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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石化与中国石油

频频出手联合相关企业布局新

能源汽车充电领域。专家表示，

在新能源汽车产业迅猛发展的

当下，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等传

统能源头部央企，从最初的试探

前行到如今在充电市场的深度

耕耘，系正在经历一场意义深远

的战略转型，而这一转型背后，

有着多重目的考量。在具有独

特优势的同时存在着不可忽视

的短板，以及亟待解决的市场难

题。

频频出手背后的谋划

今年 4月底，中国石化与比

亚迪强强联合，在广东深圳龙珠

源加能站成功打造我国首座兆

瓦闪充站。

据了解，兆瓦闪充技术，是

以 1000 伏（V）高压架构和 10 倍

率（C）电池为核心，实现了充电

功率 1兆瓦（MW）的突破。而广

东深圳龙珠源加能站也成为深

圳市首座集“油、氢、电、服”于一

体的综合能源示范站，涵盖油品

销售、易捷服务、加氢业务、充电

业务、光伏发电、V2G（车网互

动）、爱心驿站、自助洗车等多种

服务设施。

今年 4月初，中国石油凭借

华为超充技术支持，在上海地区

的首座超级充电站——中国石

油伊犁路超级充电站正式开业

投运。该充电站配备 5 套 600/
720千瓦全液冷超充主机，设有4
个最大充电功率达600千瓦的超

充车位，以及52个最大充电功率

达250千瓦的快充车位。伊犁路

充电站业态丰富，涵盖充电、储

能、停车、休息、汽服等多个功能

模块，是目前中国石油在上海市

业态最全、服务项目最多的超大

型示范充电站。

“传统能源巨头布局新能源

充电市场，其根本目的是适应能

源结构转型趋势，守住自身在

‘终端能源接触点’的战略高

地。”知名商业顾问霍虹屹表

示，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石化

和中国石油构建了遍布全国的

加油网络，控制了数以万计的

能源补给节点。随着新能源汽

车渗透率快速上升，“电”开始

取代“油”成为车用能源主角。

如果不主动介入，这些企业可

能失去对“车主流量入口”的控

制，进而失去客户关系与终端

定价权。换言之，充电市场不

是“想不想做”的问题，而是“不

得不做”的命题。

“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等传

统能源央企深耕充电市场，旨在

应对四大挑战。”资深人工智能

专家郭涛认为，其一，传统燃油

车销量下滑导致加油站业务萎

缩，布局充电桩成为抵御行业变

革的关键举措；其二，当前充电

桩供给严重不足，央企凭借加油

站网络优势可快速填补市场空

白，优化用户体验；其三，通过提

供“加油+充电”综合服务增强用

户黏性，并可能反向推动电动车

市场扩张；其四，积极响应国家

“双碳”政策和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要求，履行央企社会责任。

优势与短板并存

“在充电市场布局中，中国

石化和中国石油具备诸多显著

优势。”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理

事会常务主席支培元表示，庞大

的能源供应网络是两家央企的

坚实后盾。截至目前，中国石化

和中国石油分别拥有超3万座和

2.2万座加油站，利用这些站点建

设充电桩能快速构建起广泛的

充电网络，从而大幅度降低建设

成本和时间成本。长期积累的

技术研发实力和强大的品牌影

响力，也为其在充电市场的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雄厚的

资金实力使其有足够底气投入

大规模的充电设施建设与运营。

虽然有诸多优势加持，但两

家企业也存在短板待补。

“两家央企面临的短板，如

充电业务运营经验相对不足，可

能需要在服务质量、用户体验等

方面持续优化。”中国城市发展

研究院农文旅产业振兴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袁帅介绍说，相较于

专注于新能源汽车充电领域的

初创企业，传统能源企业在市场

响应速度和灵活性上可能稍显

滞后，需要加快创新步伐以适应

快速变化的市场需求。

“首先最核心的问题是‘基

因问题’。”霍虹屹表示，两家央

企长期从事石油领域，组织文

化、人才结构、技术路径与电动

化存在天然隔阂。其次是“运营

思维差异”，油站更强调点状供

给，而电动化强调的是系统协同

与用户体验，这对数字化能力提

出更高要求。此外，面对灵活的

民企与科技企业，央企在机制上

也面临决策链条长、反应速度慢

等问题。

除了企业自身存在的短板

外，目前新能源汽车充电市场也

存在待解难题。

“当前，充电市场面临三大

难题。”郭涛介绍说，一是结构性

矛盾突出，公共充电桩利用率不

足10%，而高峰期排队问题严峻；

二是运营效率低下，众多运营商

陷入价格战，设备闲置率高；三

是技术标准不统一，换电模式电

池包兼容性差，无线充电成本高

昂。

“要想破题需三管齐下：其

一，通过‘充电桩+储能’模式参

与电网调峰，获取辅助服务收

益；其二，与车企、地图厂商共建

充电地图，利用大数据优化桩位

布局；其三，推动车桩协同标准

制定，例如参与液冷超充、自动

充电机器人等技术研发，降低充

电时间至10分钟以内。”郭涛说。

袁帅认为，中国石化与中国

石油等企业可采取一系列破题

策略。例如，在基础设施建设

上，加大投入，优化布局，特别是

在交通枢纽、城市核心区等需求

旺盛区域加密充电设施，提升充

电便利性。同时，加强与车企、

电池供应商等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合作，共同推进充电技术的标

准化与兼容性，提升用户体验。

在运营模式上，可探索多元化盈

利模式，如结合广告、数据服务、

会员体系等增值服务，提高充电

设施的综合效益。此外，还应注

重技术创新，积极引入超充、换

电等新技术，缩短充电时间，提

高运营效率。通过这些举措使

得企业有望在充电市场中占据

有利地位，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

的持续健康发展。

新华社赫尔辛基5月 26日电 芬兰

国家技术研究中心 26 日发布新闻公报

说，该中心与印度一家科技公司联合研

发出一种新型环境监测传感器系统，可

在能见度极差的环境下探测到 200 米

外的障碍物，从而提高交通运输及矿业

生产等领域的安全。

公报说，浓雾、暴雨和暴风雪等极

端天气每年都会给铁路运输带来重大

安全风险，这一新型传感器系统有助于

防止铁路运输交通事故。该传感器系

统由一款软件和安装在火车前部的传

感装置组成，集成了雷达、热成像摄像

头、卫星定位系统和人工智能等，可在

能见度接近于零的环境下探测到 200
米外的行人和动物，并立即向火车驾驶

员发出警示，从而在具有挑战性的环境

和极端天气条件下提供可靠运输解决

方案。

公报说，该传感器系统已在印度

的铁路上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它

能在确保安全的同时显著提高火车运

行速度。

研发人员认为，该传感器系统还可

应用于矿业领域。矿业生产中，极端天

气状况可能导致采矿场、矿山设施、运

输线路被破坏或瘫痪，易引发安全事

故，进而导致停工并造成巨大经济损

失。公报说，将该传感系统安装于作业

机械上，有利于保障安全、提高生产效

率、降低成本。 （记者 朱昊晨 徐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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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公交总站光储充

一体化公交充电站正式并网投运。该光储充一体化

公交充电站是集光伏发电、储能与充电于一体的智

能公交充电站，总功率 3300 千瓦，可同时满足 64 辆

公交车充电需求；同时充电站屋顶光伏总装机容量

420千瓦，年发电量约42万度，将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

341.9吨，通过智能化能源管理系统与清洁能源的协同

利用，助力绿色低碳转型实现“双碳”目标。

▲ 图为湖州长兴公交总站光储充一体化公交充电站（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 图 为 湖 州

长兴公交总站

光储充一体化

公 交 充 电 站 ，

公交车回站充

电。公交车充

电一次需要 40

分 钟 ，能 续 航

200多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