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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近年来，国家层面密集出台多项政策，大力支持电动汽车发展和充（换）电

设施建设，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市委市政府将推进运输工具低碳化、完善绿

色交通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的重要举措。特别是随着电动汽

车的快速推广，进一步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服务保障体系，已成为政府工作

重点和民生关注热点。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推动落实我市空间产业交通能源“四大结构”优化调整，促进城市绿色低

碳发展的战略部署，支撑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科学构建全市电动汽车充（换）电

基础设施体系，引导充（换）电基础设施合理布局与规范建设，编制本规划。 

第二条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国家、省、市推动电动

汽车发展及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要求，以能源结构优化调整促进城市

绿色低碳发展为目标，以促进全市电动汽车推广为出发点，以提升电动汽车充电

保障能力为落脚点，科学布局全市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车桩匹配、

适度超前、快慢结合、智能精准的市域充（换）电设施网络，形成布局合理、运

行高效、安全稳定、支撑产业的充（换）电设施服务体系，有效满足全市电动汽

车充电需求。 

第三条  规划依据 

1. 相关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2009 年）；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 年）； 

（4）《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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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 年修正）； 

（6）《四川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条例》（2011 年）； 

（7）《成都市城乡规划条例》（2017 年）。 

2. 相关规划及政策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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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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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能源规〔2022〕53 号）； 

（3）《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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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联通装函〔2023〕23 号）； 

（4）《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 

（5）《四川省氢能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 

（6）《“电动四川”行动计划（2022—2025 年）》； 

（7）《四川省推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方案》； 

（8）《四川省公（专）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暂行办法》； 

（9）《四川省支持新能源与智能汽车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 

（10）《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纲要》； 

（11）《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年）》； 

（12）《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总体方案》； 

（13）《中共成都市委关于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优化空间产业交

通能源结构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定》（成委发〔2022〕2 号）； 

（14）《成都市优化交通运输结构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行动方案》； 

（15）《成都市优化交通运输结构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政策措施》； 

（16）《成都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 

（17）《成都市居民小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管理实施细则》； 

（18）《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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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建筑配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成住建发〔2021〕

158 号）。 

3. 相关行业技术规范 

（1）《电动汽车安全指南（2019）》； 

（2）《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GB 50516—2021）； 

（3）《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 

（4）《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GB 50966—2014）； 

（5）《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 

（6）《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2005）； 

（7）《电动汽车电池更换站设计规范》（GB/T 510770—2015）； 

（8）《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 1 部分：通用要求》（GBT 

20234.1—2011）； 

（9）《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 2 部分：交流充电接口》（GBT 

20234.2—2011）； 

（10）《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 3 部分：直流充电接口》（GBT 

20234.3—2011）； 

（11）《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典型设计》（Q/GDW 10423.1—2016）； 

（12）《电动汽车分散充电设施工程技术标准》（GB 51313—2018）； 

（13）《城市公共设施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运营管理服务规范》（GB∕T 

37293—2019）； 

（14）《成都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技术规定》（2022 版）； 

（15）《成都市智慧城市市政设施 城市环境卫生基础数据规范》（DB 

5101/T 1300—2021）； 

（16）《成都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安全管理规范》（DB 5101/T 710—

2020）； 

（17）《成都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安全生产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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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23—2025 年。 

第五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成都市全域，面积约 14335 平方公里。 

第六条  规划对象 

为电动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含增程式）]提供充（换）

电服务的设施和场所。 

第七条  规划重点 

科学预测全市充（换）电基础设施到 2025 年的发展速度及规模，对公用、

专用充（换）电基础设施明确空间布局，对自用充电设施明确配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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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目标与原则 

第八条  规划目标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体、分类施策，到 2025 年，满足 60 万辆以上电动汽

车的充（换）电需求，全市累计建成充电站 3200 座，其中，公用站约 2200 座，

专用站约 960 座；充电桩不少于 17 万个，其中，公用桩不少于 5.3 万个，专用

桩不少于 2.7 万个，自用桩不少于 9 万个；换电站 450 座，其中，公用站 300 座，

专用站 150 座；建成充电桩功率达到 376 万千瓦（现状约 220 万千瓦），构建起

“车桩匹配、布局合理、安全稳定、支撑产业”的充（换）电基础设施服务体系，

大幅提升电动汽车充（换）电保障能力。 

第九条  规划原则 

1. 统筹规划，分类实施 

统筹规划全市充（换）电设施布局网络，按照不同领域的充（换）电需求，

推动全市充（换）电体系从建设设施数量向提升充电效率转变，充电为主向充换

互补转变，定点规划向灵活布局转变。补齐建设空白区，提升区域充（换）电场

站建设密度，构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充电圈。推广居住社区“统建统管、有序充

电”模式，加快推进居民小区充电桩的建设进度，缓解私家电动汽车“充电焦虑”。 

2. 适度超前，有序发展 

规模适度超前，充分考虑电动汽车的跃升式发展态势，统筹规划布局充（换）

电基础设施，促进全市电动汽车推广使用，培育发展充（换）电设施产业、企业。

监管适度超前，将充（换）电基础设施纳入成都市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监测监

管平台统一监测监管，打造“城市充（换）电一张网”，提升行业数字化水平。

加强与城乡建设规划、电网规划及停车场布局规划等的统筹衔接，实现中心城区、

城市新区、郊区新城因地制宜合理布局。 

3. 服务为本，便民利民 

以提升服务水平、方便使用为重点，建设线上线下结合的充（换）电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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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服务体系，提升人民群众充（换）电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基于成都市新能源汽

车及充电设施监测监管平台对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的预测分析，精准匹配公、专、

自充（换）电基础设施，探索实现充（换）电运营企业与平台之间的启停支付功

能，实现跨平台、多渠道支付结算，推广使用“蓉城充”APP，并纳入“智慧蓉

城系统”，提升充（换）电便利性和用户体验。推动全市电动汽车公专用充（换）

电站建设及形象标准设置，进一步提升用户的导向体验、视觉体验和服务体验，

形成符合成都特色标准化的公专用充（换）电站。 

4. 安全可靠，运行高效 

探索构建充（换）电设施地方标准体系，推动全市充（换）电设施建设、运

营、安全的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形成引领全国、适配成都的地方标准体系。严

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建设管理充（换）电基础设施，健全备案及运营管理机制。

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属地安全管理责任、行业安全监管责任。发挥成都市新

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监测监管平台作用，推动全市充（换）电网络的负荷管控、

智能调度，推动智能有序充电、大功率充电、无线充电等新型充电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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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需求预测 

第十条  电动汽车保有量预测 

截至 2022 年底，全市电动汽车保有量 41.6 万辆，占全市汽车总保有量的

6.8%，居全国城市第六，非限购城市第一。分类型保有量方面，私家车保有量最

大，达到 19.8 万辆，其次为网约车 8.8 万辆、城市物流配送车 6 万辆和企业用车

3.8 万辆。推广程度方面，出租、网约、公交的电动化替代较好，达到 50%以上；

私家车、客运车、商用重卡（含渣土车、混凝土车、冷链物流车等）渗透率1分别

为 4%、4.9%、6.4%，是未来的重点推广领域。 

稳定增长情况下，2025 年成都市电动汽车保有量为 60 万辆。其中，巡游出

租车 1.5 万辆，网约车 8 万辆，租赁车 0.85 万辆，公交车 1.3 万辆，城市物流配

送车 6 万辆，公路及旅游客运车 0.1 万辆，环卫车 0.3 万辆，渣土车 0.25 万辆，

混凝土车 0.25 万辆，公务、通勤等其他车 6.45 万辆，私家车 35 万辆。 

适度超前情况下，考虑政策与技术革新的推动，2025 年成都市电动汽车保

有量可达到 85.88 万辆。其中，巡游出租车 1.58 万辆，网约车 9 万辆，租赁车

0.85 万辆，公交车 1.34 万辆，城市物流配送车 8 万辆，公路及旅游客运车 0.16

万辆，环卫车 0.35 万辆，渣土车 0.3 万辆，混凝土车 0.3 万辆，公务、通勤等其

他车 12 万辆，私家车 52 万辆。 

第十一条 设施需求预测 

截至 2022 年底，全市累计建设充电站 2290 座（公用站 1514 座、专用站 776

座），充电桩 98883 个（公用桩 27467 个、专用桩 9177 个、自用桩 62239 个），

总体车桩比约为 4:1，基本形成公、专、自分类型相匹配的充电设施体系。公用

充电设施方面，全市现已建成公用站 1514 座，公用桩 27467 个，主要为出租车、

网约车、城市物流配送车和私家车服务，较为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建设主体多

 

1渗透率=电动汽车占全市汽车总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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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租用场地的方式，叠建于商业、公园、公共设施、社会停车场等多样用地类

型上。专用充电设施方面，全市现已建成专用站 776 座，专用桩 9177 个，主要

为公交、市政、物流、客运等领域的专用车辆服务。建设形式上，公交领域结合

公交场站和临时场地建设，服务能力趋于饱和；市政领域点位灵活，由车辆所属

企业灵活设置；客运领域电动化程度较低，相应设施较少。自用充电设施方面，

全市现已建成自用桩 62239 个，主要分布于居民小区和商业楼宇，为私家车服务，

前期由于增容改造难度大、安全监管职责不明晰等因素制约，自用桩建设较为滞

后，普及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为破解推广难题，我市创新推行“统建统管、有

序充电”模式，已取得初步成效。全市累计建成换电站 38 座，主要包括蔚来汽

车换电站（25 座）和少量为网约车（7 座）、客运车（4 座）和重卡（2 座）特

定群体服务的站点。同时，“成都市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监测监管平台”于 2019

年正式上线运行，已纳入大部分车企、桩企运营数据（已纳入超 50%电动汽车和

90%的充电桩数据），对全市充（换）电行业的政策编制、安全检查、补贴申报

和便民服务等提供数据支撑和大数据分析能力。 

稳定增长情况下，2025 年成都市需建成充电桩不少于 17 万个（公用桩 5.3

万个、专用桩 2.7 万个、自用桩 9 万个），换电站 450 座（公用站 300 座、专用

站 150 座），总功率 376 万千瓦。 

适度超前情况下，2025 年成都市需建成充电桩不少于 20.8 万个（公用桩 6.65

万个，专用桩 3.15 万个，自用桩 11 万个），换电站 1000 座（公用站 600 座、专

用站 400 座），总功率 425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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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设施布局 

第十二条 公用设施 

全市累计建成公用站约 2200 座，建设公用桩不少于 5.3 万个，按照所在区

域分为城区站、城际站、其他站，规划新建公用站 677 座，建设公用桩不少于

26060个。 

1. 城区站 

基于人群分布特征、用地功能与开发强度、电动汽车运行轨迹数据，评估全

市电动汽车充电需求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结合电力设施专项规划及地区电力负

荷，从充电需求、负荷功率测算，规划新建城区站 574 座，建设公用桩不少于

24660个。采用单元管控方式布局规划，全市划定 173个不跨行政边界、面积大

小适宜的充电管控单元，对各单元充电桩数量、额定功率进行管控，实行“刚弹

结合”管理，单元内明确设施数量目标，于充电需求旺盛区域布局一批优先建设

的充电桩保障充电服务能力，留一定数量在单元内灵活选址建设。在功率负荷上，

以功率确定单元最大充电能力，若技术进步提升设施功率，可适当减少充电桩数

量。各公用充电管控单元控制指标详见附表 1。 

结合社会停车场规划，新建城区站 370 座，建设公用桩不少于 7500 个。建

设充电桩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停车位比例不应低于 10％。 

结合规划能源设施点位和现有加油加气站，新建城区站（综合能源站）140

座，建设公用桩不少于 560个，并需满足国家相关法规标准对加油加气站与充电

站合建的安全防护管控要求。 

结合公园配套停车场规划，新建城区站 64 座，建设公用桩不少于 1600 个。 

根据公共设施、商业设施、服务设施配建比例，建设公用桩不少于 1.5万个。 

2. 城际站 

结合高速公路服务区和干线公路沿线加油加气站，建设充（换）电基础设施，

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快充站 100%覆盖，规划新建城际站 40座，建设公用桩不少

于 400个，每站建设不少于 10个桩（详见附表 2）。 

3. 其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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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旅游景区、郊野公园等配套停车场，设置不少于停车位10%的充电设施。

规划新建其他站 63 座，建设公用桩不少于 1000 个（详见附表 3）。 

4. “光储充放”一体站 

示范推广一批“光储充放”一体站，探索推动 V2G（汽车—电网双向充电）

技术应用试点。 

第十三条 专用设施 

围绕公交、商用重卡、环卫重点领域和客运、驾考驾培等相关领域，规划新

建专用站 180座，建设专用桩不少于 18100 个。 

1.公交领域 

就近在各类公交场站（综合枢纽站、交通枢纽站、首末站、保养场、保修场）

布局专用站，构建“干线以慢充为主、驳运线以快充为主，换电试点为补充”的

布局模式，规划新建专用站 60座，建设专用桩不少于 300个。 

2.商用重卡领域 

在城区边缘、主要运输通道周边、工业仓储物流园区等区域，以“换电为主、

充电为辅”模式规划新建专用站 30 座，引导建设充换一体站，建设专用桩不少

于 600个。 

3.环卫领域 

重点围绕现状及近期规划建设的垃圾转运站及垃圾处理场所，以“换电为主、

充电为辅”模式规划新建专用站 50 座，引导建设充换一体站，建设专用桩不少

于 500个。 

4.其他领域 

结合各类型其他专用车辆特征，针对性地在客运站、驾培驾考场地等专用场

站，规划新建专用站 40座，建设专用桩不少于 1000个。 

公务、通勤等其他类型车辆结合专用停车位，按照相关标准建设专用桩不少

于 13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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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自用设施 

按照“应建尽建、安全稳定、智能高效”的工作思路，既有小区优先推广“统

建统管、有序充电”模式，新建小区严格落实充电设施标准配建比例，推动将充

电设施建设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探索结合小区周边路内停车泊位建设路侧充

电设施作为补充，实现居住社区充电桩“安得起、管得住、用得好”的目标。全

市规划新建自用桩不少于 3万个。 

1. 既有小区 

按照《成都市居民小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管理实施细则》建设实施流程，

努力为既有小区创造充电桩安装条件。对居民有改造意愿且有条件的既有小区优

先以“统建统管”方式进行集中配建及运维管理，制定居民小区电动汽车充电设

施建设运营安全标准规范。 

2. 新建小区 

按照《成都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技术规定（2022 版）》要求，按“停车

位 20%直接建设，80%预留安装条件”的要求进行配建，积极推广智能有序居民

区充电模式。 

第十五条 换电设施 

结合国家、省、市关于换电站建设试点政策及相关行业标准，引导相关市场

主体以充换一体站、综合能源站等形式建设公用换电站 300 座。 

围绕商业重卡、环卫等重点领域，依托充电站规划点位积极探索推广换电模

式，商业重卡领域建设换电站 30 座，环卫领域建设换电站 50 座，其他领域建设

换电站 70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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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实施保障 

第十六条 督促落地落实 

各区（市）县和各行业主管部门严格按照职责分工推动落实。市经信局统筹

推进全市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将充（换）电设施建设任务完成情况纳

入全市能耗“双控”目标考核；各区（市）县要切实履行属地主体责任，统筹本

区域充（换）电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同时，推动成都市新能源汽车

及充电设施监测监管平台功能升级，打造“城市电动汽车充（换）电一张图”，

不断丰富应用场景，更好满足和服务市民充（换）电需求。 

第十七条 完善配套政策 

市经信局牵头修订完善充（换）电基础设施市级补贴政策，制定充（换）电

基础设施行业准入标准、建设运营安全管理办法、项目验收办法等行业政策，规

范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电网企业要按照《成都市进一步优化电力接

入营商环境实施办法》《成都市居民小区（院落）用户供配电设施移交供电公司

维修养护的行动方案（2022—2024 年）》有关规定做好电力接入及居民社区供配

电设施移交工作，适度超前实施配电网升级改造，满足居民充（换）电设施未来

用电需求。 

第十八条 加强宣传引导 

各区（市）县、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通过多种形式对充（换）

电基础设施发展政策、规划布局和建设动态等进行宣传，提高社会的认知度和接

受度。加强舆论监督，曝光阻碍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损害消费者权益等行

为，形成有利于充（换）电基础设施推广发展的良好氛围。 

第十九条 坚持市场运行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受益”原则，充分运用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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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技术和法治手段统筹推进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支持各类市场和

社会资本参与充（换）电设施建设运营，探索新能源应用场景，支持绿色技术、

绿色产品研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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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附表 1 公用充电管控单元控制指标一览表 

序号 所属行政区 单元编号 充电桩数（台） 控制功率（千瓦） 

1 

四川天府新区 

成都直管区 

TFXQ-1 292—366 17520—21960 

2 TFXQ-2 433—543 25980—32580 

3 TFXQ-3 198—248 11880—14880 

4 TFXQ-4 150—188 9000—11280 

5 TFXQ-5 350—439 21000—26340 

6 TFXQ-6 201—253 12060—15180 

7 TFXQ-7 76—95 4560—5700 

8 TFXQ-8 74—93 4440—5580 

9 TFXQ-9 555—697 33300—41820 

10 

成都东部新区 

DBXQ-1 42—52 2520—3120 

11 DBXQ-2 126—158 7560—9480 

12 DBXQ-3 66—83 3960—4980 

13 DBXQ-4 137—172 8220—10320 

14 DBXQ-5 26—32 1560—1920 

15 DBXQ-6 61—77 3660—4620 

16 DBXQ-7 193—242 11580—14520 

17 DBXQ-8 67—85 4020—5100 

18 DBXQ-9 111—140 6660—8400 

19 DBXQ-10 306—384 18360—23040 

20 DBXQ-11 30—38 1800—2280 

21 DBXQ-12 45—56 2700—3360 

22 DBXQ-13 1043—1309 62580—78540 

23 DBXQ-14 256—321 15360—19260 

24 

成都高新南区 

GXN-1 192—241 11520—14460 

25 GXN-2 728—914 43680—54840 

26 GXN-3 474—595 28440—35700 

27 GXN-4 179—224 10740—13440 

28 GXN-5 1005—1261 60300—75660 

29 
成都高新西区 

GXX-1 490—614 29400—36840 

30 GXX-2 772—968 46320—58080 

31 

锦江区 

JJ-1 309—388 18540—23280 

32 JJ-2 70—87 4200—5220 

33 JJ-3 164—206 9840—12360 

34 JJ-4 97—121 5820—7260 

35 JJ-5 141—177 8460—10620 

36 JJ-6 430—539 25800—32340 

37 JJ-7 127—159 7620—9540 

38 JJ-8 492—617 29520—37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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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行政区 单元编号 充电桩数（台） 控制功率（千瓦） 

39 JJ-9 173—218 10380—13080 

40 JJ-10 135—169 8100—10140 

41 JJ-11 74—93 4440—5580 

42 

青羊区 

QY-1 355—446 21300—26760 

43 QY-2 108—136 6480—8160 

44 QY-3 188—236 11280—14160 

45 QY-4 96—120 5760—7200 

46 QY-5 251—314 15060—18840 

47 QY-6 369—463 22140—27780 

48 QY-7 127—160 7620—9600 

49 QY-8 224—281 13440—16860 

50 QY-9 149—186 8940—11160 

51 QY-10 271—340 16260—20400 

52 QY-11 227—285 13620—17100 

53 QY-12 90—113 5400—6780 

54 

金牛区 

JN-1 214—269 12840—16140 

55 JN-2 267—335 16020—20100 

56 JN-3 125—156 7500—9360 

57 JN-4 202—254 12120—15240 

58 JN-5 542—680 32520—40800 

59 JN-6 188—236 11280—14160 

60 JN-7 365—458 21900—27480 

61 JN-8 123—154 7380—9240 

62 JN-9 967—1213 58020—72780 

63 JN-10 142—178 8520—10680 

64 JN-11 167—209 10020—12540 

65 JN-12 474—595 28440—35700 

66 JN-13 163—205 9780—12300 

67 

武侯区 

WH-1 310—389 18600—23340 

68 WH-2 252—316 15120—18960 

69 WH-3 234—293 14040—17580 

70 WH-4 348—437 20880—26220 

71 WH-5 160—201 9600—12060 

72 WH-6 262—328 15720—19680 

73 WH-7 241—303 14460—18180 

74 WH-8 626—785 37560—47100 

75 WH-9 129—162 7740—9720 

76 WH-10 120—151 7200—9060 

77 WH-11 233—292 13980—17520 

78 

成华区 

CH-1 362—454 21720—27240 

79 CH-2 433—543 25980—32580 

80 CH-3 421—529 25260—3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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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行政区 单元编号 充电桩数（台） 控制功率（千瓦） 

81 CH-4 215—270 12900—16200 

82 CH-5 1058—1327 63480—79620 

83 CH-6 154—193 9240—11580 

84 CH-7 296—371 17760—22260 

85 CH-8 111—139 6660—8340 

86 CH-9 203—254 12180—15240 

87 CH-10 199—250 11940—15000 

88 CH-11 208—261 12480—15660 

89 

龙泉驿区 

LQY-1 140—176 8400—10560 

90 LQY-2 58—73 3480—4380 

91 LQY-3 153—192 9180—11520 

92 LQY-4 983—1234 58980—74040 

93 LQY-5 167—210 10020—12600 

94 LQY-6 691—866 41460—51960 

95 LQY-7 691—867 41460—52020 

96 LQY-8 1290—1619 77400—97140 

97 LQY-9 784—984 47040—59040 

98 

青白江区 

QBJ-1 153—192 9180—11520 

99 QBJ-2 649—815 38940—48900 

100 QBJ-3 447—561 26820—33660 

101 QBJ-4 414—520 24840—31200 

102 QBJ-5 498—624 29880—37440 

103 

新都区 

XD-1 166—208 9960—12480 

104 XD-2 261—328 15660—19680 

105 XD-3 289—362 17340—21720 

106 XD-4 259—325 15540—19500 

107 XD-5 250—314 15000—18840 

108 XD-6 157—197 9420—11820 

109 XD-7 49—62 2940—3720 

110 XD-8 521—654 31260—39240 

111 XD-9 688—863 41280—51780 

112 

温江区 

WJ-1 423—531 25380—31860 

113 WJ-2 52—65 3120—3900 

114 WJ-3 114—143 6840—8580 

115 WJ-4 340—427 20400—25620 

116 WJ-5 105—132 6300—7920 

117 WJ-6 516—648 30960—38880 

118 WJ-7 581—730 34860—43800 

119 WJ-8 426—534 25560—32040 

120 

双流区 

SL-1 427—535 25620—32100 

121 SL-2 168—211 10080—12660 

122 SL-3 299—375 17940—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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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行政区 单元编号 充电桩数（台） 控制功率（千瓦） 

123 SL-4 725—910 43500—54600 

124 SL-5 288—362 17280—21720 

125 SL-6 817—1025 49020—61500 

126 SL-7 730—916 43800—54960 

127 SL-8 571—716 34260—42960 

128 

郫都区 

PD-1 200—252 12000—15120 

129 PD-2 510—640 30600—38400 

130 PD-3 610—765 36600—45900 

131 PD-4 178—224 10680—13440 

132 PD-5 615—771 36900—46260 

133 PD-6 558—701 33480—42060 

134 

新津区 

XJ-1 68—85 4080—5100 

135 XJ-2 253—317 15180—19020 

136 XJ-3 329—413 19740—24780 

137 XJ-4 141—177 8460—10620 

138 XJ-5 245—307 14700—18420 

139 XJ-6 184—231 11040—13860 

140 XJ-7 38—48 2280—2880 

141 XJ-8 49—62 2940—3720 

142 

简阳市 

JY-1 138—174 8280—10440 

143 JY-2 92—116 5520—6960 

144 JY-3 243—305 14580—18300 

145 JY-4 175—220 10500—13200 

146 JY-5 344—431 20640—25860 

147 JY-6 59—74 3540—4440 

148 JY-7 41—51 2460—3060 

149 

都江堰市 

DJY-1 57—72 3420—4320 

150 DJY-2 162—204 9720—12240 

151 DJY-3 180—226 10800—13560 

152 DJY-4 156—196 9360—11760 

153 DJY-5 143—180 8580—10800 

154 DJY-6 134—168 8040—10080 

155 

彭州市 

PZ-1 619—777 37140—46620 

156 PZ-2 680—853 40800—51180 

157 PZ-3 126—158 7560—9480 

158 

邛崃市 

QL-1 374—470 22440—28200 

159 QL-2 502—630 30120—37800 

160 QL-3 428—537 25680—32220 

161 

崇州市 

CZ-1 72—90 4320—5400 

162 CZ-2 558—700 33480—42000 

163 CZ-3 539—676 32340—40560 

164 CZ-4 207—260 12420—1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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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行政区 单元编号 充电桩数（台） 控制功率（千瓦） 

165 

金堂县 

JT-1 218—273 13080—16380 

166 JT-2 851—1067 51060—64020 

167 JT-3 316—396 18960—23760 

168 JT-4 64—80 3840—4800 

169 JT-5 453—568 27180—34080 

170 
大邑县 

DY-1 143—179 8580—10740 

171 DY-2 290—364 17400—21840 

172 
蒲江县 

PJ-1 313—393 18780—23580 

173 PJ-2 148—186 8880—11160 

 

附表 2 城际站一览表 

高速路名称 充电站名称 充电站数量 

绕城高速 西永宁、东十陵 4 

第二绕城高速 清流、青白江、龙泉湖、三岔湖、花源、大划 12 

成德绵高速 彭州 2 

成德南高速 金堂 2 

成南高速 淮口 2 

成安渝高速 龙泉、禾丰 4 

成渝高速 高洞、石桥 4 

成自泸高速 永兴 2 

成雅高速 新津、蒲江 4 

成温邛高速 崇州、邛崃 4 

合计 — 40 

 

附表 3 其他站一览表 

序号 所属行政区 景区名称 等级 

1 
四川天府新区

成都直管区 

松鼠部落 3A 

2 大林翠湖梨乡 2A 

3 天府微博村 2A 

4 成都东部新区 东来桃源旅游景区 3A 

5 

龙泉驿区 

洛带古镇景区 4A 

6 桃花故里旅游景区 4A 

7 蔚然花海 4A 

8 国际标榜旅游区 3A 

9 好秾人有机农庄 3A 

10 
青白江区 

凤凰湖旅游景区 4A 

11 客家杏花村 3A 

12 

新都区 

花香果居旅游景区 4A 

13 新繁东湖景区 3A 

14 泉映梨花景区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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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行政区 景区名称 等级 

15 夏河溪景区 3A 

16 尖锋运动公园 — 

17 

温江区 

幸福田园 4A 

18 寿安编艺公园 3A 

19 五月玫瑰四季庭苑旅游景区 2A 

20 双流区 黄龙溪古镇景区 4A 

21 

郫都区 

农科村景区 4A 

22 三道堰景区 4A 

23 战旗村景区 4A 

24 成都川菜博物馆 3A 

25 中国·川菜体验园旅游景区 3A 

26 

新津区 

花舞人间 4A 

27 斑竹林 4A 

28 白鹤滩国家湿地公园 4A 

29 

都江堰市 

青城山景区 5A 

30 都江堰景区 5A 

31 虹口风景区 4A 

32 灌县古城景区 4A 

33 茶溪谷景区 2A 

34 

彭州市 

宝山旅游区 4A 

35 白鹿音乐小镇 4A 

36 丹景山景区 4A 

37 

邛崃市 

天台山景区 4A 

38 中国酒村—邛酒文化风情旅游村落旅游景区 4A 

39 成都伊利乳业园 3A 

40 邛崃市竹溪湖景区 3A 

41 四川邛崃茶兰景区 3A 

42 川西竹海景区 3A 

43 平乐古镇景区 4A 

44 

崇州市 

街子古镇景区 4A 

45 元通古镇景区 4A 

46 天府国际慢城 4A 

47 竹艺村 4A 

48 金盆地酒文化博览园 3A 

49 

金堂县 

五凤溪旅游景区 4A 

50 转龙鲜花谷 3A 

51 玉皇养生谷旅游景区 3A 

52 花熳天下景区 2A 

53 

大邑县 

安仁古镇景区 4A 

54 建川博物馆聚落 4A 

55 西岭雪山风景名胜区 4A 

56 成都花水湾温泉度假区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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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属行政区 景区名称 等级 

57 成都新场古镇景区 4A 

58 天府花溪谷 4A 

59 蜀酒文化园 3A 

60 

蒲江县 

石象湖景区 4A 

61 成佳茶乡景区 4A 

62 樱桃山景区 3A 

63 西来古镇 — 

 

附表 4 成都市充（换）电设施 2023—2025年度建设计划 

车辆 

类型 

2022

年累计

建成 

稳定增长 适度超前 

2023 年 

新增 

2024 年 

新增 

2025 年 

新增 

合计 

累计建成 

2023 年 

新增 

2024 年 

新增 

2025 年 

新增 

合计 

累计建成 

公用桩 27467 8000 9000 9000 53000 13000 13000 13000 66500 

专用桩 9177 6000 6000 6000 27000 7500 7500 7500 31500 

自用桩 62239 9000 9000 10000 90000 16000 16000 16000 110000 

总计 98883 23000 24000 25000 170000 36500 36500 36500 208000 

公用换电站 7 100 100 100 300 200 200 200 600 

专用换电站 31 40 40 40 150 100 150 150 400 

总计 38 140 140 140 450 300 350 35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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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TFXQ-1 292—366 17520—21960

TFXQ-2 433—543 25980—32580

TFXQ-3 198—248 11880—14880

TFXQ-4 150—188 9000—11280

TFXQ-5 350—439 21000—26340

TFXQ-6 201—253 12060—15180

TFXQ-7 76—95 4560—5700

TFXQ-8 74—93 4440—5580

TFXQ-9 555—697 33300—4182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0 12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60 36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50 300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00 6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40 24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 /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75 4500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DBXQ-1 42—52 2520—3120

DBXQ-2 126—158 7560—9480

DBXQ-3 66—83 3960—4980

DBXQ-4 137—172 8220—10320

DBXQ-5 26—32 1560—1920

DBXQ-6 61—77 3660—4620

DBXQ-7 193—242 11580—14520

DBXQ-8 67—85 4020—5100

DBXQ-9 111—140 6660—8400

DBXQ-10 306—384 18360—23040

DBXQ-11 30—38 1800—2280

DBXQ-12 45—56 2700—3360

DBXQ-13 1043—1309 62580—78540

DBXQ-14 256—321 15360—1926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GXN-1 192—241 11520—14460

GXN-2 728—914 43680—54840

GXN-3 474—595 28440—35700

GXN-4 179—224 10740—13440

GXN-5 1005—1261 60300—7566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50 9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 /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75 450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GXX-1 490—614 29400—36840

GXX-2 772—968 46320—5808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 /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 /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 /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JJ-1 309—388 18540—23280

JJ-2 70—87 4200—5220

JJ-3 164—206 9840—12360

JJ-4 97—121 5820—7260

JJ-5 141—177 8460—10620

JJ-6 430—539 25800—32340

JJ-7 127—159 7620—9540

JJ-8 492—617 29520—37020

JJ-9 173—218 10380—13080

JJ-10 135—169 8100—10140

JJ-11 74—93 4440—558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50 3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 /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 /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QY-1 355—446 21300—26760

QY-2 108—136 6480—8160

QY-3 188—236 11280—14160

QY-4 96—120 5760—7200

QY-5 251—314 15060—18840

QY-6 369—463 22140—27780

QY-7 127—160 7620—9600

QY-8 224—281 13440—16860

QY-9 149—186 8940—11160

QY-10 271—340 16260—20400

QY-11 227—285 13620—17100

QY-12 90—113 5400—678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00 6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 /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 /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JN-1 214—269 12840—16140

JN-2 267—335 16020—20100

JN-3 125—156 7500—9360

JN-4 202—254 12120—15240

JN-5 542—680 32520—40800

JN-6 188—236 11280—14160

JN-7 365—458 21900—27480

JN-8 123—154 7380—9240

JN-9 967—1213 58020—72780

JN-10 142—178 8520—10680

JN-11 167—209 10020—12540

JN-12 474—595 28440—35700

JN-13 163—205 9780—1230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50 9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 /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40 24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50 300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WH-1 310—389 18600—23340

WH-2 252—316 15120—18960

WH-3 234—293 14040—17580

WH-4 348—437 20880—26220

WH-5 160—201 9600—12060

WH-6 262—328 15720—19680

WH-7 241—303 14460—18180

WH-8 626—785 37560—47100

WH-9 129—162 7740—9720

WH-10 120—151 7200—9060

WH-11 233—292 13980—1752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50 9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0 6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 /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CH-1 362—454 21720—27240

CH-2 433—543 25980—32580

CH-3 421—529 25260—31740

CH-4 215—270 12900—16200

CH-5 1058—1327 63480—79620

CH-6 154—193 9240—11580

CH-7 296—371 17760—22260

CH-8 111—139 6660—8340

CH-9 203—254 12180—15240

CH-10 199—250 11940—15000

CH-11 208—261 12480—1566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0 12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0 6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75 450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450 27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60 36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50 30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75 4500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LQY-1 140—176 8400—10560

LQY-2 58—73 3480—4380

LQY-3 153—192 9180—11520

LQY-4 983—1234 58980—74040

LQY-5 167—210 10020—12600

LQY-6 691—866 41460—51960

LQY-7 691—867 41460—52020

LQY-8 1290—1619 77400—97140

LQY-9 784—984 47040—5904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QBJ-1 153—192 9180—11520

QBJ-2 649—815 38940—48900

QBJ-3 447—561 26820—33660

QBJ-4 414—520 24840—31200

QBJ-5 498—624 29880—3744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00 6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40 24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40 24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50 300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XD-1 166—208 9960—12480

XD-2 261—328 15660—19680

XD-3 289—362 17340—21720

XD-4 259—325 15540—19500

XD-5 250—314 15000—18840

XD-6 157—197 9420—11820

XD-7 49—62 2940—3720

XD-8 521—654 31260—39240

XD-9 688—863 41280—5178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00 6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00 60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50 30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50 300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WJ-1 423—531 25380—31860

WJ-2 52—65 3120—3900

WJ-3 114—143 6840—8580

WJ-4 340—427 20400—25620

WJ-5 105—132 6300—7920

WJ-6 516—648 30960—38880

WJ-7 581—730 34860—43800

WJ-8 426—534 25560—3204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0 12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5 150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350 21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50 30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75 450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SL-1 427—535 25620—32100

SL-2 168—211 10080—12660

SL-3 299—375 17940—22500

SL-4 725—910 43500—54600

SL-5 288—362 17280—21720

SL-6 817—1025 49020—61500

SL-7 730—916 43800—54960

SL-8 571—716 34260—4296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PD-1 200—252 12000—15120

PD-2 510—640 30600—38400

PD-3 610—765 36600—45900

PD-4 178—224 10680—13440

PD-5 615—771 36900—46260

PD-6 558—701 33480—4206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50 15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40 24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5 150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XJ-1 68—85 4080—5100

XJ-2 253—317 15180—19020

XJ-3 329—413 19740—24780

XJ-4 141—177 8460—10620

XJ-5 245—307 14700—18420

XJ-6 184—231 11040—13860

XJ-7 38—48 2280—2880

XJ-8 49—62 2940—372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50 3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0 6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5 150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JY-1 138—174 8280—10440

JY-2 92—116 5520—6960

JY-3 243—305 14580—18300

JY-4 175—220 10500—13200

JY-5 344—431 20640—25860

JY-6 59—74 3540—4440

JY-7 41—51 2460—306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 /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0 6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75 450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DJY-1 57—72 3420—4320

DJY-2 162—204 9720—12240

DJY-3 180—226 10800—13560

DJY-4 156—196 9360—11760

DJY-5 143—180 8580—10800

DJY-6 134—168 8040—1008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50 3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0 6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5 150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PZ-1 619—777 37140—46620

PZ-2 680—853 40800—51180

PZ-3 126—158 7560—948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50 3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0 6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5 150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QL-1 374—470 22440—28200

QL-2 502—630 30120—37800

QL-3 428—537 25680—3222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50 3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0 6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5 150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CZ-1 72—90 4320—5400

CZ-2 558—700 33480—42000

CZ-3 539—676 32340—40560

CZ-4 207—260 12420—1560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50 3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5 150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JT-1 218—273 13080—16380

JT-2 851—1067 51060—64020

JT-3 316—396 18960—23760

JT-4 64—80 3840—4800

JT-5 453—568 27180—3408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00 6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0 6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25 7500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DY-1 143—179 8580—10740

DY-2 290—364 17400—2184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50 3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5 150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单元编号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PJ-1 313—393 18780—23580

PJ-2 148—186 8880—11160

公用充电评估单元控制表

专用充换电设施一览表

类型 桩数（个） 控制功率（kW）

公交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50 3000
商用重卡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0 1200
环卫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10 600
其他领域专用充换电设施 25 1500

(2023-2025年)

20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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