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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未来所需要的新基建？

二．如何正确认识新基建？

三．如何实现新基建有效投资/最大化新基建后期价值？



什么是面向新能源智能汽车的基础设施体系？
− 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离不开新型基础设施的支持。根据《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和

《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可以分为充换电基础设施、氢能基础设施、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和智能汽车基础
设施

面向新能源智能汽车的基础设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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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的推进面临技术和场景的双重选择

技术层面 场景层面

充换电网络
10kW交流

100kW+直流
350kW超充 无线充电

• 快充：特大城市公共充电、高速公路
• 换电：运营车辆、高速公路
• 无线充电：自动泊车场景

氢燃料供给体系 35MPa 70MPa 液氢 示范站 混合站 分布式社区站

车路协同+通讯
LTE

DSRC
5G

NB-IOT
封闭测试场 示范区

高精度定位 亚米级 厘米级 车载导航 自动驾驶

高精度地图
亚分米级 厘米级

专业采集 众包更新

高速公路
停车场

城区

云控基础平台 中心云+边缘云数据中心+APP

智能交通
城市路口
高速ETC

车路协同

升级

高清视频 AI+大数据



三年新基建主流技术场景判断

7-10kW
交流充电桩

100+kW
直流充电桩

换电站

35/70MPa
独立加氢站

油气混合站

封闭试验场

智能网联示范区ETC
高速+停车场

RTK基站 高速/快速路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

充换电网络 加氢基础设施 智能交通 车路协同V2X 高精度定位 高精度地图

智能交通管控

• 高精度定位服务覆
盖汽车、无人机等
多个行业领域，不
在本报告做专门测
算

• 独立站主要是建设
运营主体存在差
异，上游设备类
似，因此做统一测
算

公共充电桩



新基建的发展现状与增量逻辑
2019 发展现状 2022增量逻辑

交流充电桩

直流充电桩

+75183台

+53755台

• 2019年新能源汽车与公共充电桩增量比值为
9.36

• 公共交、直流桩保有量比值长期维持6:4

• 2022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接近200万辆
• 新能源汽车与公共充电桩增量比值推进到8，

交、直流桩增量比推进到5:5

+125000台

+125000台

换电站 306座
• 充电模式还处在探索阶段
• 换电模式应用于运营车辆和私家车领域

• 新能源运营车辆的增加
• 换电运营商推动：北汽计划2022年建成3000

座光储换电站；蔚来计划2020年建成1100座
换电站

4000座

独立加氢站

油气混合站
+29座

• 2019年国内新增加氢站29座，截止2019年底
全国投入运营加氢站52座

• 2019年国内氢燃料电池销售量2737辆

• 2022年我国氢燃料电池汽车运营规模5000辆
• 财政补贴推动加氢站建设
• 路线图预计2025年加氢站达到300座

+50座

• 国家级智能网联示范区接近20个，地方级测试
示范点40余个

• 示范区/试点基本覆盖全国的所有的一线城市及
部分二线城市

• 开放测试道路按照国家级100km，地方级
10km进行测算，V2X测试道路按照10%推测

封闭试验场

示范区

V2X测试道路

>20个

60个

240公里

• 国内自动驾驶测试需求旺盛，但自动驾驶测试
场建设数量不足

• 示范区数量进一步增加，全面覆盖一二线城市
和部分三线城市

• 各示范区开放测试道路长度增加，支持V2X测
试的覆盖率提升至30%

30个

80个

4800公里

ETC

• 10月底完工24588套ETC门架系统建设和
48211条ETC车道改建

• 改造完工率达到93.02%，12月20日前全部完
工

26400套

• 高速场景增量因政策驱动基本结束
• 政策鼓励ETC进入停车场景，但在线下存在技

术路径分化，识别手段与车牌识别竞争，支付
手段与支付宝、微信竞争

• 1100万个停车场，按5%渗透率，5年推进周
期

66万套

高精度地图 • 高精地图的搭载处于起步阶段
• 智能网联汽车新车销量占比提升，2025年达到

30%，2022年按照20%预测
500万套

智能交通管控 +157.06亿
• 2019年智能交通交管千万项目市场规模

157.057亿，同比下降4.84%
• 城市交通管控步入存量市场，但存在运维和智

能化升级机会，如高清视频升级为AI视频
+170亿



三年新基建的投资潜力判断

增
速

三年累计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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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规模
高增长

高潜力



新基建场景下的产业新动能分析

直流充电桩

新基建场景 新动能链条分析

直流充电桩 直流充电模块 功率器件
IGBT

SiC

智能交管系统 AI视频监控 镜头

图像传感器

高清摄像头

AI算法

AI芯片

停车场ETC 路侧单元RSU

V2X车路协同

RSU天线

RSU控制器 射频芯片

路侧单元RSU

边缘计算单元

路侧传感器

通信模组 通信芯片

高精度地图 有资质图商



汽车新基建场景下的产业新动能规模预测

2019（亿元） 2022（亿元） 增量（亿元） 增长率（%）

直流充电桩

智能交管系
统

停车场ETC

V2X车路协
同

高精地图

新基建 新动能

77.4 180 102.6 32

15.48 36 20.52 32

7.5 45 37.5 82

2.7 16.2 13.5 82

直流充电桩

IGBT（桩端）

AI视频监控

图像传感器

AI芯片

ETC RSU

ETC 芯片

路侧单元RSU

路侧模组

边缘计算单元

高精度地图

路侧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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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80 76.5 184

1.23 28 26.77 184

1.14 26 24.86 184



国内新基建概念企业梳理

充电桩

加氢站

智能交管

ETC场景

V2X车路协
同

高精度地图

上市企业 未上市企业

国电南瑞 特锐德 英可瑞

中恒电气 盛弘股份 万马股份

星星充电

普天新能源

奥东新能源

美锦能源 东华能源 雄韬股份 氢枫能源 舜华新能源 国富氢能

易华录 银江股份 千方科技

海康威视

高新兴

金溢科技 万集科技 聚利科技

博通集成

金溢科技 万集科技 千方科技 高新兴 星云互联 希迪智驾

四维图新 Momenta 宽凳科技 晶众科技



以充电桩为例谈新基建推进的目标、路径和策略

以充电桩为例

目标 路径 策略

电
网
侧

产
品
侧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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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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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桩
比



推进目标：中国未来到底需要多少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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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9-2020年度中国充电基础设施发展年度报告。



推进目标：什么是合理的车桩比和交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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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Global EV Outlook 2019。



推进路径：需要建设什么样的充电基础设施？

8

11

23

90

193

386

保时捷 350kW

Supercharger V3 250kW

120kW直流快充

30kW直流快充

14kW交流慢充

7kW交流慢充

行驶300公里电量充电时间对比（分钟）

69.23

91.65

109.57

115.76

2016 2017 2018 2019

2016-2019中国新增公共直流桩平均功率（kW）

数据来源：2019-2020年度中国充电基础设施发展年度报告。



推进路径：什么是合适的技术和产业的推进节奏？

电网端
• 从集中式电网到分布式能源

并网

桩端
• 大功率充电桩
• 光伏+储能+充电站

车端
• 电池技术进步
• 整车带电量增加
• 整车电压平台升高
• 最大充电功率提升

电网负荷↓
用电成本↓

功率需求↑
电量需求↑

时间节点 电压平台（V） 最大电流（A）
最大充电功率
（kW）

比亚迪
2020 750 200-300 150-200

2025 750 200-400 200-300

广汽
2020 750 200 100

2025 - - -

江淮
2020 ≤700 ≤240 ≤180

2025 ≤800 ≤350 ≤300

东风

2020（升流） 240-450 400 140

2025（升流） 240-450 600-800 200-300

2025（升压） 480-900 280-400 200-300

上汽
2020 350-800 250 100-200

2025 - - -

长安新能源
2020 300-450 200 200

2025 300-450 250 250

 乘用车企业整车快充规划

充电桩企业 最大输出电压（V）
单插头最大输出功

率（kW）
最大输出功率（kW）

特来电 750 180 ≥350

万邦德和 750 180 360

万马 800 - -

深圳科陆 750 175 350

上汽安悦 750 150 300

中恒 750 150 300

许继 750 180 360

鲁能 700 180 360

ABB 1000 500 500

珠海泰坦 750 - 600

安徽旗翔 750 180 360

 充电设施企业快充技术就绪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充电联盟快速充电系统联合行动专项调研报告。



推进策略（1）：高频场景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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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年）。



推进策略（2）：重点区域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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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2019-2020年度中国充电基础设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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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的充电桩建设思路与启示
 场景决定充电方式，强调慢充和超级快充的组合

常用停车点慢充 目的地慢充 公路快充

 快充网络优先高速公路布局  强调覆盖率而非绝对的充电基础设施规模



新型基础设施的终极任务和挑战

对充电桩来说，提高利用率是关键！

参考文献：测算过程的部分假设和参数国盛证券《电气设备：充电桩，新基建，新周期》，2019年度上海充换电设施公共数据采集与监测市级平台大数据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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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 新基建也是新生事物，也存在技术升级和场景迭代

2. 新基建要与关联产业的技术水平和应用规模统一步调

3. 高频场景和重点区域先行布局是实现新基建有效投资的
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