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然而增长主要来自

插电式混合动力（PHEV）车型。

专家表示，作为新能源汽车重要组成

部分，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在节约能源、减

少排放、降低使用成本上效果显著。在纯

电动汽车续驶里程等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

决之前，插电式混合动力仍是一种最好的

过渡车型，而这种优势正受到市场热捧。

持续高速增长

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分别完成 98.4万辆和 99.1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 22.3%和 27%；当月，新能源汽车

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3.8%。

其中，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88.7万辆，同比

增长 30.7%；新能源汽车出口 10.3万辆，环

比增长20.6%，同比增长2.2%。

“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增长，主要来

源于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推动。”中汽协

副秘书长陈士华介绍说，今年7月份，纯电

动车型销量增速为2.6%，而插电式混动车型

的增速80.7%，增速超纯电动车型高达31倍。

今年以来，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保持

高速增长，除2月份受春节假期影响外，其

他月份的销量同比增速保持在 80%以上。

其中，1月份销量同比增长 135%，3月和 4
月同比增长超过 90%。与此同时，插电式

混合动力车型的销量也从1月份的28.4万

辆增长至7月份的43.8万辆。

据了解，目前混合动力汽车的种类主

要有 3种。第一种是以发动机为主动力，

电动马达作为辅助动力的“并联”方式。这

种方式主要以发动机驱动行驶，利用电动

马达所具有的再启动时产生强大动力的

特点，在汽车起步、加速等发动机燃油消耗

较大时，用电动马达辅助驱动方式来降低

发动机的油耗。第二种是在启动和低速时

只靠电动马达驱动行驶，速度提高时发动

机和电动马达相配合驱动的“串联、并联”

方式。第三种是只用电动马达驱动行驶的

电动汽车“串联”方式，发动机只作为动力

源，汽车靠电动马达驱动行驶。

作为混合动力汽车中节油效果最好的

车型，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一般采用串联

插电式技术，在一定里程内采用电力驱动，

超过该里程后则由内燃机带动发电机，将

电力输入到蓄电池内，再由蓄电池将电力

提供给驱动电机带动汽车行驶。

“在技术路线上，插电式混合动力技术

几乎囊括了燃油、插电、增程、纯电动的所

有功能，堪称‘全能选手’。”中国科学院院

士欧阳明高说。

市场热度持续升高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

席分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

年，全球汽车销量总计达到 4390 万辆，其

中新能源汽车销量 739万辆，占全球市场

份额的16.8%。

在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市场方面，中

国市场份额持续增长。2024年上半年，中

国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全球市场份额高

达74.2%。

与此同时，相关车企纷纷加大在插电

式混合动力领域的投入。

今年4月，长安启源发布“可插混可增

程”数智AI电驱 2.0。据了解，在插混模式

下，数智AI电驱2.0可提供强劲动力输出，

并兼顾超低能耗，超车游刃有余，还能节省

长途出行成本。在增程模式下，数智AI电
驱2.0具有更好的舒适性，并能实现更好纯

电行驶感受，日常城市通勤更加轻松惬意。

今年 5 月，上汽荣威发布“DMH 超级

混动技术”。根据规划，未来两年，DMH
超级混动技术将全系适用到上汽自主品牌

的10余款混合动力的整车产品。

同样是 5 月，比亚迪发布最新插电式

混合动力技术第五代 DM-i 双模混动系

统 。 该 系 统 可 让 发 动 机 热 效 率 达 到

46.06%，综合续航里程达到2100千米。

此外，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东风日

产、上汽通用等多个合资品牌也在加速布

局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繁荣期还有多久

“中国全面电动化转型大约还需要 10
年时间，因此还要继续过渡与转型并行互

动，实行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双轮驱

动’。”欧阳明高表示，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将在突破燃油车型主流地位、抢占家用主

流A级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其在性能方

面将全面超越燃油汽车。

据了解，随着电池技术的进步和充电

桩数量的快速增长，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

的纯电里程越来越长，充电便利性也在持

续提升。在经济性、动力性和可靠性等方

面，插电混动技术相较于增程式和燃油车

均展现出明显优势。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可使用专用发

动机，比一般的内燃机效率要高很多。此

外，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发动机运行工

况点集中在高效区，燃油车的发动机运行

点分布很散；按照百公里油耗看，插电式混

合动力优势明显，可达到百公里油耗 3.8
升。”欧阳明高说。

“未来 5-10年，插电式混合动力和增

程式电动汽车的占比会从 2023 年的 22%
逐步提升到 30%-40%，甚至接近 50%都是

可能的，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中级主流轿

车。”欧阳明高表示，从中长期看，伴随电池

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电池购置和使

用的综合成本会继续下降，纯电动的优势

会越来越明显。2030年之后，插电式混合

动力和增程式车型的占比会逐步降低。

专家表示，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在节

能环保和满足消费者需求方面能够实现较

好的平衡，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快速发

展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虽然混合动力

只是一个过渡技术，但目前的市场需要这

一过渡。通过混合动力技术的不断应用，可以

掌握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系统及零部件

工程化技术，为纯电动汽车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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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联合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印

发《本市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超级充电站建设实施方

案》提出，预计到2024年年底，北京市将建成超级充电

站500座，到2025年年底力争实现数量翻番，达到1000
座。

据了解，自从2023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以

来，深圳、广州、重庆、海南等多地先后提出超级充电站

建设目标。

超级充电站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将有效解决新能

源汽车的“里程焦虑”，从而大大促进该行业的发展。

超充站建设提速

北京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能源汽车消

费者越来越期待获得类似加油站的“随行随充”服务，主

要体现于“四性”即可靠性、便捷性、时效性、经济性，尤

其是充电的时效性，已逐步成为影响购（换）车决策的前

置因素之一，迫切需要通过技术产品的创新，为消费者

提供高品质的充电服务。

据了解，“超充”是指以单枪方式为电动汽车提供电

能的一种大功率充电技术，相较于快充和慢充，“超充”

充电速度更快，充电时间更短，可以为充电用户带来“一

秒约一公里”近似加油站加油的极致充电补能体验。

近日，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超级充电站和丰台区东

管头超级充电站投入使用，这是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建

成并投运的首批超级充电站。

据了解，首批超充站日均服务能力可达700车次，

采用1000伏高电压技术平台，运用液冷超充技术，单枪

最大输出功率可达600千瓦，具备超级快充电池技术的

电动汽车10分钟即可满足补电需求。

相比之下，一辆家用车使用慢充桩充满电通常需要

7-8个小时，使用快充桩则需要1-2个小时。

目前，超级快充站建设已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流趋

势。

除北京市外，深圳市提出力争到2023年年底建成

不少于150座公用超充站，2024年3月底前建成不少于

300座公用超充站；广州市的目标是到2024年基本建成

“超充之都”，超级快充站约 1000座、换电站约 200座。

海南省则提出建设“超充之岛”，2025年建成超级快充站

超400座。

除此之外，相关车企也在积极部署。前瞻产业研究院此前发布的数据

显示，造车新势力超充站建设能力在不断提升。截至2024年6月，蔚来已

在全国建成有2279座超充站、1.02万台超充桩，与特斯拉规模相近。小鹏、

理想、极氪建设的超充站分别为354座、444座和456座。

还需各方合力

虽然发展迅速，但当前超充设备建设面临的痛点主要体现在投资成本

高回收期长、充电车型少兼容难、电网功率不够、充电基础设施不足等方

面。

据了解，一个超充桩成本在30多万元，相比普通慢充桩的几千元建设

成本、直流快速充电桩几万元成本，均高出许多。同时，配备相应超充电池

和接口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还比较少，会影响到站点的投资回报率。

“超充”作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电池、车、充电桩等多方

全面配合，并进行相应的技术升级，才能让超充站的价值最大化，在满足车

主快速充电这个迫切需求的同时带动整个产业链快速发展。

深圳英飞源技术有限公司集团副总裁韩涛表示，要促进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推动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充电设施运营商等相关企业

之间的合作。同时，鼓励相关企业和研究机构加强超充技术的研发和创

新，提升充电设施的科技含量和竞争力。

可喜的是，这种上下联动的趋势已经出现。2022年以来，孚能科技、宁

德时代、亿纬锂能等电池厂陆续推出超充动力电池。车企方面，特斯拉、小

鹏、蔚来、理想、北汽极狐、长安阿维塔、比亚迪等众多车企陆续推出了800V
高压电气架构以及450kW以上的超级快充方案。

在建设成本方面，有专家表示，多地加速建设“超充之城”，将推动超级

充电桩的普及和发展。在产业链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有望推动超级充电桩

建设成本下降。

在超级充电站网络建设方面，充分发挥各方力量，齐力并举也是各地

政府期望形成的局面。

根据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实施方案》，在超充站建设上，鼓励多方参与

多元发展。遴选优质企业与充电设施、停车管理、物业服务等企业合作，加

快推进高质量超充网络建设。鼓励充电桩相关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安装

运营等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京津冀区域布局集聚，构建全产业链生态。按

照“政府搭台、企业自愿、多方参与”的思路，探索建立项目建设联合体，充分

发挥不同类型企业优势，切实提升建设运营服务效率。

▶ 本报记者 于大勇

近日有消息称，深圳来电科技有限公司

创始人袁冰松“失联”，与其同时失联的还

有来电科技第一手接盘人韩冰以及其他 4
名来电科技相关人员。而“失联”原因，或

涉及其在与浙江省浦江县国资的合作中致

使国有资产流失。

来电科技事件无疑给共享充电行业乱

象又增添了浓重一笔。事实上，共享充电

行业存在的问题已日益引起广泛关注，“好

借难还”和“价格刺客”等情况广受诟病。

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期发布的 2024 年上半

年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由于商家信息

显示不准、状态更新不及时等原因，共享充

电宝行业存在消费者使用后难以找到正确

归还地点，被迫延长计费时间等问题。

而在这些乱象背后则是共享充电企业

普遍面临的盈利困境。

收费不低却盈利困难

艾瑞咨询此前发布的《2024年中国共

享充电宝行业研究报告》显示，共享充电宝

行业集中度较高，头部效应明显，前五大品

牌占据的市场份额为 96.6%。其中，怪兽

充电市场占有率最高，达到36%。

截至去年年底，怪兽充电在全国共有

123.4万个POI（点位数），累计注册用户数

达3.92亿，拥有在线共享充电宝 920万个，

3项数据同比分别增长23.8%、17.3%、36.6%。

即使如此，“共享充电宝第一股”怪兽

充电依然盈利困难。

2021年至2022年，怪兽充电分别亏损

1.25亿元和 7.11亿元，直到 2023年才首次

实现全年盈利。

然而，今年第一季度怪兽充电业绩又

大幅下滑，财报显示，第一季度怪兽充电营

业收入 3.97亿元，同比大幅下降 51.7%，较

上季度下降 18.3%，幅度进一步扩大。利

润方面，第一季度亏损 30 万元，而上年同

期净利润为 1080 万元，净利润由盈转亏

结束了此前连续 4 个季度盈利的趋势；

第一季度经调整净利润 380 万元，虽然

是第五季度经调整净利润盈利，但相较

上年同期大幅下滑近78%。

来电科技创立于 2014年，是共享充电

宝行业最早“吃螃蟹”的企业。2020 年年

末，来电科技100%股权持有人变更为浦江

来电正奇科技有限公司，背后股东方主要

为浙江省浦江县国资。2022年，来电科技

逐步陷入困境，遭遇大量供应商、代理商诉

讼，账户被冻结等一系列问题，来电充电宝的

收款方则由浦江来电变更为深圳市来电哥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而后者则是由来电科技创始

人袁冰松控制的主体。彼时，就有媒体指出

此举是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2021 年，小电科技计划在港股启动

IPO，此后申请材料自动失效致使上市“搁

浅”，且多次传出裁员消息。小电科技当时

的招股书显示，2020年，其营业收入为19.1
亿元，净亏1.04亿元。

在共享充电企业盈利难的同时，许多

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的实际使用价格则大幅

上涨，更有甚者已达到 5 元/小时，不足一

小时需要按一小时收费，一些热门景区等

使用场景可达10元/小时以上。

关于制约行业盈利能力的首要原因，

目前看似无解。据了解，共享充电宝进驻

热门商圈（如餐饮门店、KTV、酒吧等）需

缴纳入场费，并按照比例向合作伙伴支付

佣金，入场费和佣金在内的费用大约占设

备收入的 50%-70%。随着激烈的竞争，相

关费用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代理模式导致乱象频出

据了解，共享充电宝行业运营模式主

要为直营和代理两种。其中，直营模式的

商户入场费、佣金、设备及人员成本已占据

营业收入近九成，算上物流仓储等相关费

用，直营模式的运营利润率水平很低；代理

模式中，企业最大成本来自于代理商分成

及设备成本。因此，代理已成为行业的最

主要的运行模式。

去年从第二季度开始，怪兽充电开始

主动开启转型，减少直营模式的投入。

2023年，怪兽充电新增代理合作伙伴超过

4300 个，代理点位占比提升至 72.8%。代

理业务为怪兽充电贡献了18亿元的收入，

同比增长49.3%。

近日，怪兽充电更是被曝出大面积出

售城市直营业务，全面转向代理加盟模

式。除上海、成都等核心城市优质点位仍

在保持运营外，其余城市直营点位已在打

包出售，转卖给区域代理商。

虽然代理模式可以大幅降低运营成

本，从而实现轻资产经营，但营业收入和利

润也会受到影响。

在直营模式下，用户支付的费用全部

被计入营业收入；转向代理模式后，用户是

向代理合作伙伴付费，相关企业只能从代

理商处抽成，直接影响了相关企业的营业

收入。放开代理后，毛利率快速下滑，2020
年怪兽充电的毛利率高达 84.67%；此后 3
年，这一数字逐级递减，分别为 82.13%、

76.76%和56.45%。

代理模式的大行其道，也是整个行业

乱象频出的主要原因。分析认为，全面开

放代理商经营，意味着相关企业放弃了区

域充电宝定价权，而高价拿下代理资格的

代理商面对已经开始饱和的共享充电宝市

场，只会进一步加快“回本”的速度。若管

理不善，服务质量就会下降，用户体验不佳

将会进一步影响品牌形象。虽然减少了前

期投入，但长期看，后期服务体系投入仍有

压力。

怪兽充电为经销商开放了自由设置运

营价格权限，这导致了商家对于不同区域

定价模式的差异，一些用户往往消费后才

发现扣款额度超出预期，因此产生了大量

大额扣款的维权与投诉。

插电式混合动力优势受市场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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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河北省秦皇岛经开区大力发展电子信息和智慧消防产业，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目前，该区拥有电子信息技术及智慧消防产

业企业21家，初步形成了高端电子线路板、消防电子、LED半导体照

明、软件开发和信息技术服务等为主导的产业集群。

图为工人在河北省秦皇岛经开区一家电子消防器材企业的生产

车间工作（8月15日）。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近年来，地处沂蒙革命老区的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坚定不移实

施“产业强县”战略，聚焦产业绿色

转型和工业倍增，积极培育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等新

兴产业，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聚力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蓄

势赋能。

图为在日照浪潮智能终端生

产基地项目现场，工作人员在调试

新安装的板卡生产线（8月16日）。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