道和连嘉

通苏甬发展廊道。 

 

图 2-3 海盐县县域国土空间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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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路交通规划 

至 2025 年基本建成高水平“交通强县”，开启轨道交通时代，基本形

成内联外畅的骨干交通网络，全力打造高品质“四好农村路”，实现“12360”

交通时空圈；海河联运初具规模，基本实现城乡和区域交通一体化，初步

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具体目标： 

①交通基础网络更完善。到 2025 年铁路总里程达到 43 公里、轨道交

通里程达到 12 公里；公路总里程达到 1011 公里，四级以上高等级内河航

道里程达到 60 公里；新建综合客运枢纽 1 个、综合货运枢纽 1 个。“十四

五”期间，全县综合立体交通网总投资约 400 亿元。 

②交通运输服务更便捷高效。至 2025 年轨道交通、高速路、快速路成

为市民对外出行的重要方式，基本实现各镇 10 分钟上高速，主城区与县域

各镇、县域内各相邻镇间实现 20 分钟通达，主城区与嘉兴市区实现 30 分

钟通达；与长三角周边主要城市间 60 分钟交通圈。 

③绿色交通发展更优质。“十四五”期间，加快推进运输结构优化调

整，做强海河联运服务；积极推广新能源、清洁能源车辆，加强沿海港口、

内河码头岸电设施建设；继续加码交通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进数字交通

建设。至 2025 年，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达到 15%；清洁能源及新能源公

交车比例达到 95%，公用码头泊位岸电覆盖率 100%。 

④安全应急保障更有利。交通基础设施安全水平显著提升，综合交通

指挥平台基本建成，交通安全效果和应急处置能力明显提升，道路交通死

亡率明显降低。 

⑤行业治理能力更有效。“十四五”期间，海盐县积极响应新型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要求，加大 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广泛应用。

至 2025 年，海盐数字交通应用优势逐渐显现；交通规划、建设、运营和管

理全过程数字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行业治理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 

 

图 2-4 海盐县域公路网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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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电网规划 

根据《海盐县“十四五”配电网规划滚动调整研究报告》（2022 版），

预计 2025年海盐县全社会最大负荷将达到 800MW，用电量将 38.1亿 kWh，

2027 年全社会最大负荷将达到 880MW，用电量将达到 40.6 亿 kWh。“十

四五”具体发展目标如下： 

①供电能力进一步提升。促进配电网适度超前发展，有力的支持海盐

县地区长三角绿色生态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十四五”期间，为全面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满足海盐经济社会发展对电力的需求，持续优化电

力营商环境，满足广大居民和企业对供电可靠性和电能质量的要求，供电

能力进一步提升。预计到 2025 年， 海盐县供电可靠率达到 99.9921%，

户均停电时间减少至 0.692 小时； 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 99.925%。 

②网架结构进一步优化。“十四五”期间，坚持“科学规划、合理建

设”的电网发展原则， 以海盐县电网骨干网架结构为依托，不断优化配电

网网架结构，确保各电压等级电网协调发展，满足“十四五”期间电力负

荷及用电量增长的需求，为打造海盐“一带两廊、一城四区”空间发展结

构提供坚实的电网基础，保障社会、居民的优质用电。10kV 联络率 100%、

10kV 及以下线损率 2.65%、10kV 线路 N-1 通过率 100%、配电自动化覆盖

率 100%。 

③坚持电网绿色智能发展。以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绿色能源发

展战略，长江三角洲绿色生态一体化建设为契机，推进电动汽车等多元化

负荷全接入、清洁能源全消纳的配电网建设，进一步推进清洁替代、电能

替代。进一步加大电网智能化、信息化投入，全面保障供电能力提升、网

架结构提升、装备水平提升、智能化水平提升、运行服务提升。 

 

图 2-5 海盐县目标年中压接线结构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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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动汽车及充电设施现状

3.1电动汽车发展现状 

至 2022 年底，海盐县汽车保有量 140320 辆，年均增长率 11%。占比

前三的分别是私家车 139500 辆，占比 99.4%；公交车 260 辆，占比 0.18%；

网约车 160 辆，占比 0.11%。 

表 3-1 海盐县汽车保有量    单位：辆 

年份 
私人乘用

车 
网约车 公交车 出租车 旅游车 公路客运车 环卫车 物流车 公务车 总计 

2015 74894 / 212 190 0 0 10 15 111 75432 

2016 85804 / 217 190 0 0 10 15 115 86351 

2017 97476 / 229 174 0 0 11 18 120 98028 

2018 107112 / 229 147 46 22 12 19 125 107712 

2019 113720 43 236 131 56 18 12 20 130 114366 

2020 126005 142 236 111 56 17 12 20 135 126734 

2021 130000 150 250 120 60 20 10 20 140 130770 

2022 139500 160 260 130 70 20 10 20 150 140320 

至 2022 年底，海盐县电动汽车保有量 4271 辆，同比增长 98.7%，电

动汽车数量增长迅速。其中占比前两位分别为是私家车 3866 辆，公交车

190 辆。私人乘用车占电动汽车保有量比例最高，表明目前公用充电设施

主要服务对象为私人乘用车；公交车作为国家发展新能源汽车的重点支持

对象，今后在海盐县将会突破性的增长；出租车、网约车、旅游车、公务

车、物流车车辆现阶段尚未普及，将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表 3-2 海盐县电动汽车保有量    单位：辆 

年份 私家车 网约车 公交车 出租车 旅游车 公路客运车 环卫车 物流车 公务车 总计 

2015 23 / 6 0 0 0 0 0 0 29 

2016 73 / 22 0 0 0 0 0 0 95 

2017 279 / 22 0 0 0 0 0 0 301 

2018 417 / 22 0 0 2 0 0 0 441 

2019 740 21 79 0 0 2 0 0 0 842 

2020 1310 77 143 0 0 2 0 0 0 1532 

2021 1380 90 160 20 10 5 5 10 20 2150 

2022 3866 100 190 40 20 10 5 10 30 4271 

  

图 3-1 出租电动汽车 图 3-2 公交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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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充电设施发展现状 

1、充电设施现状 

截止 2022 年底，共建设投运各类电动汽车充电站 51 座，充电桩 528

个。其中：公共充电站 47 座，专用充电站 4 座；公共充电桩 429 个，其中

交流充电枪 231 根，直流充电枪 198 根1；专用充电站 4 座均为直流充电

站， 99 根直流充电枪；目前海盐现有的 9 个乡镇均实现公共充电设施覆

盖，覆盖率 100%，超出全省平均水平 22 百分点。海盐县充电站统计详见

附表 1。 

表 3-3 海盐县充电站（桩）统计表单位：座、个 

类型 充电站 直流充电桩 交流充电桩 充电桩合计 

公用充电站 47 198 231 429 

专用充电站 4 99 0 99 

合计 51 297 231 528 

海盐县专用充电站 4 座，位于武原街道、西塘桥街道。 

表 3-4 海盐县充电站（桩）统计表单位：座、个 

街道/乡镇 直流桩数量（个） 交流桩数量（个） 总数 

秦山街道 14 37 51 

望海街道 35 6 41 

武原街道 153 36 189 

西塘桥街道 24 39 63 

百步镇 12 0 12 

澉浦镇 9 9 18 

沈荡镇 6 0 6 

通元镇 7 0 7 

于城镇 37 104 141 

总计 297 231 528 

 

1 考虑到社会习惯，下文中不再区分的充电桩数和枪数，桩即指枪，服务 1 个充电车位即认为 1 桩/枪。 

 
图 3-3 海盐县街道乡镇充电设施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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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县电动汽车充电 

设施布局规划 3.电动汽车及充电设施现状 

 3.3现状问题分析 

3.3.1社会层面 

（1）乡村分布相对不足 

海盐现有充电设施位于在城市中心区域，仅有 18.3%公共桩于乡村区

域，且主要集中在乡镇中心、景区等区域，村充电设施覆盖率不足。随着

近年乡村自驾游、民宿等发展，村公共充电站覆盖率亟需提高，以满足游

客充电需求。 

（2）缺乏可持续模式 

充电设施商业模式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服务模式和内容单一；乡

村充电设施利用率低，仅为 4%左右，运维成本较高，有效盈利模式尚未形

成。 

（3）运营管理薄弱 

对于充电桩运营管理，运营商门槛较低，充电桩由不同运营商独立运

营，公共充电桩运营管理不当，场地管理不到位，导致出现油车占用公共

充电桩充电车位，给电动车主充电带来不便。 

3.3.2用户层面 

（1）安装条件困难 

大部分老旧小区基础停车位建设薄弱，车位资源紧张，改造成本高，

周边可利用存量土地资源少，用户没有固定停车位，或因小区电力容量限

制，用户拥有固定停车位但不具备充电桩安装条件，安装私人充电桩条件

艰难。 

（2）电力容量不足 

因小区电力容量限制，用户拥有固定停车位但不具备充电桩安装条件；

既有电力容量无法满足无序充电需求，电力增容成本巨大。 

（3）物业管理困难 

考虑停车位管理主体多，物业公司盈利模式需要多方协调，导致业主

住户协商难度大；老旧小区基础停车位建设薄弱，小区改造成本高；老旧

小区大多人车不分流，充电设施的建设对其他车辆和行人出行产生影响。

出于对社区安全、电力负荷、环境、人防工程、业主意见等多方面考虑，

物业建桩意愿低。 

3.3.3电网层面 

（1）局部负荷失衡 

电动汽车集中式充电将对电网形成较大的用电负荷，导致局部地区负

荷升高，影响区域负荷平衡。同时考虑人为活动，电动汽车日常充电时间

存在集中性，有序充电控制暂未铺开，充电时间在负荷高峰期的叠加，导

致配电网负担加重。 

（2）潮汐需求效应明显 

受节假日人员流动影响，探亲、访友群体的充电需求在春节、五一和

国庆等重要节日充电需求较大，而平日充电需求较小，对充电和供电服务

保障提出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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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需求预测 

4.1电动汽车保有量预测 

4.1.1海盐县汽车保有量预测 

1、海盐县汽车保有量现状 

截止 2022 年底，海盐县汽车保有量 146469 辆，海盐县现状汽车保有

量如下表所示。 

表 4-1 海盐县现状汽车保有量（辆）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年均增长

率% 

汽车保

有量 
75432 96351 98028 107712 114366 126734 136462 146469 10% 

 

图 4-1 海盐县汽车历史年保有量 

2、海盐县汽车保有量预测 

（1）回归分析法 

根据海盐县交通部门统计，海盐县汽车保有量由 2015 年的 75432 辆，

增长至 2022 年的 146469 辆。 

综合考虑近年来汽车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采用线性拟合法可得出，

海盐县汽车保有量与时间函数的近似关系为： 

Y=10007（X-2014）+66413 

其中：Y-海盐县汽车保有量（单位：辆）X-年份 

根据 2015-2022 年海盐县汽车保有量情况，预测至 2025 年海盐县汽车

保有量见下表所示。 

表 4-2 海盐县汽车保有量预测（单位：辆） 

年份 2023 2024 2025 年均增长率% 

汽车保有量 156476 166483 176490 7% 

（2）千人保有量法 

由于千人汽车保有量受国家经济、人民生活习惯的影响很大，目前尚

缺乏用千人汽车保有量对汽车保有量进行量化分析的具体方法，因此本报

告仅通过千人汽车保有量法作为对回归分析法、分类预测法的校验和补充。 

表 4-32022 年国内主要城市千人汽车拥有量（单位：辆） 

排行 城市 
汽车保有量

（万辆） 
GDP（亿元） 

年末总人口

（万人） 

人均 GDP

（万元） 

千人拥有量

（辆） 

1 北京 603 36102.60 2189.3 16.49 275.43 

2 成都 546 17716.70 2093.78 8.46 260.77 

3 重庆 504 25002.79 3205.42 7.80 157.23 

4 苏州 443 20170.50 1274.83 15.82 347.50 

5 上海 440 38700.58 2487.09 15.56 176.91 

6 郑州 404 12003.00 1260.06 9.53 320.62 

7 西安 374 10020.39 1295.29 7.74 288.74 

8 武汉 366 15616.10 1140.65 13.69 320.87 

9 深圳 354 27670.24 1756.01 15.76 201.59 

10 东莞 341 9650.19 627.17 15.39 5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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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行 城市 
汽车保有量

（万辆） 
GDP（亿元） 

年末总人口

（万人） 

人均 GDP

（万元） 

千人拥有量

（辆） 

11 天津 329 14083.73 1386.6 10.16 237.27 

12 青岛 314 12400.56 1007.17 12.31 311.76 

13 石家庄 302 5935.10 1064.05 5.58 283.82 

14 广州 299 25019.11 1867.66 13.40 160.09 

15 宁波 298 12408.70 1026.9 12.08 290.19 

16 佛山 291 10816.47 729.96 14.82 398.65 

17 临沂 290 4805.25 1101.84 4.36 263.20 

18 长沙 282 12142.52 908.79 13.36 310.30 

19 杭州 282 16106.00 1204.34 13.37 234.15 

20 南京 280 14817.95 880.67 16.83 317.94 

2022 年海盐县生产总值 639.84 亿元，人均 GDP 达到 13.65 万元/人，

汽车保有量 140320 辆，千人汽车保有量 333 辆。根据海盐县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考虑“十四五”期间 GDP 年均增长率 7%，年均人口增长率 0.5%，

结合国内的家庭构成及车辆出行习惯，预计海盐县 2025 年千人汽车保有

量将达到 350-400 辆之间，约为苏州 2020 年千人汽车保有量水平。按此结

果计算，预计 2025 年海盐县汽车保有量将达到 160000-190000 辆之间。 

（3）分类预测法 

➢ 公交车保有量 

公交车作为重要的公交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在居民的日常是工作生活

中有着重要地位。围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人口的不断增加。私家车的

增长使各大城市都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挤情况。公交车的数量在一定时间

内仍会保持一定的增长。结合城市发展趋势、国家规范和其他城市发展经

验以及现状数据，得到海盐县公交总体规模车辆目标 2025 年 6 标台/万人。 

 

 

表 4-4 海盐县公交车辆规模预测（基于拥有率指标） 

时间 预测人口（万） 
公交车辆数建议指标（标

台/万人） 

公交车辆预测总体规模

（标台） 

2023 年 46.09 6 270 

2024 年 46.33 6 290 

2025 年 46.56 6 300 

结合公交公司车辆及公交场站建设计划，计划“十四五”期间共新购

置公交车 64 辆，预计 2025 年海盐县内公交车保有量 300 辆。 

➢ 私人乘用车保有量 

私家车是近几年增长最快的车型，考虑到海盐县的经济和人口的集聚

效应，今后一段时间内，私人乘用车将出现快速增长，私人乘用车将是海

盐县未来汽车增加的主要部分。结合 2022 年海盐县中心区私人乘用车现

状，预计海盐县到 2025 年私家车保有量 170500 辆。 

➢ 出租车及网约车保有量 

近年来随着网约车得到国家认可后，出租车的增长普遍受到抑制，有

的城市甚至出现了不增反减的情况，在 2023 至 2025 年海盐，出租车的数

量稳定；另一方面，网约车作为出租车的一种替代工具，具有共享性和便

携性的特点，预计 2023 至 2025 年将会出现小幅增长，预计海盐县 2025 年

出租车保有量 160 辆，网约车保有量 200 辆。 

➢ 物流，环卫车专用车保有量 

物流车辆主要在港口码头或货运量较大的城市中存在比例比较高。环

卫车辆主要由政府部门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投放。近年来各大城市人口不断

增加，垃圾量也在持续增加，因此环卫车辆也会在一定时期内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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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十三五”期间物流车和环卫车的增长比例，预计海盐县 2025 年物流

车保有量 40 辆，2025 年环卫车保有量 20 辆。 

➢ 公务乘用车保有量 

公共车是指国家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为了执行国家公务专门配备的车

辆，鉴于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公务车辆的改革。该部分车辆基本可

认为整体保持不变或小幅增长。结合海盐县内部门机构设置情况和体量，

预计 2025 年公务车保有量 170 辆。 

➢ 旅游观光，公路客运车保有量 

随着海盐县滨海文旅新城、南北湖未来城等景区的建设，对海盐县旅

游光车、公路客运车需求会有所增长。结合“十三五”期间旅游光车、公

路客运车的增长比例，预计海盐县 2025 年旅游光车保有量 90 辆，2025 年

公路客运车保有量 30 辆。 

结合多种预测结果，得出 2025 年海盐县分类车辆预测结果见下表，预

计 2025 年海盐县汽车保有量 171510 辆，“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率 6%。 

表 4-5 海盐县 2020-2025 年各类型汽车保有量预测（单位：辆） 

车辆类型 私家车 
网约

车 

公交

车 

出租

车 

旅游

观光

车 

公路

客运 

环卫

车 

物流

车 

公务

车 
合计 

2022 139500 160 260 130 70 20 10 20 150 140320 

2025 170500 200 300 160 90 30 20 40 170 171510 

“十四五”年均增

长率（%） 
6% 5% 5% 7% 10% 10% 5% 15% 5% 6.7% 

结合各类汽车辆的发展趋势和策略，分种类对汽车保有量进行预测，

至 2025 年，各类汽车保有量预测结果见下表所示。 

 

表 4-6 海盐县 2022-2025 年各类型汽车保有量预测（单位：辆） 

年份 私家车 网约车 公交车 出租车 旅游车 
公路客

运车 
环卫车 物流车 公务车 总计 

2023 151000 170 270 140 80 20 10 30 150 151870 

2024 159000 180 290 150 80 30 20 30 160 159940 

2025 170500 200 300 160 90 30 20 40 170 17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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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海盐县电动汽车保有量预测 

截止2022年，海盐县共有电动汽车4271辆，占机动车总量的 3.03%。

海盐县各类电动汽车保有量分布具体见下表。 

表 4-72022 年海盐县电动汽车保有量（辆）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总计 29 95 301 441 842 1532 2150 4271 

本次规划从国家文件政策和现行城市发展目标两个角度，选取回归

分析法、和分类预测法来对海盐县 2025 年电动汽车保有量进行预测。 

（1）回归分析法 

回归分析法得出海盐县三种电动汽车保有量的预测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4-8 海盐县电动汽车预测各回归曲线模型系数 

计算模型 线性 多项式 指数 

计算公式 Y=ax+b Y=ax2+bx+c Y=a^bx 

a 值 267.14 68.179 51.264 

b 值 -538393 -2.75E+05 0.566 

c 值 0 2.77E+08 0 

𝑹𝟐值 0.8607 0.9803 0.9868 

注：Y 为预测规划年的汽车保有量(辆）；x 为年份；a、b、c 为回归参数；𝑹𝟐为拟合度。 

表 4-9 海盐县电动汽车预测结果（单位：辆） 

计算模型 2023 年 2024 年 2025 年 
“十四五”年均增长率

（%） 

线性 3931 5198 6566 28.9% 

多项式 4645 6732 9256 44.5% 

指数 5539 8320 14225 66.7% 

预测 2025 年海盐县电动汽车保有量在 65661 辆 14225 辆之间。 

（2）分类预测法 

➢ 电动公交车保有量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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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公交公司车辆及公交场站建设计划，预计 2025 年区域内电动公交车

保有量 300 辆，2025 年区域公交汽车电动化率将达到 100%。 

➢ 电动出租车及网约车保有量 

2022 年电动网约车保有量 100 辆，占比 62.5%。考虑到当前电动出租

车和网约车的道路行驶费用仅为燃油车的 1/2-1/3，预计 2023-2025 年期间，

海盐县出租车和网约车的电动化率将出现稳步提升。预计海盐县 2025 年

电动出租车 110 辆，占比 68.75%；电动网约车 160 辆，占比 80%。 

➢ 电动物流，环卫车专用车保有量 

考虑到当前电动物流，环卫车的道路行驶费用仅为燃油车的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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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五”末期新增和更新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流配送车辆使用新

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全省使用比例达到 80％。预计 2022-2025 年期间，

海盐县物流，环卫车专用车的电动化率将出现大幅度提升，2025 年电动环

卫保有量 20 辆，占环卫车总数的 100%；电动物流车 30 辆，占比 75%。 

➢ 电动私家车保有量 

电动私家车保有量主要应在普通私家车保有量的基础上按一定比例进

行更新替代。截止 2022 年海盐县电动私家车的保有量 3866 辆，占私家车

总量的 3.5%。考虑到海盐县的经济和人口的集聚效应，今后一段时间内，

电动私家车将出现快速增长，私家车将是海盐县来电动汽车增加的主要部

分。预计区域 2025 年电动私家车保有量 11528 辆，占私家车总量的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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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动公务车保有量 

根据公务车历史保有量的预测结果，其发展规模基本不会有发变化，

因此预测未来电动公务车规模不会有太大变化，若新增的公务车辆建议优

先购买电动汽车，预计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车辆更替。预计海盐县 2025 年电

动公务车保有量 50 辆，占比 29.41%。 

结合回归分析法预测结果，2025 年海盐县分类电动汽车预测结果见下

表，预计 2025 年海盐县电动汽车保有量 12258 辆，电动汽车保有量占全部

汽车总量的 7.17%。海盐县各类型电动汽车保有量的预测如下表所示。 

表 4-10 海盐县 2021-2025 年各类型电动汽车保有量预测（单位：辆） 

年份 分类 私家车 
网约

车 

公交

车 

出租

车 

旅游

车 

客运

车 

环卫

车 

物流

车 

公务

车 
合计 

2023 

汽车总量

预测 
151000 170 270 140 80 20 10 30 150 

15187
0 

电动化率

（%） 
3.66 70 85.19 42.86 37.50 50.00 100.00 66.67 20.00 2.98 

电动汽车

总量 
5489 120 230 60 30 10 10 20 30 4499 

2024 

汽车总量

预测 
159000 180 290 150 80 30 20 30 160 

15994
0 

电动化率

（%） 
5.18 77 89.66 60.00 37.50 66.67 75.00 66.67 25.00 4.60 

电动汽车

总量 
8281 140 260 90 30 20 15 20 40 7396 

2025 

汽车总量

预测 
170500 200 300 160 90 30 20 40 170 

17151
0 

电动化率

（%） 
6.78 80.00 100.00 68.75 44.44 66.67 100.00 75.00 29.41 7.17 

电动汽车

总量 
11528 160 300 110 40 20 20 30 50 12258 

4.2充电设施需求预测 

4.2.1电动汽车充电习惯分析 

1、公交车、环卫、旅游车辆充电习惯分析 

公交车、环卫车、物流车、旅游车等专用种车辆具有同一车队、车辆

数量较多、城市区域行驶、停车场地固定、行驶路线基本固定、行驶里程

相对稳定以及充电功率较大等特征，适宜采用在固定停车场所建设充电

站。该类车型均为白天运营，可利用夜间进行充电。在其固定停车场建设

的专用充电站，一般以慢充为主，而通过快充模式可以较快速地满足白天

运行过程中的电能快速补充需求。公交、环卫、旅游车辆应均建设专用充

电站进行充电。其中电动公交车每 100 公里平均耗电量约 85 千瓦时，平

均每天行驶里程 160 公里。电动旅游车每 100 公里平均耗电量约 90 千瓦

时，平均每天行驶里程 200 公里。 

表 4-11 电动公交、旅游车不同车型日均行驶里程及每公里耗电 

单位:千瓦时、公里 

车型长度 电池容量 日均行驶里程 每公里耗电（春秋/夏冬） 

6 米 110 160 0.6/0.75 

8 米 180 180 0.8/0.95 

10 米 260 200 1/1.18 

12 米 320 220 1.2/1.28 

2、网约车、出租车辆充电设充电习惯分析 

大部分网约车、出租车为日均行驶 250km 以上，行驶路线自由，没

有固定站点或准确时间提供电池更换，所以宜采用快速充电的模式，利用

分散式直流充电桩或在公共快速充电站进行充电，以随时满足其充电需



 

 

                            17 
 

海盐县电动汽车充电 

设施布局规划 

专 

4.需求预测 

 求。电动出租车每 100 公里平均耗电量约 17 千瓦时，平均每天行驶里程

约 350 公里。电动网约车每 100 公里平均耗电约 17 千瓦时，平均每天行

驶 250 公里。在实际的运行中，电动网约车、出租车以一定的实际放电深

度为基准，为了满足下一个往返需求继续行驶，则就近选择分散式充电桩

或充电站对电池进行快充。本次规划到海盐县本身的定位特点，夜间运行

的营运车辆数量较少，因此本期考虑出租网约车在私人桩、公共桩充电比

例分别是 20%、80%。 

3、电动物流车充电习惯分析 

目前电动物流车主要分为微面、微卡、轻卡 3 种类型，物流车每日工

作时长为 4-6 小时，从停驶特性来看，物流车呈现出较强的时间和路线规

律性，主要用于市内物流货品配送，具有相对固定的行驶路线和里程，目

前充电需求基本靠专用或公共充电桩来满足，伴有中间临时的补电需求。

电动轻型物流车每 100 公里平均耗电量约 30 千瓦时，平均每天行驶里程

180 公里；结合当前已有物流车的充电习惯本期考虑电动物流车在公共

桩、专用桩充电比例分别是 75%、25%。 

4、私家车、公务车充电设施充电习惯分析 

乘用车平均每日行驶时间不超过 3 小时，90%以上的时间处于停靠状

态。电动私家车每 100 公里平均耗电量约 17 千瓦时，平均每天行驶里程

30 公里左右。电动公务车每 100 公里平均耗电量约 20 千瓦时，平均每天

行驶里程 40 公里左右。电动私家和公务车夜间大部分时间在其专用停车

位停车，停车时间多在 8 小时以上，如果在其专用停车位安装慢充充电

桩，通过其车载充电机进行常规充电，可以完全为电动乘用车充满电，可

满足电动乘用车日常绝大部分行驶需要，而且慢充模式适应低压配电网，

随处可以提供电源。本期考虑，公务车 20%在公用充电站充电，80%在专

用充电桩充电；私家车 30%在公共充电站充电，70%在私家车私人充电桩

充电。 

结合上文分析结果，制作不同电动汽车充电习惯分类表及充电能流图

如下表和下图所示。 

表 4-12 电动汽车充电习惯分类表 

充电设施分类 电动私家车 
电动出租网约

车 
电动公交 

电动轻型物流

车 
电动公务车 

公共充电设施 30% 80%  75% 20% 

专用充电设施   100% 25% 80% 

私人充电设施 70% 20%    

 

图 4-2 不同类型电动汽车充电能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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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公用充电设施预测 

公用充电设施主要服务于电动私家车、电动网约出租车、电动轻型物

流车及其它电动车辆，为更好的评估充电桩建设，本次采用分类需求法评

估区域公共充电设施总体需求。首先以电动汽车发展预测为基础，根据不

同车辆种类每日行驶特征得出电动汽车充电总量，再根据不同车辆在充电

设施充电习惯除以充电桩服务能力水平，按照公共充电桩功率 7kW 和

60kW，得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规模需求及各类型充电设施配置需求结果

如下表所示，预计到 2025 年，海盐县公用充电总需求 1360.33 万千瓦时，

其中公共慢充需求 165.76 万千瓦时，快充需求 1194.57 万千瓦时。 

表 4-13 海盐县公共充电设施充电需求单位:万千瓦时 

类型 
2025 年充电

量 
公共充电比例 类型 快慢充充电习惯比例 2025 年所需电量 

私家车 2145.94 

40% 
慢充 15% 128.76  

快充 85% 729.62  

5% 
慢充 15% 16.09  

快充 85% 91.20  

出租网约

车 
418.84 90% 

慢充 5% 18.85  

快充 95% 358.11  

公务车 14.6 20% 
慢充 20% 0.58  

快充 80% 2.34  

轻型物流

车 
59.13 25% 

慢充 10% 1.48  

快充 90% 13.30  

合计 2638.51 - 
慢充 - 165.76  

快充 - 1194.57  

按照直流桩单桩电量 60 千瓦时/天、交流桩单桩电量 6 千瓦时/天的服

务能力计算，预计 2025 年海盐县公用领域充电桩总需求 1302 个，其中直

流充电桩 545 个，交流充电桩 757 个；考虑到现有存量水平，2023-2025 年

海盐县需新增公用充电桩 873 个，其中直流充电桩 347 个，交流充电桩 526

个。 

 

图 4-3 公共领域电动汽车充电能流图 

4.2.2专用充电设施预测 

本次电动汽车专用充电设施需求规划以专用车辆的预测为基础，参考

全国主要城市专用电动汽车车桩比数据和海盐县现有的配置方案，给出推

荐的规划年车桩比数值，得出各专用车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规模需求。 

1、公交车 

2022 年，海盐县电动公交车车桩比为 5:1。海盐县公交车主要往返运

行于 15～20km 里程左右的城市公路，公交需采用夜间常规充电、中午谷

电时段补电的方式。纯电动公交车一般在夜间停放于充电站充电，采用一

桩两枪方式。若车桩比过高（≥2:1），则需要值班人员在夜间倒换车辆，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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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目前国内电动汽车发展的先进城市及海盐县现状，规划 2025 年海盐县

电动公交车车桩比为 2:1。 

表 4-14 电动公交车充电桩车桩比 

城市 车桩比 城市 车桩比 

上海 3.8:1 海口 4:1 

广州 3:1 深圳 2:1 

昆明 2:1 合肥 2:1 

表 4-15 海盐县“十四五”公交充电桩预测单位：个 

类型 2025 

公交充电站 
配置比例 2:1 

充电桩 120 

2、物流车和环卫车辆 

本次规划中的其他专用车主要包括物流车和环卫车辆，目前海盐物流

环卫车辆日均行驶里程约 140km，根据目前各品牌纯电动物流续航里程，

日均充电 1 次可满足要求，规划专用车充电桩比至 2025 年之前物流车按

1.5:1 配置，环卫车按 2:1 配置。2025 年预测环卫电动车共 20 辆，2025 年

预测物流电动车 30 辆，物流、环卫专用充电站的使用车辆合计 20 辆；“十

四五”物流、环卫充电桩预测结果如下： 

表 4-16 电动环卫车充电桩车桩比 

城市 车桩比 城市 车桩比 

上海 2:1 海口 3:1 

广州 1.25:1 深圳 3:1 

昆明 2:1 合肥 3:1 

 

 

 

 

 

表 4-17 海盐县“十四五”物流、环卫充电桩预测单位：个 

类型 2025 

物流专用充电站 
配置比例 1.5:1 

充电桩 20 

环卫车专用充电站 
配置比例 2:1 

充电桩 10 

合计 充电桩 30 

结合分析结果，预测 2025 年海盐县物流车和环卫车专用充电桩需求

总数 30 个，其中物流专用充电桩 20 个，环卫专用充电桩 10 个。 

3、专用充电设施结果 

结合分析结果，预测 2025 年海盐县专用充电桩需求总数 150 个。 

4.2.3私人充电设施预测 

1、车辆充电比例分析 

基本上国内外乘用车在市区内平均每日行驶时间不超过 3 小时，90%

以上的时间处于停靠状态，以此计算，拥有私人停车位的私家车 80%采用

私人充电桩充电，20%采用公用充电桩充电；无私人停车位的私家车 100%

采用公用充电桩充电。综上所述，私家车 70%在私人充电桩充电。 

2、私人充电设施预测分析 

私人乘用车原则上按照车桩比 1:1 建设自用充电桩，实际由于不具有

固定停车位、小区物业安全考虑、小区配变容量有限、改造空间受限等原

因，建成率约 70%左右，考虑到私人充电设施共享化趋势，预计“十四五”

期间私人充电设施配置率约 60%左右，结合私人电动汽车预测结果，预计

“十四五”期间海盐县私人充电桩需求=11528*60%=6917 个。 

结合以上预测结果，预计 2025 年海盐县私人充电桩总数约 691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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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充电设施总规模预测 

预计至 2025年共计充电桩 8469个，其中公用充电设施慢充桩 757个，

快充桩 545 个，充电总功率 38026kW；专用充电设施慢充桩 30 个，快充

桩 120 个，充电总功率 7410kW；私人充电设施慢充桩 6917 个，充电总功

率 48419kW。 

表 4-18 海盐县充电设施总规模预测表 

充电设施类型 充电设施规模 2023 2024 2025 

公用充电设施 

慢充桩数量（个） 293 470 757 

快充桩数量（个） 243 365 545 

充电总功率（kW） 16658 25167 38026 

专用充电设施 

慢充桩数量（个） 0 20 30 

快充桩数量（个） 99 110 120 

充电总功率（kW） 5940 6740 7410 

私人充电设施 
慢充桩数量（个） 2393 4069 6917 

充电总功率（kW） 16751 28483 48419 

合计 

慢充桩数量（个） 2686  4559  7704  

快充桩数量（个） 342  475  665  

充电总功率（kW） 39349 60390 9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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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规划目标与规划原则

5.1目标策略 

1.总体规划目标 

按照“统一规划选址、统一建设标准、统一服务标准、统一应用场

景”“四统一”原则，全面开展全省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网点规划编制工

作，确保城市地区重点覆盖“两区”（居住区、办公区）和“三中心”

（商业中心、工业中心、休闲中心）；乡村地区优先布局中心镇、中心村

再逐步辐射到偏远乡村。到 2025年，基本建成海盐“适度超前、车桩相

宜、智能高效”高质量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全县累计建设

公共充电桩 300个以上，其中：城市地区 200 个以上，乡村地区 100个以

上，至 2025年，完成重点区域加油站、重要交通枢纽站、商业综合体、

社会公共停车场、重点乡镇等场所的公共充电设施布局。海盐县城区建成

区核心区域充电服务半径不超过 1公里，郊区区域充电服务半径不超过 2

公里，各大景区覆盖率达到 100%。 

2.分阶段规划重点 

1.2023年建设目标：围绕城市“两区三中心”和乡村重点场景推进

充电设施建设，新增公共充电桩不少于 200个（其中乡村地区新增公共充

电桩不少于 100个）。 

2.2024年建设目标：全市新增建成公共充电桩不少于 200个（其中

乡村地区新增公共充电桩不少于 100 个）。 

3.2025年建设目标：12 月底前，全市乡村地区累计建成公共充电桩

不少于 800 个（其中乡村地区新增公共充电桩不少于 400个）；完成充电

网络建设提档升级和优化加密，实现“城区五分钟，村村有电充”。 

5.2规划原则 

5.2.1总体原则 

——坚持桩站先行，以供促需。加强顶层规划，充分满足各类场景充

电需求，确保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模适当超前，形成较为完善的充电基础

设施体系，以充电设施建设带动海盐县新能源产业及旅游业协调发展。 

——坚持试点先行，以点带面。结合“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

未来乡村和美丽乡村风景带建设，支持有条件的乡镇街道、村居同步创建

先行示范样板。结合风光储等新能源技术，打造一批“新能源+充电桩”应

用示范案例，并进行应用推广。 

——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差异，依据乡村人口密集程度及旅游服务特色，科学确定充电设施建设规

模、策略和空间布局，特色化培育以新能源产业生态及绿色旅游为特点的

充电设施发展新模式、新技术、新产品。 

——坚持通用开放，智能高效。统一建设和运维标准，提高充电基础

设施通用性和开放性，确保设施智能化、高效化。加强政府部门引导，创

新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维护模式，确保充电设施“有人建”“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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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能持续”“可监控”。 

5.2.2公共充电设施选址原则 

（1）应充分利用各类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路边停车

位资源，将其作为主要的可建桩资源；当可建桩资源不足时，可适当考虑

可作为独立用地充电站建设的土地资源，结合区域调研情况，列出各类建

筑物配建充电设施的推荐表。 

（2）公共充电设施应结合车流客流特征因素，充分利用现状及规划停

车场资源选址布局。 

（3）公共充电设施选址应考虑场地产权方的建设意愿。 

（4）公共充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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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充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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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充电设施选址应满足便利性、经济性、安全性等要求。 

（7）公共充电设施选址应满足消防安全的要求。 

本次规划优先推荐现有的公共停车场设置公共充电站，其次结合大型

商业综合体等单位的内部停车场。 

5.2.3空间布局原则 

（1）城市中心块区（街道及中心城镇）应结合充电需求、块区功能定

位及特点，合理设置充电服务半径目标。 

（2）一般乡镇块区应确保公共充电网络的乡镇全覆盖，确保公共充电

基础保障能力。 

（3）公共充电设施空间布局宜按照“点、线、面”三个层次开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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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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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停车场进行布局； 

3）“面”上覆盖，主要按照服务半径要求合理布局，满足规划区基本

充电需求。 

（4）公共充电设施布局应结合政府政策、城市定位、充电需求、市场

环境、土地资源等因素，以快充为主，根据场地周边业态、停车场资源、

电网容量、用户出行及停车特性，合理配置站点内充电桩设备类型及数量。 

4、时序安排原则 

（1）公共充电设施项目建设时序安排应考虑电动汽车的逐年发展情况，

分析公共充电需求的逐年增长情况。 

（2）公共充电设施项目建设时序安排应实现各区域均衡发展。 

（3）优先安排充电需求较大、建设条件成熟的公共充电设施项目。 

（4）优先安排基础保障型公共充电设施项目，确保充电普惠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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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建设标准 

5.3.1整体建设标准 

公共充电设施以快充为主、慢充为辅。公共快充桩一般按“一桩两枪”

方式配置，充电功率 80～120 千瓦，局部充电需求少的地区也可采用“一

桩一枪”方式配置，充电功率 40～60 千瓦。公共慢充桩在城市地区适用于

居民小区的共用停车位、行政办公区域等，农村地区适用于旅游景区、民

宿（农家乐）、小型村等，慢充桩充电功率 7～14千瓦。 

自用充电设施原则上采用慢充桩，按“一桩一枪”配置，充电桩一般

随车配送。专用充电设施根据电动客车、货车、卡车等不同车型、充电功

率，按需配置。新增公共桩和专用桩均应为通过强制检定的智能桩，具备

通信、控制等功能，能够接受一定调度（指令）实现智能有序充电、分时

共享以及参与需求侧响应等功能。 

5.3.2公共充电设施建设标准 

1.城市地区（办公区和“三中心”） 

既有建筑配建停车场和社会停车场：通过改造提升充电设施接入能力，

逐步推进具有配置或预留充电设施建设条件的停车位比例提升至 10%。 

新建建筑配建停车场和公共停车场：配置或预留充电设施建设条件的

停车位应不少于总车位的 10%，鼓励按照不少于总停车位 20%的比例配建

或预留充电设施。 

2.乡村地区 

统一规划选址：乡村充电基础设施要求在中心镇、中心村（未来乡村）、

高密度中心镇、核心景区、非核心景区及周边民宿、国道省道与四好乡村

公路沿线的区域布置。 

统一应用场景：要求优先选择乡镇广场、礼堂等公共区域停车场、50

车位以上公共停车场、农家乐等布局充电设施。鼓励在非中心镇的人流密

集镇、加油站、美丽乡村精品村或历史文化村、规上企业等场景布局建设。 

统一建设标准：按率先发展、加快发展、积极发展三类地区，并结合

县（市、区）GDP，划分四挡建设标准，对率先发展区加速乡村布点要求，

对衢州、丽水、舟山积极发展区按需布点，以城市地区为主逐步辐射乡村。

具体建桩标准和目标见下表。 

表5-1 乡村必建场景充电设施建设标准 
必建选址/

场景 

目标

数 
建桩标准（直流快充桩） 备注 

中心镇

（不含中

心村） 

3780 

1.率先发展地区每个中心镇按照 50 个公共桩布置。 
全省累计有中心

镇 165 个，按照

经济发展分档布

局。海盐暂无中

心镇。 

2.加快发展、积极发展地区： 

①GDP 大于 700 亿元的县（市、区），中心镇按照不少于 20 个

公共桩布置。②GDP350-700 亿元的县（市、区），中心镇按照不

少于 10 个公共桩布置。③GDP 低于 350 亿元的县（市、区），

中心镇按照不少于 5 个公共桩布置。 

中心村

（不含未

来乡村） 

8810 

1.率先发展地区每个中心村按照 8 个公共桩布置。 

全省累计有中心

村 2815 个；海盐

共 8 个中心村。 

2.加快发展、积极发展地区：①GDP 大于 700 亿元的县（市、区），

可采用集中或分散布置，平均每个中心村不少于 4 个布置。②

GDP350-700 亿元的县（市、区），可采用集中或分散布置，平均

每个中心村不少于 2 个布置。③GDP 低于 350 亿元的县（市、

区），可采用集中或分散布置，平均每个中心村不少于 1 个布置。 

未来乡村

（不含中

心村） 

1890 

1.率先发展地区每个未来乡村按照 8 个公共桩布置。 全省累计有未来

乡村，海盐有未

来乡村 3 个（剔

除与中心村重复

村） 

2.加快发展、积极发展地区： 

①GDP 大于 700 亿元的县（市、区），可采用集中或分散布

置，平均每个未来乡村不少于 4 个布置。 

②GDP350-700 亿元的县（市、区），可采用集中或分散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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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建选址/

场景 

目标

数 
建桩标准（直流快充桩） 备注 

平均每个未来乡村不少于 2 个布置。③GDP 低于 350 亿元的县

（市、区），可采用集中或分散布置，平均每个未来乡村不少于

1 个布置。 

核心景区 1000 
4A 级景区按照不少于 5 个公共桩布置；5A 级景区按照不少于

10 个公共桩布置。 

海盐共 2 个 4A

景区。 

非核心景

区与周边

民宿、农

家乐 

1990 

1-3A 级景区与周边农家乐统筹建设。率先发展地区按照平均每

10 户农家乐建设 1 个公共充电桩布置。加快发展、积极发展地

区：①GDP 大于 700 亿元的县（市、区），按照平均每 10 户农

家乐建设 1 个公共充电桩布置。②GDP 低于 700 亿元的县

（市、区），按照平均每 20 户农家乐建设 1 个公共充电桩布

置。 

 

表5-2 乡村选建场景充电设施建设标准 

选建选址/场

景 
目标数 建桩标准（直流快充桩） 备注 

非中心人流

密集镇 
530 

在村镇建设基础上，按照再增加建设 5 个公共桩布

置。 

人口总量低于 5 万人，

但人口密度超过 6 人/公

顷的非中心镇累计 106

个。 

加油站 260 
鼓励促进 5%以上的加油站，按照每站建设 2 个公

共桩布置。 

梳理乡村加油站 2632

个。 

美丽乡村精

品村或历史

文化村 

500 
在中心村建设基础上，按照再增加建设 2 个公共桩

布置。 

梳理美丽乡村精品村 253

个。海盐美丽乡村精品

村 3 个。 

规模以上企

业开放公共

服务 

1260 

鼓励规上企业建设充电设施，并向公众开放，有助

于共享充电，并可获得一定收益。鼓励平均每 20

家规上企业建设 1 个公共桩布置。 

乡镇地区规上企业在

25000 个以上。 

表5-3 城区充电设施建设标准 

地区分类 具体区域 公共充电设施布局 

城市地区（办

公区和“三中

心”） 

既有建筑配建停

车场和社会停车

场 

通过改造提升充电设施接入能力，逐步推进具有配置或预留充电

设施建设条件的停车位比例提升至 10% 

新建建筑配建停

车场和公共停车

场 

配置或预留充电设施建设条件的停车位应不少于总车位的 10%，

鼓励按照不少于总停车位 20%的比例配建或预留充电设施。 

居住区 

新建居住区 
固定车位 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安装条件，管线和桥架等供电

设施建设到车位。 

既有居住区 

鼓励小区物业利用部分共有停车位，布置共享充电桩；也可在居

住区 500 米范围内的公建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统一建设

公用充电设施。 

独户居民 充电设施按需配置 

表5-4 其他场景充电设施建设标准 

地区分类 具体区域 公共充电设施布局 

城际公路 

新建高速公路 

服务区应同步规划充电设施或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建

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的停车位不少于停车

位总数 20%，推动具备条件的既有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逐

步提升至停车位总数的 20%以上。 

2023 年和 2025 年

目标 

2023 年底前，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建成充电车位 1800 个。到

2025 年，具备条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服务站充电基础设施全

覆盖，具备条件农村公路沿线实现充电基础设施有效覆盖。 

专用充电设施 

集中公交停放点 
各市客运中心、电动公交车枢纽站公交专用充电设施 100%全覆

盖。 

出租车服务区 
各市出租车服务中心按不少于停车位总数 20%预留或配置充电

设施。 

其他专用车辆停

放点 
鼓励机场内部、港口作业区停车场专用充电设施全覆盖。 

重卡汽车服务站 鼓励有条件的重卡汽车服务站布局建设充换电站。 

品牌项目 

规划建设 1-2 个可看、可复制、可推广的亮点和品牌工程。可选取乡村光伏资源优

势区域同步布局新型储能与充电桩设施，打造“光储充放”试点，在有效利用土地空

间同时，促进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协同消纳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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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重点任务 

5.4.1加快农村公共充电网络布局 

按照适度超前、布局合理、智能便捷、快慢互济的原则，衔接国土空间

规划及乡村建设、村庄布局等规划，统筹结合乡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

集程度、充电需求等因素，细化编制电基础设施布局规划，推动地方配网

规划建设优化提升，明确各类充电设施布局规模、建设时序、停车用地需

求和充电容量等。构建家庭自用桩充电为主、公路沿线补充、目的地快充

为保障的乡村充电网络。有序推进道路沿线、驿站、商业建筑、交通枢纽

（场站）、文体场馆、大型超县、邮政网点、停车场等场所配置公共充电

设施，推动乡村全系列充电场景建设。 

2023-2025 年工作计划： 2025 年乡村地区累计建成公共充电桩 600 个

以上。 

 

图5-1 农村区域充电站 

5.4.2强化城区公共充电网络布局 

建立基于公共充电设施覆盖程度、总体利用率水平、区域车辆规模和

交通流量等指标的区域公共充电设施投资监测分析，对于利用率较高区域，

积极布局新建充电站，对于利用率较高的已有优势场站，及时开展场站改

扩建项目，引进最新充电技术方案，进一步提升单站服务能力和充电体验，

发挥场站规模效应。对覆盖不充分区域，可适度超前布局停车成本低、通

行便利区域的优质场所，采取分期建设模式，提高投资有效性。 

坚持从城市中心向边缘、从城市优先发展区域向一般区域逐步推进公

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在商业场所、文体场馆、办公园区等建筑物配

建的停车场以及交通枢纽、驻车换乘（P+R）等公共停车场建设公共充电基

础设施。积极推进具备条件的加油（气）站配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鼓励

建设运营企业利用自有或租赁土地建设集中式充换电站。适当新建独立占

地的公共充换电站。 

2023-2025 年工作计划：2025 年城区地区累计建成公共充电桩 600 个

以上。 

5.4.3打造旅游场景多层次充电体验 

在重点村落旅游景区、旅游集散中心、民宿、农家乐、康养度假地等停

车位开展覆盖多种车型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围绕楠溪江旅游度假

区打造海盐旅游充电场所建设示范；围绕乡村自驾游路线、公路沿线带加

大乡村充电设施建设力度；推进景区及旅游沿线周边具备条件的加油站、

停车场等场所落实充电桩建设；针对不同旅游场景的充电需求，积极打造

以慢充为主、应急快充为辅的民宿目的地充电，快慢结合的景点充电，及

快充为主、慢充为辅沿途补电充电网络及服务模式；做好充电设施同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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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观的结合，开展零碳景区零碳电、绿色移动充电车等新模式、新技

术应用，以多层次、多场景、多类型、多应用的方式，打造海盐全域“旅

游充电新体验”。 

2023-2025 年工作计划： 2025 年前实现 3A 及以上景区及等级民宿充

电设施覆盖率 100%，打造嘉兴旅游充电城市名片。 

 

图5-2 旅游景区充电设施 

5.4.4推动专用充电设施覆盖 

根据 2023 年 2 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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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启动

公共领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工作，试点期为 2023—2025 年。其

中，浙江作为第一类试点区域，根据通知要求，试点领域新增及更新车辆

中新能源汽车比例显著提高，城市公交、出租、环卫、邮政快递、城市物

流配送领域力争达到 80%。根据浙江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科技厅

《浙江省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到 2025 年，浙江力争公共

领域用车新能源比例国内领先，充换电服务便利性显著提高。《方案》提

出，新增或更新公交、出租、物流配送等车辆中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80%，

公务用车除特殊场景外新能源汽车采购占比达到 100%，力争公共领域用

车新能源比例国内领先，充换电服务便利性显著提高。2023-2025 年需重点

做好各类专用车辆充电设施建设，推动全领域专用充电设施覆盖。 

优先在公交、城/乡际客运、机场专线、旅游专线等定点定线运行公共

服务领域电动汽车停车场站配建充电基础设施，沿途合理建设独立占地的

充换电站。在出租、物流、分时租赁、公安巡逻等非定点定线运营的公共

服务领域，充分挖掘单位内部停车场站配建充电基础设施的潜力，结合城

市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实现内部专用设施与公共设施的高效互补。 

  

图5-3 机场新能源摆渡车 图5-4 新能源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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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充电设施网点布局规划

6.1城市地区充电设施布局规划 

依托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及存量停车场等土地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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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

武原街道、秦山街道、西塘街道等核心区域开展城市充电网络建设。2023-

2025 年，计划新建城市公共充电站 57 座，新增公共充电桩 859 根，其中

快充桩 268 根，慢充桩 591 个。 

1、秦山街道：2023-2025 年，计划新建城市公共充电站 19 座，新增公

共充电桩 165 个，其中快充桩 92 个，慢充桩 73 个。 

表6-1 2023-2025 年秦山街道规划项目表 

序

号 
站点名称 建设地址 类型 

直流

桩(个) 

交流

桩(个) 

投运时

间 

1 
海盐县秦山街道丰山村黄家山景区

充电站 

秦山街道丰山村黄家山

景区 

其他景区

及民宿 
5 0 2023/7 

2 海盐县秦山街道长丰未来社区 秦山街道长丰社区 其他 0 10 2024/12 

3 海盐县秦山街道永兴村充电站 秦山街道永兴村村委 其他 0 7 2024/12 

4 海盐县秦山街道新联村充电站 秦山街道新联村村委 其他 0 6 2024/12 

5 海盐县秦山街道丰山村充电站 秦山街道丰山村村委 其他 6 0 2024/12 

6 海盐县秦山街道北团村充电站 秦山街道北团村村委 其他 2 0 2024/12 

7 海盐县秦山街道许油车村充电站 秦山街道许油车村村委 其他 4 0 2024/12 

8 海盐县秦山街道落塘社区充电站 
秦山街道落塘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东侧停车场 
其他 4 0 2024/12 

9 海盐县秦山街道秦兴社区充电站 
秦山街道秦兴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 
其他 4 0 2024/12 

10 
海盐县秦山街道杨柳山社区篮球场

充电站 

秦山街道杨柳山社区篮

球场 
其他 4 0 2024/12 

11 海盐县秦山街道长川坝社区充电站 
秦山街道长川坝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停车场 
其他 8 0 2024/12 

12 海盐县秦山街道工业园区停车场充 秦山街道核电大道东段 其他 10 0 2024/12 

序

号 
站点名称 建设地址 类型 

直流

桩(个) 

交流

桩(个) 

投运时

间 

电站 

13 
海盐县秦山街道富民创业中心停车

场充电站 

秦山街道秦山大道旁富

民创业中心 
其他 4 0 2024/12 

14 海盐县秦山街道文溪坞景区充电站 
秦山街道永兴村文溪坞

景区 

其他景区

及民宿 
8 0 2024/12 

15 海盐县秦山街道农创园充电站 
秦山街道翁金线南侧农

创园 
其他 8 0 2024/12 

16 
海盐县秦山街道办事处东侧停车场

充电站 

秦山街道办事处东侧停

车场 
其他 10 0 2024/12 

17 
海盐县秦山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充电

站 

秦山街道核电大道 1190

号 
其他 5 0 2024/12 

18 
海盐县秦山街道未来生活广场建设

项目 

秦山街道东至科普路，

南至核电大道，西至百

尺南路，北至兴安路 

事业及商

业单位 
4 50 2024/12 

19 
海盐县秦山街道秦山街道永兴村充

电站 
秦山街道永兴村 其他 6 0 2023/7 

2、望海街道：2023-2025 年，计划新建城市公共充电站 5 座，新增公

共充电桩 49 个，其中快充桩 20 个，慢充桩 29 个。 

表6-2 2023-2025 年望海街道规划项目表 

序

号 
站点名称 建设地址 类型 

直流

桩

(个) 

交流

桩

(个) 

投运时

间 

1 
海盐县望海街道望海街道北荡未来

社区 

望海街道双桥路北荡佳

苑玫瑰苑西南侧北荡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停车场 

事业及商

业单位 
0 20 2023/7 

2 
海盐县望海街道望海街道金裕商业

中心 

望海街道人民医院(武原

分院)东侧 

事业及商

业单位 
2 6 2023/7 

3 
海盐县望海街道望海街道双桥村村

部充电站 
望海街道双桥村村部 其他 2 3 2023/12 

4 
海盐县望海街道望海街道青莲寺村

村部充电站 
望海街道青莲寺村村部 其他 4 0 2023/12 

5 海盐县望海街道广海快充驿站 
望海街道广海创业产业

园进门左侧 

事业及商

业单位 
12 0 2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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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原街道：2023-2025 年，计划新建城市公共充电站 24 座，新增公

共充电桩 505 个，其中快充桩 112 个，慢充桩 393 个。 

表6-3 2023-2025 年武原街道规划项目表 

序号 站点名称 建设地址 类型 

直流

桩

(个) 

交流

桩

(个) 

投运时

间 

1 海盐县光明社区海棠苑地下充电桩 
光明社区海棠苑地

下停车场 
其他 1 5 2024/12 

2 
海盐县光明社区菜场南停车场充电

桩 

光明社区菜场南停

车场 
其他 1 5 2024/12 

3 
海盐县光明社区蒋光街与光明路口

充电桩 

光明社区蒋光街与

光明路口 
其他 1 5 2024/12 

4 
海盐县光明社区新党群服务中心充

电桩 

光明社区新党群服

务中心 
其他 1 3 2024/12 

5 海盐县政务服务中心停车场 
武原街道政务服务

中心停车场 

事业及商业

单位 
12 0 2023/7 

6 海盐县武原街道城北邻里中心 
武原街道城北邻里

中心 

事业及商业

单位 
3 0 2024/12 

7 
海盐县武原街道天仙西苑红益村党

群中心 

武原街道红益党群

中心 
其他 2 0 2024/12 

8 海盐县武原街道南环综合楼 
武原街道南环综合

楼 

事业及商业

单位 
2 0 2024/12 

9 
海盐县武原街道康体活动中心（全

民健身中心）停车充电桩 

武原街道新桥路

西、枣园路北 

事业及商业

单位 
14 50 2024/12 

10 海盐县武原街道文化体育健身中心 
武原街道文化体育

健身中心 

事业及商业

单位 
4 22 2024/12 

11 海盐县武原街道三毛乐园景区 三毛乐园景区 
其他景区及

民宿 
3 3 2025/12 

12 
海盐县武原街道武原街道华星村村

部充电站 

武原街道华星村村

部 
其他 2 3 2023/12 

13 海盐县绮园景区充电站 绮园景区 4A 级景区 5 1 2024/12 

14 
海盐县武原街道城市经济产业配套

服务工程 

武原街道丰潭路北

侧、君原路西 

事业及商业

单位 
4 56 2024/12 

15 
海盐县武原街道北大街文化旅游街

区改造提升工程 
武原街道北大街 其他 10 49 2023/7 

16 海盐县武原街道嘉凯城极充站 

新桥北路 231 号海

盐嘉凯城停车楼二

楼 

事业及商业

单位 
4 0 2023/7 

17 
海盐县武原街道金辉商业中心充电

站 

武原街道盐北路与

城东路交汇处 

事业及商业

单位 
23 0 2023/7 

序号 站点名称 建设地址 类型 

直流

桩

(个) 

交流

桩

(个) 

投运时

间 

18 海盐县武原街道河滨小区充电站 勤俭南路 58 号 
事业及商业

单位 
0 18 2023/7 

19 
海盐县武原街道北大街文化旅游街

区 
北大街 

事业及商业

单位 
0 58 2023/7 

20 海盐县武原街道天鸿名都充电站 
武原街道天鸿名都

21 幢 302 
其他 0 1 2023/7 

21 
海盐县武原街道希力工业科技园区

充电站 

武原街道嘉兴希力

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其他 6 0 2023/7 

22 海盐县人民医院充电站 人民医院 
事业及商业

单位 
1 3 2023/7 

23 海盐县妇保院充电站 妇保院 
事业及商业

单位 
6 45 2023/7 

24 海盐县供销总社充电站 供销总社 
事业及商业

单位 
7 66 2023/7 

 

4、西塘桥街道：2023-2025 年，计划新建城市公共充电站 8 座，新增

公共充电桩 140 个，其中快充桩 44 个，慢充桩 96 个。 

表6-4 2023-2025 年西塘桥街道规划项目表 

序

号 
站点名称 建设地址 类型 

直流

桩(个) 

交流

桩(个) 

投运时

间 

1 
海盐县西塘桥街道文体商业邻里中

心停车场充电站 

西塘桥街道西场路

东侧、东西大道北

侧 

事业及

商业单

位 

15 0 2025/12 

2 
海盐县西塘桥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停

车场 

西塘桥街道清湖路

东侧、东海大道南

侧 

事业及

商业单

位 

14 0 2025/12 

3 
海盐县西塘桥街道海盐经济开发区

立体停车库 

西塘桥街道中港路

北侧、科双厂房西

侧 

事业及

商业单

位 

9 50 2023/12 

4 
海盐县中石化武原加油站公共充电

站 

西塘桥街道海盐风

向标服装有限公司 
加油站 2 0 2023/7 

5 
海盐县中石化第六加油站公共充电

站 

西塘桥街道海盐风

向标服装有限公司 
加油站 2 0 2023/7 

6 
海盐县中石化东海加油站公共充电

站 

西塘桥街道海盐风

向标服装有限公司 
加油站 2 0 2023/7 

7 海盐县西塘桥街道文体中心充电站 西塘桥街道(西塘桥 其他景 0 26 2023/7 



 

                            29 
 

海盐县电动汽车充电基础 

设施布局规划 6.充电设施网点布局规划 

序

号 
站点名称 建设地址 类型 

直流

桩(个) 

交流

桩(个) 

投运时

间 

街道)文化体育中心 区及民

宿 

8 海盐县西塘桥卫生院充电站 西塘桥卫生院 

事业及

商业单

位 

0 20 2023/7 

 

 

 

图 6-1 海盐县 2025 年城市地区公共充电站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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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乡村地区充电设施布局规划 

6.2.1中心村及未来乡村 

截止 2022 年底，海盐县共有中心村及未来乡村 11 个，其中中心村 8

个，未来乡村 3 个。计划 2023-2025 年，中心村及未来乡村场景共规划新

建公共充电站 15 座，新增公共充电桩 67 个，其中快充充电桩 60 个，慢充

充电桩 7 个，中心村及未来乡村场景公共充电站点明细如下所示。 

表6-5 2023-2025 年乡镇片区中心村及未来乡村规划项目表 

序

号 
站点名称 建设地址 类型 

直流

桩(个) 

交流

桩(个) 
投运时间 

1 海盐县百步镇得胜村村委会充电站 得胜村村委会 中心村 2 0 2023/12 

2 海盐县百步镇横港村村委会充电站 横港村村委会 中心村 4 3 2023/7 

3 海盐县澉浦镇保山村村部充电站 
澉浦镇保山村村

部 
中心村 2 0 2024/12 

4 海盐县澉浦镇永乐村村部充电站 
澉浦镇永乐村村

部 
中心村 2 0 2023/12 

5 海盐县澉浦镇紫金山村村部充电站 
澉浦镇紫金山村

村部 
中心村 4 0 2023/7 

6 海盐县澉浦镇六里村村部充电站 
澉浦镇六里村村

部 

未 来 乡

村 
3 0 2023/7 

7 海盐县澉浦镇紫金山村村委充电站 澉浦镇紫六路 1号 中心村 0 4 2023/7 

8 
浙江沈海盐县沈荡镇聚金村村民委充

电站 
聚金村村民委 中心村 2 0 2023/12 

9 
海盐县通元镇滕经村党群服务中心充

电桩 

滕经村党群服务

中心 
中心村 2 0 2023/12 

10 海盐县通元镇丰义村充电桩 
澉浦镇丰义村村

部 

未 来 乡

村 
4 0 2023/7 

11 
海盐县通元镇雪水港村党群服务中心

充电桩 
雪水港村村部 中心村 3 0 2023/7 

12 
海盐县于城镇江渭村村民委员会充电

站 

于城镇江渭村村

民委员会停车场 
中心村 8 0 2024/12 

13 
海盐县于城镇江渭村江云花苑小区充

电站 

于城镇江渭村江

云花苑小区内 
中心村 8 0 2024/12 

14 
海盐县于城镇江渭村渭源茗居小区充

电站 

于城镇江渭村渭

源茗居小区内 
中心村 8 0 2024/12 

序

号 
站点名称 建设地址 类型 

直流

桩(个) 

交流

桩(个) 
投运时间 

15 
海盐县于城镇江渭村朱沙堰小区充电

站 

于城镇江渭村朱

沙堰小区内 
中心村 8 0 2024/12 

 合计   60 7  

 

6.2.2景区及民宿 

截止 2022 年底，海盐县乡村地区共有 3A 及以上景区 3 个。计划 2023-

2025 年，围绕景区及民宿场景共规划新建公共充电站 3 座，新增公共充电

桩 20 个，其中快充充电桩 10 个，慢充充电桩 10 个，至 2025 年底实现等

级以上景区及民宿场景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景区及民宿场景公共充电站

点明细如下所示。 

表6-6 2023-2025 年乡镇片区景区及民宿规划项目表 

序

号 
站点名称 建设地址 类型 

直流桩

(个) 

交流桩

(个) 

投运时

间 

1 
海盐县澉浦镇南北湖风景区东门充

电站 
南北湖风景区东门 

4A 级景

区 
4 0 2023/7 

2 海盐县通元镇海伦庄园景区 海伦庄园景区 
其他景区

及民宿 
4 0 2025/12 

3 海盐县通元镇丰义景区充电桩 丰义景区 
其他景区

及民宿 
2 10 2023/7 

 合计   10 10  

 

6.2.3道路沿线 

计划 2023-2025 年，围绕国省道、四好农村等公路沿线场景共规划新

建公共充电站 5 座，新增公共充电桩 49 个，均为快速充电桩，公路沿线场

景公共充电站点明细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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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 2023-2025 年乡镇片区道路沿线规划项目表 

序

号 
站点名称 建设地址 类型 

直流桩

(个) 

交流桩

(个) 

投运时

间 

1 
海盐县沈荡镇沈荡酿造东侧停车场

充电站 

沈荡镇镇东路沈荡

酿造东侧停车场 
道路沿线 15 0 2023/7 

2 
海盐县沈荡镇沈荡中学南停车场充

电站 

沈荡镇宋坡西路沈

荡中学对面停车场

内 

道路沿线 3 0 2024/12 

3 
海盐县通元镇通元镇红星路南侧社

会停车场 

通元镇红星路南侧

社会停车场 
道路沿线 15 0 2023/7 

4 海盐县通元镇快充一号充电站 

通元镇联新村倪家

三号（525 国道

旁） 

道路沿线 4 0 2025/12 

5 
海盐县于城镇纳百川新材料园区充

电站 

武原街道海盐纳百

川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道路沿线 12 0 2023/7 

 合计   49 0  

6.2.4乡村选建场景 

计划 2023-2025 年，围绕加油站、美丽乡村精品村、规模及以上工业

企业场景共规划新建公共充电站 66 座，新增公共充电桩 277 个，其中快充

充电桩 214 个，慢充充电桩 63 个，至 2025 年底实现公路沿线场景公共充

电设施全覆盖。乡村选建场景的公共充电站点明细如下所示。 

表6-8 2023-2025 年乡镇片区选建场景规划项目表 

序

号 
站点名称 建设地址 类型 

直流桩

(个) 

交流桩

(个) 

投运时

间 

1 海盐县百步镇五丰村村委会充电站 五丰村村委会 其他 2 0 2023/7 

2 海盐县百步镇农丰村村委会充电站 农丰村村委会 其他 2 0 2024/12 

3 海盐县百步镇逍恬村村委会充电站 逍恬村村委会 其他 1 0 2024/12 

4 海盐县百步镇新升村村委会充电站 新升村村委会 其他 2 0 2024/12 

5 海盐县百步镇桃北村村委会充电站 桃北村村委会 其他 2 0 2024/12 

6 海盐县百步镇百步成校充电站 百步镇百步成校 其他 2 0 2025/12 

7 海盐县百步镇工业社区充电站 百步镇工业社区 其他 2 0 2023/12 

8 海盐县百步镇友邦充电站 百步镇友邦 其他 0 7 2024/12 

9 海盐县百步镇云时代充电站 百步镇云时代 其他 0 3 2024/12 

序

号 
站点名称 建设地址 类型 

直流桩

(个) 

交流桩

(个) 

投运时

间 

10 海盐县百步镇百联村村委会充电站 百联村村委会 其他 2 6 2024/12 

11 海盐县百步镇通汇公园充电站 百步镇通汇公园 其他 2 0 2024/12 

12 海盐县百步镇广海五丰快充站 
五丰商贸中心西 50

米 
其他 6 0 2023/7 

13 
海盐县百步镇美电快充-1 号店充电

站 

南王公路与嘉绍连

接线交叉路口往北

约 50 米 

其他 1 0 2023/7 

14 海盐县百步镇云鼎广场充电站 
百步大道水景绿苑

西侧约 280 米 
其他 5 0 2023/7 

15 海盐县百步镇百步亭路充电站 百步镇人民政府 其他 2 2 2023/7 

16 海盐县澉浦镇镇中村村部充电站 澉浦镇镇中村村部 其他 2 0 2023/7 

17 海盐县澉浦镇澉浦村村部充电站 澉浦镇澉浦村村部 美丽乡村 7 0 2023/7 

18 海盐县澉浦镇澉东村村部充电站 澉浦镇澉东村村部 其他 2 0 2024/12 

19 海盐县那北湖村村部充电站 那北湖村村部 其他 2 0 2024/12 

20 海盐县澉浦镇六忠村村部充电站 澉浦镇六忠村村部 其他 5 0 2024/12 

21 海盐县澉浦镇茶院村村部充电站 澉浦镇茶院村村部 其他 8 0 2025/12 

22 海盐县澉浦镇永新村村部充电站 澉浦镇永新村村部 其他 3 0 2023/12 

23 海盐县澉浦镇六忠村村委充电站 六里 1 号桥北 50 米 其他 0 5 2023/7 

24 海盐县澉浦镇澉浦村充电站 澉浦镇人民政府 美丽乡村 2 0 2023/7 

25 
浙江沈海盐县沈荡镇横泾村村民委

充电站 
横泾村村民委 其他 2 0 2023/7 

26 
浙江沈海盐县沈荡镇中钱村村民委

充电站 
中钱村村民委 其他 2 0 2023/7 

27 
浙江沈海盐县沈荡镇白漾村村民委

充电站 
白漾村村民委 其他 2 0 2023/7 

28 
浙江沈海盐县沈荡镇尤甪村村民委

充电站 
尤甪村村民委 其他 2 0 2023/7 

29 
浙江沈海盐县沈荡镇永庆村村民委

充电站 
永庆村村民委 美丽乡村 2 0 2023/7 

30 
浙江沈海盐县沈荡镇董司村村民委

充电站 
董司村村民委 其他 2 0 2023/7 

31 
浙江沈海盐县沈荡镇五圣村村民委

充电站 
五圣村村民委 其他 2 0 2023/7 

32 
浙江沈海盐县沈荡镇新丰村村民委

充电站 
新丰村村民委 其他 2 0 2024/12 

33 
浙江沈海盐县沈荡镇庄星村村民委

充电站 
庄星村村民委 其他 2 0 2024/12 

34 
浙江沈海盐县沈荡镇万胜村村民委

充电站 
万胜村村民委 其他 2 0 20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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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站点名称 建设地址 类型 

直流桩

(个) 

交流桩

(个) 

投运时

间 

35 
海盐县通元镇联新村党群服务中心

充电桩 

联新村党群服务中

心 
其他 2 0 2023/12 

36 
海盐县通元镇镇北村党群服务中心

充电桩 

镇北村党群服务中

心 
其他 2 0 2024/12 

37 
海盐县通元镇浦漾村党群服务中心

充电桩 

浦漾村党群服务中

心 
其他 2 0 2023/12 

38 
海盐县通元镇长山河村党群服务中

心充电桩 

长山河村党群服务

中心 
其他 2 0 2024/12 

39 
海盐县通元镇良贤村党群服务中心

充电桩 

良贤村党群服务中

心 
其他 1 0 2024/12 

40 
海盐县通元镇育才村党群服务中心

充电桩 

育才村党群服务中

心 
其他 1 0 2024/12 

41 
海盐县通元镇新拱村党群服务中心

充电桩 

新拱村党群服务中

心 
其他 2 0 2024/12 

42 
海盐县通元镇通北村党群服务中心

充电桩 

通北村党群服务中

心 
其他 2 0 2024/12 

43 
海盐县通元镇通元村党群服务中心

充电桩 

通元村党群服务中

心 
其他 1 8 2023/7 

44 
海盐县通元镇三友村党群服务中心

充电桩 

三友村党群服务中

心 
其他 1 2 2025/12 

45 
海盐县通元镇张桥村党群服务中心

充电桩 

张桥村党群服务中

心 
其他 0 3 2025/12 

46 海盐县通元镇通元镇便民服务中心 通元镇镇北路 52 号 其他 0 2 2023/7 

47 
海盐县通元镇消防营房及县培训中

心 
通元大道 1008 号 其他 2 12 2025/12 

48 海盐县通元镇通元镇矛盾调解中心 
通元大道与诚贸路

交叉口东约 120 米 
其他 2 0 2023/12 

49 海盐县通元镇海伦花城 
育才路与兴通路交

叉口东北 200 米 

事业及商

业单位 
0 10 2023/7 

50 
海盐县通元镇成彩春晓商务宾馆充

电站 

元镇石泉勤奋路成

彩春晓商务宾馆 
其他 2 0 2025/12 

51 
海盐县于城镇鸳鸯村村民委员会充

电站 

于城镇鸳鸯村村民

委员会停车场 
其他 8 0 2025/12 

52 
海盐县于城镇何家村村民委员会充

电站 

于城镇何家村村民

委员会停车场 
其他 8 0 2025/12 

53 
海盐县于城镇庄家村村民委员会充

电站 

于城镇庄家村村民

委员会 
其他 8 0 2023/7 

54 
海盐县于城镇吕冢村村民委员会充

电站 

于城镇吕冢村村民

委员会内 
其他 8 0 2025/12 

55 
海盐县于城镇构滕村窑塘景苑小区

充电站 

于城镇构滕村窑塘

景苑小区内 
其他 8 0 2023/7 

序

号 
站点名称 建设地址 类型 

直流桩

(个) 

交流桩

(个) 

投运时

间 

56 
海盐县于城镇八字村村民委员会充

电站 

于城镇八字村村民

委员会 
其他 8 0 2023/7 

57 
海盐县于城镇于城镇构塍村村部充

电站 
于城镇构塍村村部 美丽乡村 4 3 2023/7 

58 
海盐县于城镇八字村千福明珠苑小

区充电站 

于城镇八字村千福

明珠苑小区内 
其他 8 0 2023/7 

59 
海盐县于城镇三联村村民委员会充

电站 

于城镇三联村村民

委员会 
其他 4 0 2023/7 

60 
海盐县于城镇鸳鸯村鸳鸯新居小区

充电站 

于城镇鸳鸯村鸳鸯

新居小区内 
其他 8 0 2023/7 

61 
海盐县于城镇庄家村庄湖南苑小区

充电站 

于城镇庄家村庄湖

南苑小区内 
其他 8 0 2023/7 

62 
海盐县于城镇三联村金桥花苑小区

充电站 

于城镇三联村金桥

花苑小区内 
其他 8 0 2023/7 

63 
海盐县于城镇吕冢村吕锦南苑小区

充电站 

于城镇吕冢村吕锦

南苑小区 
其他 8 0 2023/7 

64 
海盐县于城镇何家村新农村小区充

电站 

于城镇何家村新农

村小区内 
其他 4 0 2025/12 

65 
海盐县于城镇构滕村村民委员会充

电站 

于城镇构滕村村民

委员会 
其他 8 0 2023/7 

66 海盐县于城镇广海三联快充站 三联村村委会 美丽乡村 2 0 2024/12 

 合计   21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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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海盐县 2025 年乡村公共充电站分布图 

6.3其他场景布局方案 

6.3.1 专用充电设施规划方案 

“十四五”期间，海盐新增专用充电桩 56 个，其中规划物流专用充电

站 4 座，充电桩 30 个；规划环卫专用充电站 1 座，充电桩 20 个；规划公

交专用充电站 1 座，充电桩 6 个。海盐县规划专用充电站点明细如下表所

示。 

表6-9 “十四五”期间海盐县专用充电站规划项目表 

序号 站点名称 建设地址 类型 

直流

桩

(个) 

交流

桩

(个) 

投运时

间 

1 
海盐现代放心配送中心

充电站 

海盐县吉意路与兴欣大道交

叉路口往西 
物流（专用） 0 15 2024/12 

2 天地华宇物流充电站 
海盐县湖盐线海盐县百步小

学南侧约 170 米 
物流（专用） 0 5 2024/12 

3 
浙江钱塘港口物流充电

站 
海盐县杨核线 物流（专用） 0 5 2023/12 

4 武原街道环卫所充电站 海盐县新兴路 216 号 环卫（专用） 0 20 2023/12 

5 凯途物流充电站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

X331(翁金线) 
物流（专用） 0 5 2025/12 

6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百

步镇汽车站充电站 
百步镇汽车站 公交（专用） 6 0 2023/7 

 合计   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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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小结 

2023-2025 年，海盐县计划新增各类公共电动汽车充电站点 146 座，预

计到 2025 年底，海盐县共有各类充电桩总数量 8770 个，车桩比 1.4:1，海

盐县电动汽车充电桩数量及车桩比情况如下表。 

表6-10 海盐县电动汽车充电桩数量及车桩比分布 

指标 海盐县 

预测电动汽车保有量（辆） 12258 

2025 年充电桩总数（个） 8770 

其中：公共充电桩（个） 1703 

其中：专用充电桩（预计）（个） 150 

其中：自用充电桩（预计）（个） 6917 

2025 年车桩比 1.4:1 

 

表6-11 海盐县电动汽车充电桩 2023-2025 年规划数量表 

街道/镇 交流桩数量（个） 交流桩数量（个） 总计 

百步镇 37 21 58 

澉浦镇 48 9 57 

秦山街道 92 73 165 

沈荡镇 40 0 40 

通元镇 56 47 103 

望海街道 20 29 49 

武原街道 112 393 505 

西塘桥街道 44 96 140 

于城镇 154 3 157 

总计 603 671 1274 

 

 

 

 

图 6-3 海盐县 2025 年公共充电站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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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海盐吾悦广场多功能充电站 

海盐吾悦广场位于海盐县武原街道，东至中兴路，西至规划道路，南

至枣园西路，北至柳家路（规划道路），占地面积为 53357 平方米，建筑

面积 211403 平方米，主体层数为 3-27 层，主体高度为最矮 30 米、最高 80

米，是海盐最具特色的城市广场和休闲娱乐中心。目前该广场已经建设了

蔚来超充站(海盐吾悦广场站)，下一步特斯拉超充站吾悦广场也计划在该

处落地，从而打造具有快充、换电、餐饮、娱乐等多种充电和娱乐功能的

多功能充电站。 

1、蔚来超充站(海盐吾悦广场站) 

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枣园西路与中兴路交叉口西北侧地下一层 B 区，

站内现有可提供高功率的快速充电设备，现有 10 个超级快充桩，可以快速

给蔚来及其他品牌电动汽车充电，并可根据不同的车型和电池容量，充电

速度可以达到车辆最大充电功率的一部分，从而节省充电站的等待时间。

同时该处蔚来超充站同时提供其他服务，比如休息区、咖啡厅、WiFi 等，

以方便用户在充电过程中的休息和娱乐。 

2、特斯拉超充站吾悦广场(吾悦广场海盐店) 

计划“十四五”后期，海盐吾悦广场将新建一座特斯拉 V3 超充站，采

用了第三代超级充电技术，最大输出功率可达到 250 千瓦，可以为特斯拉

电动车提供更快速的充电能力； V3 超充站采用液冷技术来有效地管理和

散热，以确保持续高功率输出，提高充电效率；支持特斯拉车辆之间的分

享充电能力，即一辆车的充电速率可以将部分功率分享给其他正在充电的

车辆，提高了充电效率和便利性，通过智能调度和优先分配，最大程度地

缩短充电等待时间，提供更高的充电效率。 

 
 
 

 

图7-1 海盐吾悦广场多功能充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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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海盐“电车驿站”多功能公共充电站 

海盐“电车驿站”公共多功能充电站位于海盐县城新桥北路与长寿路

交叉口，充电区内安装有 9 台一机二充的充电桩，可以同时满足 18 辆电动

汽车的充电需求。站内划分了充电区、待充区、休息服务区三个功能区块，

日常家用车平均一小时即可从零充满，等待充电期间，车主可以前往休息

服务区，里面设有沙发、开水间、卫生间、自助售货机等，充分享受一站

式、全方位的充电服务，该站点的头晕有效改善了海盐电动汽车充电难、

排队时间长的状况。 

充电站还在充电区的顶棚上安装了约 160kWp（峰值总功率）的光伏

发电系统。平均每天发电 500 度，再结合国家电网的供电，可以满足充电

站的运行需求，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号召，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图7-2 海盐“电车驿站”多功能公共充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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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投资及成效评估

8.1建设和投资规模 

“十四五”期间，海盐县共新建公共充电桩 1274 个，总功率 35671kW。

其中：直流桩 603 个，总功率 30960kW；交流桩 671 个，总功率 4711kW。

充电设施各年度新建规模详见下表。 

表 8-1 规划年充电设施新建规模单位：个、kW 

年份 直流桩数量 交流桩数量 总数 

2023 年 236 238 474 

2024 年 254 230 484 

2025 年 113 203 316 

总计 603 671 1274 

参照现有各类典型充电设施建设单站、单桩造价，对充电站、分散式

直流充电桩、分散式交流充电桩等充电设施的工程造价，交流充电桩的产

品价格取 0.5 元/瓦，直流充电桩的产品价格和施工成本分别取 0.5 元/瓦和

1 元/瓦。 

表 8-2 充电设施典型造价 

类型 产品价格 施工成本 合计 

交流充电桩 0.5 元/瓦 --- 0.5 元/瓦 

直流充电桩 0.5 元/瓦 1 元/瓦 1.5 元/瓦 

结合前文对海盐“十四五”期间充电需求预测结果及各年度电动汽车

充电站建设情况。至 2025 年，公共充电设施共投资 4305.1 万元。分年度

投资情况见下表。 

 

表 8-3 规划年公用充电设施投资规模单位：万元 

类型 直流桩 交流桩 合计 

2023 1593 83.3 1676.30  

2024 1714.5 80.5 1795.00  

2025 762.75 71.05 833.80  

合计 4070  235  4305.10  

 

8.2规划方案评估 

8.2.1社会效益 

2023-2025 年，海盐县共新建公共充电站 146 座，新建公共充电桩共

1274 个，直流充电桩 603 个，交流充电桩 671 个。核心区平均服务半径为

1.4 公里左右，满足区域内 12258 辆（预测值）电动汽车充电需求。项目实

施后可有效缓解电动汽车的找桩难、充电难问题，提升重点地区公共充电

服务能力，增强社会对使用电动汽车的信心和意愿；补强公共充电网络覆

盖范围，增强公共充电设施的普惠服务基础能力，推动电动汽车向乡村地

区延伸发展。提升城市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做出贡献。 

8.2.2环境效益 

本规划实施后，按电动汽车产销量目标计算，至“十四五”末期可实

现电动汽车年充电电量 2432 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替代燃油 1377 万升，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过 503 万 kg。可直接有效的降低尾气排放，改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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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表 8-4 传统汽车与电动汽车的排放对比分析 

污染物 传统汽车排放（kg/100km） 电动汽车排放（kg/100km） 

CO 0.0394 0 

HC 0.0046 0 

NO2 0.0022 0.041 

CO2 16.85 11.6358 

SO2 0.0022 0.02838 

8.2.3经济效益 

按目前充电电价公交 1.0 元/千瓦时，民用 1.5 元/千瓦时测算，从 2025

年开始，每年可为电动汽车持有者节省约 3640 元的车辆能源费用；充电设

施利用率由 2022 年的 4.1%提升至 2025 年的 5.9%，可为电动汽车运充电

设施营企业带来约 566 万元的充电费用净收入，充电设施可持续发展水平

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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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结论和建议 

9.1结论 

截止 2022 年底海盐县共有电动汽车 3064 辆，公共充电桩 429 个。随

着电动汽车的普及及政策推动，预计 2025 年海盐县电动汽车保有量 12258

辆，2023-2025 年年均增长 58.7%，其中私家车达到 11528 辆，2023-2025

年年均增长 59.48%；预计 2025 年公共充电量 1360.33 万千瓦时，共需公

共充电桩 1302 个。 

计划 2023-2025 年共新建公共充电桩 1274 个，其中城市 859 个，乡村

415 个，总投资 4305.1 万元。项目实施后车桩比 1.4:1，公共车桩比 6.9:1，

城市充电服务半径缩短至 1.2 千米，农村缩短至 4.6 千米。实现海盐全域公

共充电设施“镇镇通、乡乡通”，有力推动电动汽车下乡及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升。 

表 9-1 海盐县充电设施建设成效对比表 

类型 
电动汽车（万

辆） 

公共充电桩

（个） 
公共车桩比 

充电服务半径（km） 

城市 农村 

2022 年 3064 429 5.8:1 4.4 6.7 

2025 年 12258 1703 6.9:1 1.2 4.6 

同比增长 58.7% 58.34% - - - 

9.2建议 

一是多措并举推动乡村充电设施建设。统筹规划引导各类运营商有序

投资布点。在保障充电、盈利较难地区，由政府采取特许经营等模式限制

热点区域重复投资，通过补贴或“冷热搭配”等方式引导景区、乡村等区

域适度超前建设，避免公共充电设施冷热不均，边远地区无人问津，同时

也可有效指导配套电网建设规划和落地，促进电网提前布局和精准投资；

优化充电网络建设布局，加强小区、办公场所、园区、乡村桩等目的地充

电桩建设，合理配置快、慢充电桩数量及接入位置，确保充电设施的合理

分布，避免充电设施“先来先接”，实现“公用专用一张网”；统筹组织

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社区及乡村充电设施投资建设运营，在用地保障、财

政补贴、专项政策等方面给予专项倾斜支持，多措并举化解充电需求和停

车需求矛盾，逐步实现社区和乡镇的充电全覆盖。 

二是强化乡村公共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市场化方式投资建设乡村地区

公共充电设施，优先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交通枢纽、民宿景区等区域以市

场化方式投资建设乡村公共充电设施，确保乡村充电设施“有人建”；推

进充电设施数字化精准应用、智能化分层智治、精细化管控，探索乡村地

区社会化运营模式，确保乡村充电设施“有人管”；拓宽引流渠道，加强

与周边民宿、景区、餐饮等合作联动相互引流，提升用户充电体验，确保

乡村充电设施“可持续”。推动乡村充电设施接入政府监管平台，支撑主

管部门通过实时数据监测等手段，监督运营商有序开展充电设施建设、运

营，对僵尸桩、摆设桩等“只建不管”的投机行为督办并治理，确保乡村

充电设施“可监测”。 

三是开展不同场景下的充电设施多样化建设。创新景区、乡村充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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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模式，建设一批新形式、高科技、环境友好型充电桩，创新景区、

乡村充电设施建设模式，开展多用途充电桩、智慧路灯充电、景充互补、

农充互补等多样化场景的示范建设。 

四是推广智能有序充电新模式。探索新能源汽车参与电力市场、辅助

服务的实施路径，研究完善新能源汽车消费和储放绿色电力的交易和调度

机制；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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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

推广智能充电桩、充电功率柔性分配技术在公共、社区等场所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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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022 年海盐县充电站明细表 

序号 充电站名称 站点类型 
所在乡镇或街

道 
站址位置 直流桩数 交流桩数 充电桩总数 

1 广海三联快充站 公共 于城镇 三联村村委会 2 0 2 

2 卓越绿站嘉兴海盐润家商贸广场充电站 公共 武原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联翔路 883 号润家商贸广场地面停车场 10 0 10 

3 卓越绿站嘉兴海盐宾馆充电站 公共 武原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文昌社区海滨东路 35 号绮园商业街地面停车场 10 0 10 

4 卓越绿站嘉兴海盐北岸广场充电站 公共 西塘桥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西塘街道北岸广场地面停车场 10 0 10 

5 特来电海盐于城镇镇中桥西北侧社会停车场充电站 公共 于城镇 嘉兴市海盐县于城镇文曲路 73 号 14 0 14 

6 沈海高速北岸服务区充电站（海口方向） 公共 西塘桥街道 沈海高速北岸服务区充电站（海口方向） 0 4 4 

7 沈海高速北岸服务区充电站（沈阳方向） 公共 西塘桥街道 沈海高速北岸服务区充电站（沈阳方向） 0 4 4 

8 嘉兴市海盐县南北湖风景区东大门停车场充电站 公共 澉浦镇 嘉兴市海盐县南北湖景区东门停车场内 7 0 7 

9 快充一号充电站 公共 通元镇 通元镇联新村倪家三号（525 国道旁） 4 0 4 

10 海盐紫金山村村委充电站 公共 澉浦镇 澉浦镇紫六路 1 号 0 4 4 

11 海盐六忠村村委充电站 公共 澉浦镇 六里 1 号桥北 50 米 0 5 5 

12 广海景区北快充站 公共 澉浦镇 海盐县 X119 中石化海盐第六加油站 2 0 2 

13 海盐县锦绣佳苑充电站 
公共（小区

专用） 
于城镇 嘉兴市海盐县于城镇锦绣佳苑景丽茗苑 3 104 107 

14 沈海高速北岸服务区充电站扩建（海口方向） 公共 西塘桥街道 沈海高速北岸服务区充电站（海口方向） 4 0 4 

15 沈海高速北岸服务区充电站扩建（沈阳方向） 公共 西塘桥街道 沈海高速北岸服务区充电站（沈阳方向） 4 0 4 

16 海盐纳百川新材料园区充电站 公共 于城镇 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海盐纳百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2 0 12 

17 嘉兴海盐港区站 公共 西塘桥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西塘桥街道滨海大道 3500 号（浙江石油加油站） 2 0 2 

18 嘉兴海盐秦山新市站 公共 秦山街道 嘉兴市秦山街道武袁公路 433 段浙江石油 2 0 2 

19 嘉兴海盐县中石化城南加气站公共充电站 公共 武原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盐湖西路 2655 号 0 2 2 

20 嘉兴海盐东欣大厦充电站 公共 武原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东林路东欣大厦 2 2 4 

21 广海快充驿站 公共 望海街道 望海街道广海创业产业园进门左侧 12 0 12 

22 嘉兴市海盐县百尺北路国家电网营业厅南充电站 公共 武原街道 海盐县百尺北路 98 号 4 0 4 

23 特来电嘉兴海盐猪猪星球景区停车场充电站 公共 望海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元通镇嘉盐公路电庄段 1588 号 15 0 15 

24 嘉兴海盐中钱站 公共 沈荡镇 嘉兴市海盐县沈荡镇嘉南公路沈荡段 600 号 2 0 2 

25 海盐县西塘桥卫生院交流充电站 公共 西塘桥街道 海盐县西塘桥街道新城路 936 号 0 20 20 

26 嘉兴市海盐县长安商业广场充电站 公共 望海街道 海盐县长安北路与东海大道（长安商业广场，东北角） 4 0 4 

27 海盐县通元雪水港村委会南停车场充电站 公共 通元镇 海盐县通元雪水港村委会南停车场 1 0 1 

28 望海加油站充电站 公共 望海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望海街道海盐大道 1211 号 4 0 4 

29 嘉兴市海盐县海兴东路配套停车场充电站 公共 武原街道 海盐县海兴东路与谢家路交叉口 8 0 8 

30 嘉兴市海盐县沈荡镇宋坡西路公共停车场充电站 公共 沈荡镇 海盐县沈荡镇宋坡西路公共停车场 4 0 4 

31 海盐县西塘桥公交停车场充电站（内部专用） 
公交（专

用） 
西塘桥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西塘桥街道西场路 127 号 4 0 4 

32 海盐县长安景苑充电站 公共 武原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长安路 124 号长安景苑 0 4 4 

33 海盐县长安南苑充电站 公共 武原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长安南路 52 号武原街道办事处 0 27 27 

34 海盐县武原街道天鸿名都充电站 公共 武原街道 武原街道天鸿名都 21 幢 302 0 1 1 

35 广海五丰快充站 公共 百步镇 五丰商贸中心西 50 米 6 0 6 

36 海盐县武源街道公交停车场充电站（内部专用） 
公交（专

用） 
武原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新桥北路 2800 号 40 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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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海盐县客运中心公交停车场充电站（内部专用） 
公交（专

用） 
武原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出海路 1555 号 30 0 30 

38 海盐元通荷花池景区东北停车场充电站 公共 望海街道 海盐元通荷花池景区东北停车场 0 3 3 

39 海盐县客运中心公交停车场二期充电站（内部专用） 
公交（专

用） 
武原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出海路 1555 号 25 0 25 

40 海盐县新桥路快速充电站 公共 武原街道 海盐县科技创业园新桥北路 333 号 18 0 18 

41 海盐元通荷花池景区西停车场充电站 公共 望海街道 海盐元通荷花池景区西停车场 0 3 3 

42 秦山核电一号充电站 公共 秦山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秦山大道 56 号 0 31 31 

43 秦山核电二号充电站 公共 秦山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秦山大道 56 号 0 6 6 

44 特来电海盐于城镇枫桥党群中心充电站 公共 于城镇 嘉兴市海盐县于城镇枫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华地观澜别院 6 0 6 

45 特来电海盐县官堂小学社会停车场充电站 公共 秦山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秦山街道兴安路官堂小学 12 0 12 

46 荣阳实业充电站 公共 西塘桥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西塘街道新城路 111 号 0 1 1 

47 两创中心产业园充电站 公共 西塘桥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海湾大道 19 号临港两创中心 0 10 10 

48 成彩春晓商务宾馆充电站 公共 通元镇 元镇石泉勤奋路 3 号成彩春晓商务宾馆 2 0 2 

49 美电快充-1 号店充电站 公共 百步镇 南王公路与嘉绍连接线交叉路口往北约 50 米 1 0 1 

50 云鼎广场充电站 公共 百步镇 百步大道水景绿苑西侧约 280 米 5 0 5 

51 嘉兴希力工业科技园区充电站 公共 武原街道 嘉兴市海盐县武原街道嘉兴希力工业科技有限公司 6 0 6 

 合计    297 231 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