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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是加快新能源汽车发展

和促进新能源汽车下乡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障。加快推进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是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发展乡村

旅游新业态的重要抓手，还是贯彻落实国家“双碳”发展目

标、乡村振兴战略，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重

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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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浙江省公共充电基础设

施网点规划指南（试行）》（下文简称规划指南）相关要求，

加快湖州市吴兴区城乡充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建设，

特编制本规划。 

本次规划地域范围为大吴兴，含吴兴区和南太湖新区1。

规划基准年为 2022 年，规划期限为 2023-2025 年。 

  

                                                   
1
 下文，大吴兴统一表述为吴兴，吴兴区为大吴兴除南太湖新区外的小吴兴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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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一）社会经济发展现状 

1.区域行政区划 

吴兴是浙江省湖州市市辖区，位于长江三角城市群中心

位置，地处浙江省北部、湖州市中部、太湖南岸。 

吴兴，下辖 5 个镇、1 个乡、13 个街道，另有湖州市南

太湖新区（市级开发区）和南太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区级

开发区，下文简称高新区）。 

其中，吴兴区管理月河街道、朝阳街道、爱山街道、飞

英街道、龙泉街道、环渚街道、湖东街道等 7 个街道和高新

区2等城市地区，以及织里镇、八里店镇、妙西镇、埭溪镇、

东林镇和道场乡等 5 镇 1 乡的乡村地区；南太湖新区管理凤

凰街道、康山街道、龙溪街道、杨家埠街道、仁皇山街道和

滨湖街道 6 个街道等城市地区，区内不涉及乡村地区。 

2.经济社会发展 

2022 年，吴兴位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 60 位，

较上年提升 21 位。地区生产总值因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

经济指标受疫情影响均有下滑，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897.3

亿元，财政总收入实现 100.2 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达 73113 元和 44938 元，分别增长 4.2%和 6.3%，城

乡居民收入比由 1.66:1 缩小到 1.63:1。 

3.道路交通现状 

                                                   
2
 其中高新区下辖 25个村社按乡村地区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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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境内交通发达，各级公路共计 883.50 公里。骨干公

路交通主要有贯穿南北的 G25 杭宁高速，横卧东西的 G50 沪

渝高速和 S12 申嘉湖高速，境内设有 2 个高速服务区，分别

为沪渝高速湖州服务区和杭宁高速青山服务区；104 国道、

318 国道、306 省道贯通全境，基本形成长三角核心城市（上

海、杭州、南京、苏州）1 小时交通圈。2022 年，全区农村

公路总里程数达 710.18 公里，占总里程 80.38%，已实现全

区所有乡镇、4A 景区全部通达二级以上公路，中心村、3A

景区全部通达三级以上公路；同年吴兴列入“四好农村路”

全国示范县创建单位。 

（二）发展规划情况 

1.国土空间规划 

根据《湖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草

案），湖州城乡融合均衡发展，是一座加速崛起的现代化滨湖

花园城市，全域构建“南太湖城市带—县域中心城市—镇—

村”四级网络化城乡体系，提出强化中心集聚，做大做强“一

体两翼”南太湖城市带，做精德清、安吉县城，做特省级试点

小城市和重点镇，做优一般村镇构建网络化都市区经济板块

的城乡体系发展策略。 

根据规划，吴兴所辖 13 个街道、南太湖新区、高新区以

及八里店镇、织里镇、道场乡纳入湖州中心城区范围。埭溪

镇为省级试点小城市，人口规模 5-20 万人；道场乡、东林镇

和妙西镇为一般镇，人口规模 3 万人以下。综合考虑规划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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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本次规划结合吴兴实际情况按照城乡体系发展适度超前

配置。 

 

 

 

 

 

 

 

 

 

 

图 1-1  湖州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图 

表 1-1  湖州市城镇规模等级体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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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路交通规划 

根据《吴兴区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十四五”规划》，“十

四五”期间，吴兴区将以长三角核心战略枢纽为功能定位，

全力打造“4631”交通体系，即投资约 400 亿元，打造“6 网 3

新 1 融合”的现代化高品质综合总统体系。全面建成湖杭高

速公路吴兴至德清段工程，构建“井字”高速网络；推进建

设 104 国道吴兴区埭溪段改建工程、104 国道长兴李家巷至

施家桥改建工程等国省道项目，农村公路等级提升和改扩建

约 136 公里，谋划“两环六射”快速路网络，实现全区公路网

络“内循环”。 

《吴兴区“四好农村路”建设规划（2022-2035）》，提出

养护目标，至 2025 年推动农村公路驿站建设，重要县道及通

景公路全部设置公路驿站。 

此外，根据《吴兴区西部山区组团发展交通规划》和《吴

兴区东部滨湖一体化发展交通规划》将加强区域综合交通发

展，完善停车位配置，预计分别新增停车位 1000 个和 1200

个，为乡村地区公共充电桩配建提供了良好的建设条件。 

二、电动汽车及充电设施现状分析 

（一）区域电动汽车发展现状 

“十三五”期间，湖州市坚持“电动湖州、绿色共享”

发展理念，高度重视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和应用推广，成为全

国首批新能源汽车推广试点城市，是浙江省首个市域范围内

全部实现公交车电动化的城市。近年来，湖州电动汽车保有

量快速增长，电动货车及其他电动车辆发展成效显著，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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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电动汽车推广数量居全省前列。 

截至 2022 年底，湖州全市机动车保有量 1040000 辆，其

中电动汽车保有量达 59400 辆，电动汽车渗透率超过 5.7%。

吴兴电动汽车保有量约合 20200 辆，其中私家车 17000 辆、

出租车（网约车）880 辆、电动公交车 670 辆、专用车 1540

辆。 

（二）充电设施现状 

1.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现状 

2016 年，湖州市发布《湖州市促进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运营办法（暂行）》（湖政办发〔2016〕68 号），对充电

基础设施的建设、运营等方面做了规定，现已形成比较完善

充电网络。 

截至目前，吴兴现状共有公用充电桩 1825 枪，超额完成

全省下达的“十三五”规划建设目标；建成自用充电桩保有量

达到 1 万个以上，电动汽车日常出行的充电需求得到有效满

足。 

2022 年以来，湖州市不断推进“电桩下乡”建设，制定

出台相关建设指南，开展新能源充电桩、光伏、储能站、加

气站和能源管理系统等建设。目前，“电桩下乡”项目已建成

投运近 40 座充电桩，辐射约 1500 平方公里的城乡居民。 

2.充电基础设施布局现状 

现状充电桩建设城乡分布不均，约 90%集中在城市地区，

以充电需求相对集中的中心城区和商业圈周边停车场为主。

城郊、乡镇等乡村地区因人口密度较低、停车位配建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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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充电桩建设经济回报周期长、资本投资建站积极性不高

等问题，存在公共充电桩数量少、位置偏、服务弱等难题。 

3.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现状 

现有国家电网、星星充电、湖州泰能、浙江芯能、湖州

胜隆、湖州优森、卓一新能源、浙江亿能等多家充电运营商。

在充电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作上，湖州泰能会同浙江亿能、

国家电网、星星充电、特锐德等企业通过整合信息资源、统

一信息交换协议，建立充电基础设施服务平台，提升充电智

能化水平。 

现阶段，充电基础设施的盈利手段较为单一，充电服务

费为主要收入来源，且公共充电设施利用率普遍低于 15%，

不少运营商仍处于亏损状态。从充电量分布来看，主要以公

交车、出租车和网约车等营运车为主，其他类型车辆占比较

小。 

（三）现状问题分析 

吴兴公共充电桩设施建设和运营方面现状问题较为普

遍性，主要存在结构性短缺和资源浪费并存、现行建设运营

标准有待完善、设施利用率较低经营成本高等短板。 

结构性短缺和资源浪费并存。一是公共充电桩区域布局

不均衡。上文所述，因现实原因造成城郊、乡镇等乡村地区

公共充电桩建设滞后、充电桩相对缺失，未能实现乡镇公共

充电桩 100%覆盖。二是城市区域内部充电桩发展存在结构

性失衡。公共充电桩建设多为市场行为，因缺乏统一科学布

局规划，造成热门区域重复布局。随着技术进步，电动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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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航里程大幅提高，里程焦虑问题已逐渐缓解，公共充电桩

规划布局更应考虑需求导向和公共保底服务相结合。 

现行建设运营标准有待完善。一是行业相关标准缺乏硬

性指标约束亟需修订。现状多家充电运营商建设运营标准不

统一，在设备型号、扫码程序、收费标准、投诉管理方式都

存在差异，运营商缺乏互通，应用程序太多且使用复杂，整

体服务体验受影响。二是部分设备老旧智能化程度低。老旧

充电桩基本不具备上网运行功能，部分新建的零星充电桩也

不能有效上传信息，较难接入服务平台实现统一运营管理。 

设施利用率较低经营成本高。一是重建设轻运营导致部

分充电桩荒废。在市场竞争初期，运营企业出于占有市场份

额，盲目建设、运营亏损致使部分充电桩闲置。二是充电车

位被占用导致设施利用不足。公共充电桩多布置于公共停车

场内部，受限于管理水平和公共停车位不足等影响，公共充

电车位被占用现象较为普遍，降低充电设施利用效率。同时，

高速公路服务区场站由于场地租赁费高、运维成本高等原因，

导致设备利用率低；随着峰谷电价的进一步调整，公交等刚

性公共运营充电桩成本高的问题也逐渐显现。 

三、充电设施发展需求预测 

（一）车辆规模预测 

加快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船，加强交通电气化替代

是交通领域践行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举措。国务院印发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 年）》，提出到 2025

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达到汽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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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并明确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新增或更新公交、出租、物

流配送等公共领域车辆，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 80%。“十四

五”将成为新能源交通工具逐步替代燃油车船的关键期，必

将带动新能源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 

结合全省新能源电动汽车推广应用相关政策要求及发

展目标，对吴兴各类电动汽车的发展进行规模预测。到 2025

年，吴兴机动车预测保有量 39 万辆以上，电动汽车保有量

3.4 万辆以上，其中电动私家车 28950 辆，出租车 680 辆，网

约车 520 辆，电动公交车 720 辆，专用车辆 2940 辆；电动汽

车保有量占总机动车比例 8%，具体分区分年度各类型电动

汽车预测情况详见下表。 

表 3-1  吴兴分区分年度各类型电动汽车预测表 

区域 年份 车辆总数 
电动车 

总数 
私家车 出租车 网约车 公交车 

专用 

车辆 

吴兴

区 

2022 年 239200 13660 11500 280 320 450 1040 

2023 年 248400 16450 13800 350 335 460 1380 

2024 年 257600 19200 16100 420 350 470 1720 

2025 年 264500 23000 19550 460 350 480 2000 

南太

湖新

区 

2022 年 114400 6540 5500 130 150 220 500 

2023 年 118800 7870 6600 165 155 225 660 

2024 年 123200 9200 7700 200 160 230 820 

2025 年 126500 11000 9400 220 170 240 940 

合计 

2022 年 353600 20200 17000 410 470 670 1540 

2023 年 367200 24320 20400 515 490 685 2040 

2024 年 380800 28400 23800 620 510 700 2540 

2025 年 391000 34000 28950 680 520 720 2940 

备注：因私家车挂靠网约车运营，网约车与私家车数据有部分重叠；未计

入其他电动汽车。 

（二）公共充电设施规模预测 

根据《浙江省充电基础设施发展“十四五”规划》，湖州

是充电基础设施加速发展区，首批列入国家新能源汽车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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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城市，具备良好的电动汽车推广应用基础。同时，湖州

被认定为全球唯一生态文明国际合作示范区，应加快推进充

电基础设施发展。 

根据各类型电动汽车分类预测规模，结合实际充电需求，

参照规划指南相关要求，进行城市和乡村地区公共充电设施

规模预测。经测算，2025 年吴兴累计建成公共充电桩 2800

枪（含专用充电桩，下同），其中城市地区 2425 枪、乡村地

区不少于 375 枪。 

四、规划目标与规划原则 

（一）发展目标 

1.总体目标 

充分考虑公共充电设施的服务半径和设施利用率（电池

更换模式应考虑电池配置比例）等因素，按照“桩站先行、

适度超前”的总体要求，明确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目标。

到 2025 年，吴兴共建成公共领域充换电站 150 座以上，累

计建成公共充电桩 2800 枪，其中城市地区 2425 枪、乡村地

区不少于 375 枪；规划新增 975 枪，其中城市地区 600 枪。 

2.分区域目标 

城市地区，包括吴兴区中心城区和高新区城区部分，以

及南太湖新区全域，该区域电动汽车保有量较大，公共充电

设施建设有一定基础，重点围绕“两区”、“三中心”，按照公

共充电服务半径城市核心区 1 公里、郊区 2 公里要求，大力

推进充电基础设施与停车设施一体规划建设。到 2025 年，吴

兴城市地区累计建成公共充电桩 2425 枪，规划新增 600 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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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区，主要为吴兴区下辖 5 镇 1 乡和高新区乡村部

分，重点在中心镇、中心村（未来乡村）、景区及民宿周边、

国道省道与四好乡村公路沿线加强公共充电设施布局，最终

形成服务半径小于 3 公里的乡村充电圈。到 2025 年，吴兴

累计建成乡村公共充电桩不少于 375 枪。 

（二）规划原则 

全域统筹、兼顾发展。按照规划指南布局要求与建设标

准，加强城市和乡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全域均衡发展，

以必建场景为主、选建场景为辅，统一规划兼顾地方实际与

区域发展，按照“桩站先行、适度超前”理念，科学制定建

设目标，推进充电基础设施有序实施，实现公共充电站“县

县全覆盖”、公共充电桩“乡乡全覆盖”。 

突出重点、分类实施。加强存量空间盘活利用，依托“一

键找桩”平台，加快人流、车流密集区域充电基础设施布局，

按照合建为主、单建为辅的原则，遵循“快慢互济、充换并

举”的技术导向，优先布局、分类实施，整体形成城市五分

钟、城乡半小时充电圈。 

聚焦民生、服务低碳。按照湖州市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决策部署，着眼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加快推进老旧小区

共享充电桩建设，解决老旧小区充电难的民生问题。结合美

丽乡镇、未来乡村、零碳景区建设，以交通网络为依托，推

动充电网络向乡村地区有序延伸，为湖州市打造“全国首个

绿色无痕生态旅游城市”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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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划重点 

1.突出均衡发展，优化城乡设施空间布局 

根据充电量的数据分析，城市地区除公交充电站和出租

车充电站等专用充电站外，其他公共充电站使用率总体在 10%

左右，现状建设已经适度超前。 

本次规划重点针对乡村地区，按照“由无到有，由疏到

密”的原则，围绕中心镇、中心村（未来乡村）、景区及民宿

周边、国道省道与四好乡村公路沿线等必建场景，梳理建设

内容、明确建设标准；兼顾发展强化选建场景建设指引。城

市地区重点结合老旧小区综合改造，加快既有居住区停车位

公共和个人充电桩配套改造，鼓励和引导老旧小区自用充电

桩分时共享和非固定车位配套公共充电桩和个人共享充电

桩。 

2.突出补短强弱，加快推动充电设施建设 

针对城市地区充电设施发布不均衡的问题，重点推进大

型商场、超市、宾馆、商务楼宇、文体场馆、公园绿地、园

区会客厅等办公区和“三中心”配建停车场配置公共充电站，

并通过交通枢纽、停车换乘（P+R）、旅游集散中心等各类社

会停车场公共充电站建设，整体优化充电设施网络均衡布局。 

充电设施建设适度向物流、出租、环卫等专用领域阶段

性倾斜，建设专用充换电设施，有效服务专用车辆电能替代；

推进纯电动公交首末充电站建设，打造公交快充示范体系。 

3.突出提质增效，确保基础设施建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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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执行充电设施建设标准，吴兴新增公共桩和专用桩

均应为通过强制检定的智能桩，并具备通信、控制等功能。

其中，公共快充桩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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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区域等，乡村地区适用于旅游景区、

民宿（农家乐）等，慢充桩充电功率 7～14 千瓦；专用充电

桩根据电动客车、货车、卡车等不同车型、充电功率，按需

配置并符合相关行业标准。 

加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以及

交通、市政、电网等其他专项规划的衔接，并做好与国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深度融合。通过精准高效

开展全流程规划，预估投资建设规模，分城市、乡镇两个维

度做好规划方案评估，确保整体建设成效。 

五、充电设施布局规划 

（一）城市地区 

1.配置原则 

充分挖掘既有办公区、“三中心”配建停车场和公共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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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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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布局 

（1）办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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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分布于吴兴区，主要为机关单位、医院、学校等办

公场所，建设 13 个公共充电站，配置公共充电桩 118 枪，其

中公共快充桩 106 枪，公共慢充桩 12 枪。 

表 5-1  办公区公共充电桩规划配置一览表 

序

号 
区域 

镇 

（街道） 
名称 站址 

充电桩 

枪数 

1 

吴兴区 

朝阳街道 
陆军第七二集团军医

院充电站 

劳动南路与车站路

交叉口东南 50 米 
16 快 

2 飞英街道 
广播电视局西停车场

充电站 

文教路与新华路交

叉口东南 50 米 
8 快 

3 龙泉街道 
吴兴区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局充电站 
田盛街 535 号 8 快 

4 朝阳街道 
湖州车站路停车场充

电站（九八医院） 
车站路 9 号 8 快 

5 
环渚街道 

龙泉环渚卫生院充电

站 
福莱福路 1 号 4 快 

6 慧兰科创中心充电站 慧兰路 99 号 4 快 

7 

八里店镇 

吴兴区人民政府 吴兴大道 6 快 12 慢 

8 湖师附小充电站 
小山路与草荡漾路

交叉口南 200 米 
8 快 

9 湖州第四中学充电站 
小山路与草荡漾路

交叉口南 200 米 
8 快 

10 
吴兴区医疗保障局充

电站 
区府路 1129 号 8 快 

11 
八里店镇

（高新

区） 

戴山社区卫生服务站

充电站 
振兴路 101 号 4 快 

12 戴山学校充电站 九龙山路 2 号 8 快 

13 
南太湖

新区 

仁皇山街

道 
湖盛大厦充电站 

吴兴区仁皇山路

555 号 
16 快 

合计   106 快 12 慢 

（2）商业中心 

集中分布于吴兴区，主要为银泰百货、万达广场、总部

自由港、新天地等商业综合体，以及农批市场等商业设施配

建停车场，建设 11 个公共充电站，配置公共充电桩 402 枪，

其中公共快充桩 202 枪，公共慢充桩 200 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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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商业中心公共充电桩规划配置一览表 
序

号 
区域 

镇 

（街道） 
名称 站址 

充电桩 

枪数 

1 

吴兴区 

爱山街道 

银泰百货 1 号充电站 南街 558 号 20 快 10 慢 

2 银泰百货 2 号充电站 南街 558 号 20 快 10 慢 

3 新天地 1 号充电站 红旗路 66 号 32 快 16 慢 

4 新天地 2 号充电站 红旗路 66 号 32 快 16 慢 

5 

湖东街道 

万达广场 1 号充电站 
与苕溪东路交叉

路口 
8 快 

6 万达广场 2 号充电站 
圩田路与苕溪东

路交叉路口 
8 快 

7 八里店镇 总部自由港 
吴兴大道与区府

路交叉口东 
8 快 

8 

八里店镇

（高新

区） 

农批市场二期充电桩 
八里店镇丫头蔬

菜批发配送 
34 快 148 慢 

9 
戴山家园农贸市场充

电站 

湖织大道与戴山

路交叉口西北 100

米 

4 快 

10 戴山农贸市场充电站 

振兴路与九龙山

路交叉口东 100

米 

12 快 

11 
南太湖

新区 
凤凰街道 凤凰时代广场充电站 

吴兴区滨河路 666

号 
24 快 

合计   202 快 200 慢 

（3）休闲中心 

主要为吴兴区和南太湖新区的公园绿地、城市广场、文

体场馆等配建停车场，主要有西山漾湿地、儿童公园、莲花

庄公园、南太湖市民公园、长岛公园、城图广场、爱山广场，

以及莲花庄体育馆、奥体和湖州大剧院等，建设 8 个公共充

电站，配置公共充电桩 76 枪，其中公共快充桩 68 枪，公共

慢充桩 8 枪。 

表 5-3  休闲中心公共充电桩规划配置一览表 
序

号 
区域 

镇 

（街道） 
名称 站址 

充电桩 

枪数 

1 
吴兴

区 
八里店镇 

吴兴文商综合体停车

场充电站 
草荡漾路 4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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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朝阳街道 莲花庄体育馆充电站 横塘路 192 号附近 4快 

3 

月河街道 

莲花庄公园 1 号充电

站 
莲花庄路 121 号附近 4快 

4 
莲花庄公园 2 号充电

站 
莲花庄路 209 号附近 4快 

5 

南太

湖新

区 

凤凰街道 

长岛 1号楼停车场充

电站 
太湖路 4快 

6 
长岛公园停车场充电

站 
太湖路 8快 

7 
项王码头停车场充电

站 
太湖路 8快 

8 仁皇山街

道 

南太湖市民公园停车

场充电站 

太湖路与三环北路辅

路交叉口北 260米 
16快 

9 奥体停车场充电站 金田路 16快 8慢 

合计   68快 8慢 

（4）工业中心 

主要结合高新区环保产业园、久久工业园和大港工业区

配建停车场，建设 5 个公共充电站，配置公共快充桩 64 枪。 

表 5-4  工业中心公共充电桩规划配置一览表 

序

号 
区域 

镇 

（街道） 
名称 站址 

充电桩 

枪数 

1 

吴兴

区 

八里店镇 

（高新区） 

高新区环保产业园 1 号

充电站 
振兴阿祥路北 16 快 

2 
高新区环保产业园 2 号

充电站 

阿祥路 2888 号

附近 
16 快 

3 久立工业园 1 号充电站 
八里店镇中兴

大道 1899 号 
8 快 

4 久立工业园 2 号充电站 
八里店镇中兴

大道 1899 号 
8 快 

5 
织里镇 

（高新区） 
大港工业区充电站 大港路 55 号 16 快 

合计   64 快 

（二）乡村地区 

1.配置原则 

乡村地区充电基础设施按照应用场景进行统一规划选

址，优先在中心镇、中心村（未来乡村）、景区及周边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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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道省道与四好乡村公路沿线，选择乡镇广场、文化礼堂等

配建停车场、50 车位以上公共停车场布局公电充电设施。湖

州为充电设施加快发展地区，结合吴兴 2022 年 GDP 水平，

按照 GDP 大于 700 亿元的县（市、区）标准进行配置。 

2.规划布局 

（1）中心镇 

根据吴兴区 2022 年户籍人口统计数据，人口数大于 5 万

的仅有织里镇，参照规划指南按照不少于 20 个公共桩布置

（不含镇域中心村，下同），本次规划适度提高标准，围绕

机关单位办公区、商业中心、居住区、产业园和社会停车场

等进行配置，共建设 15 个公共充电站，配置公共充电桩 110

枪，其中公共快充桩 100 枪，公共慢充桩 10 枪。 

表 5-5  织里中心镇公共充电桩规划配置一览表 
序

号 

镇 

（街道） 
名称 类别 站址 

充电桩 

枪数 

1 

振兴 

办事处 

东湾兜社区充电

站 
居住区 

繁荣路与富民路交叉

口 
4 快 

2 振兴社区充电站 商业中心 
织里北路商城大厅停

车场 
8 快 

3 大邾社区充电站 工业中心 江南童装园区 16 快 

4 
利济 

办事处 

今海岸社区充电

站 
居住区 南湖路 35 号东面河边 4 快 

5 
织里 

办事处 
长安社区充电站 社会停车场 悦君府旁边停车场 

20 快

10 慢 

6 

晟舍 

办事处 

红门馆社区 1 号

充电站 
商业中心 

吴兴大道统艺广告对

面 
4 快 

7 
红门馆社区 2 号

充电站 
商业中心 利安广场地下停车场 4 快 

8 
晟舍社区 2 号充

电站 
社会停车场 

晟舍幼儿园南侧新投

停车场 
8 快 

9 永安社区充电站 社会停车场 
北圣堂路与珠江西路

交叉口停车场 
8 快 



 

- 18 - 

10 
秦家港社区 1 号

充电站 
商业中心 澄海漾小城 9 幢前 4 快 

11 
秦家港社区 2 号

充电站 
商业中心 

澄海漾小城 8 幢北

（栋梁路 880 号） 
4 快 

12 
河西社区 2 号充

电站 
商业中心 

河西新村菜市场停车

场 
4 快 

13 
河西新村 1 号充

电站 
居住区 

万谦漾路与栋梁路交

叉口东 100 米 
4 快 

14 
河西新村 2 号充

电站 
居住区 北五路 78-6 号附近 4 快 

15 
河西新村 3 号充

电站 
居住区 南五路 4 快 

合计    
100 快

10 慢 

其他乡镇镇区按公共充电桩“乡乡全覆盖”要求，原则

上每个镇区配置不少于 5 个公共充电桩。妙西镇、埭溪镇、

东林镇、道场乡结合共建设 4 个公共充电站，配置公共快充

桩 60 枪。 

表 5-6  其他乡镇公共充电桩规划配置一览表 

序

号 

镇 

（街道） 
名称 站址 

充电桩 

枪数 

1 妙西镇 
妙西镇沈家本历史文化馆充

电站 
妙西镇茶圣路 12 快 

2 埭溪镇 埭溪美妆小镇充电站 
埭溪镇美妆小镇 104 国

道旁 
12 快 

3 东林镇 东林镇紫园路停车场充电站 东林镇紫园路 12 快 

4 道场乡 
月河小学（浮玉校区）充电

站 

吴兴区二环西路与样板

街交叉口 
24 快 

合计   60 快 

（2）中心村（未来乡村） 

未来乡村：根据浙江省公布三批未来乡村建设试点名单，

吴兴区共涉及有 11 个村庄、片区（滨湖六村片区与杨溇村重

叠），按平均每个未来乡村不少于 4 个公共充电桩布置标准，

规划共建设 11 个公共充电站，配置公共快充桩 44 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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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未来乡村公共充电桩规划配置一览表 
序

号 
区域 未来乡村名单 

村庄 

数量 

充电桩 

枪数 

1 高新区 杨溇村 1 4 快 

2 织里镇 陆家湾村、曹家簖村 2 8 快 

3 妙西镇 妙山村、楂树坞村 2 8 快 

4 埭溪镇 盛家坞村、五石坞村、小羊山村 3 12 快 

5 东林镇 三合村、东华村 2 8 快 

6 道场乡 红里山村 1 4 快 

合计  11 44 快 

中心村：根据吴兴区 2022 年各村户籍人口统计数据，本

次规划共涉及 40 个中心村（不含未来乡村），按平均每个中

心村不少于 4 个布置标准，规划共建设 41 个公共充电站，

配置公共快充桩 168 枪。 

表 5-8  中心村公共充电桩规划配置一览表 

序号 区域 
中心村名单 

（不含未来乡村） 

村庄 

数量 

充电桩 

枪数 

1 高新区 
大溇村、许溇村、幻溇村、大港村、联漾

村、郑港村、东桥村 
7 72 快 

2 织里镇 
上林村、孟乡港村、乔娄村、伍浦村、汤娄

村、常乐村、庙兜村 
7 28 快 

3 
八里店
镇 

移沿山村、永福村、尹家圩村、紫金桥村 4 28 快 

4 妙西镇 妙西村、稍康村、石山村、后沈埠村 4 16 快 

5 埭溪镇 
太平桥村、上强村、联山村、庄上村、红旗

村、大冲村 
6 24 快 

6 东林镇 
东南村、东升村、保丰村、东明村、泉心
村、星火村（8 枪）、星敏村、星联村 

8 36 快 

7 道场乡 
唐南村、钱山下村、道场浜村、施家桥村、

菰城村 
5 20 快 

合计  41 168 快 

美丽乡村精品村或历史文化村：吴兴区已批和在创市级

美丽乡村精品村共 27 个、历史文化村 12 个（两者名单有重

叠）。作为选建场景，优先选取未来社区进行增配，同时综

合考虑人口规模要素，结合规划实际需求选取织里镇陆家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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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伍浦村、庙兜村、妙西村等 4 个中心村进行增配，按照

每个村再增加建设 2 个以上公共桩布置要求，规划增加配置

公共快充桩 18 枪。 

（3）景区及周边民宿 

核心景区：吴兴区核心景区主要有吴兴移沿山生态景区、

湖州中国原乡小镇、湖州丝绸小镇、湖州菰城景区和太湖溇

港景区等 5 个 4A 级景区，其中现状充电桩 16 个；4A 级景

区按照不少于 5 个公共桩布置标准，规划共建设 7 个公共充

电站，配置公共快充桩 74 枪，其中公共快充桩 69 枪，公共

慢充桩 5 枪。 

表 5-9  核心景区公共充电桩规划配置一览表 
序
号 

区域 景区 地址 
现状充电
桩个数 

规划充电
桩枪数 

1 

八里店
镇 

吴兴移沿山生态景
区 

吴兴移沿山生态
景区 

0 10 快 

移沿山庄游客中
心 

 8 快 

2 
西山漾景区 

（湖州丝绸小镇） 

西山路 7 — 

北门光储充放示
范站 

 17 快 5 慢 

西山路东 200 米  8 快 

皇冠假日酒店西
南侧约 250 米 

 8 快 

3 妙西镇 湖州中国原乡小镇 肇村村 1 8 快 

4 织里镇 太湖溇港景区 义皋村 8 — 

5 
南太湖
新区 

湖州菰城景区 龙王山路 0 10 快 

合计    69 快 5 慢 

非核心景区及周边民宿：吴兴区非核心景区主要为 13 个

3A 级景区，集中分布于妙西镇、埭溪镇和八里店镇等区域。

现状有 4 个景区配建了 7 个公共充电站、44 个充电桩。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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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重点针对位于八里店镇以及西部山区组团的景区结合

游客中心、周边民宿进行配置，规划新增 8 个公共充电站，

配置公共快充桩 29 枪，其中公共快充桩 8 枪，公共慢充桩

21 枪。 

表 5-10  非核心景区及周边民宿公共充电桩规划配置一览表 
序

号 
区域 民宿名称 站址 

充电桩 

枪数 

1 八里店镇 
潞村世界乡村小镇游客中心

充电站 

潞村游客

中心 
8 快 

2 

妙西镇 

湖州妙溪酒店 龙山村 5 快 

3 廿舍度假村 龙山村 5 快 

4 吴兴归去来兮农家乐饭店 肇村村 3 快 

5 吴兴半坡里民宿 龙山村 2 慢 

6 

埭溪镇 

吴兴木夏民宿 芳山村 2 慢 

7 吴兴青言心语民宿 芳山村 2 慢 

8 吴兴悦心谷民宿 红旗村 2 慢 

合计   8 快 21 慢 

（4）国道省道与四好乡村公路沿线 

停车区及公路驿站：吴兴区内每条国道省道均配置有不

少于 1 处停车区，用地面积约合 15 亩；到 2025 年，吴兴区

计划在四好农村公路沿线增加 8 座以上公路驿站。适宜利用

现状停车区场地与规划公路驿站，按照每处建设不少于 2 个

公共桩布置标准进行配置。本次规划结合实际情况共建设 5

个公共充电站，配置公共快充桩 18 枪。 

表 5-11  国道省道与四好乡村公路沿线公共充电桩规划配置一览表 

序

号 
区域 民宿名称 站址 

充电桩 

枪数 

1 
织里镇 

滨湖大道义皋游客集

散中心 
滨湖大道 4 快 

2 庙兜村公路驿站 庙兜村 4 快 

3 
八里店

镇 

八里店公路管理 

站 
移沿山生态景区 2 快 

4 东林镇 锦山公路驿站充电站 东林镇锦山桥西南 4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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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埭溪镇 
埭溪镇里阳路口公交

站充电站 

埭溪镇妙新线与青坞线交叉

口 
4 快 

合计   18 快 

加油站：原则上要求“十四五”时期西部山区组团和东

部滨湖区域公路沿线结合新建加油站布置公共充电桩，按照

每站建设 2 个公共充桩的标准进行配置。 

（三）其他场景 

1.配置原则 

其他场景主要涉及高速公路服务区、居住区、专用充电

设施。 

原则上考虑已有及规划的高速服务区全部布局快充站，

通过改造和新建使具备建设安装充电设施的停车位不少于

停车位总数 20%。 

鼓励小区物业利用部分共有停车位，布置共享充电桩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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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运中心、电动公交车枢纽站公交专用充电设施 100%

全覆盖；出租车服务中心按不少于停车位总数 20%预留或配

置充电设施；鼓励有条件的重卡汽车服务站布局建设充换电

站。 

2.规划布局 

（1）高速公路服务区 

推进现状湖州服务区和青山服务区改造，推动具备安装

充电设施条件的停车位逐步提升，实现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

桩全覆盖，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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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居住区 

“十四五”期内，协同相关部门分批推进已列入改造计划

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对有条件的城镇老旧小区同步实施公

共充电桩改造工程。预期吴兴区配置小区公共充电桩 70 枪；

南太湖新区配置小区公共充电桩 60 枪。本次规划已明确配

置小区公共充电桩 44 枪，吴兴区配置 28 枪，南太湖新区 16

枪，其他配置指标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同步落实。 

表 5-12  居住区公共充电桩规划配置一览表 

序

号 
区域 

镇 

（街道） 
名称 站址 

充电桩 

枪数 

1 

吴兴

区 

朝阳街道 
都市家园 1 号充电站 菜花泾路 154 号 4 快 

2 都市家园 2 号充电站 南华路 4 快 

3 

八里店镇 

西山社区北区（幼儿园

东侧）充电站 
叶堤漾路 16 快 

4 西山社区南区充电站 
西山社区南区 58 幢

附近 
4 快 

5 南太

湖新

区 

仁皇山 

街道 

仁北家园停车场充电站 青太路 8 快 

6 仁皇山路停车场充电站 长兴路 4 快 

7 凤凰街道 畅和楼停车场充电站 太湖路 4 快 

小计   44 快 

 

（3）专用充电设施 

以全国首个公交和出租车新能源化全覆盖市级示范城

市创建工作为抓手，加快实施南太湖新区中心城区既有 12 处

公交站场结合自身停车场站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共配置充电

桩 48 个；同步改造开放一批具备条件的公交充电站，作为公

共充电基础设施补充。 

表 5-13  公交专用充电桩规划配置一览表 

序号 区域 名称 站址 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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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数 

1 

南太湖

新区 

驾培中心首末站 龙溪街道民盛社区 8快 

2 塘口首末站 
杨家埠街道龙溪街道乌

陵山村 
8快 

3 兴业路首末站 康山街道星汇阳光社区 8快 

4 长湖监狱首末站 龙溪街道杨家庄村 4快 

5 山水清音首末站 龙溪街道赵湾村 4快 

6 仁皇山换乘中心 长兴路 685号 4快 

7 
五一大桥首末站（第四

医院） 
康山街道一字桥社区 12快 

8 高铁调度中心 1 龙溪街道芦山村 10快 

9 高铁调度中心 2 龙溪街道芦山村 10快 

10 奥特莱斯首末站 滨湖街道横塘桥村 12快 

11 长东枢纽 滨湖街道横塘桥村 8快 

12 湖山大道场站 滨湖街道横塘桥村 8快 

合计  96快 

六、品牌项目 

计划投建“光储充放”示范站项目，充分体现“光、储、

充”新能源发展理念，集合充光储智慧车棚、光储充放一体

化箱变与光储智能变换箱等系列产品，并利用微网、光伏储

能等新一代新能源充电技术，运用基于 5G 技术的配套能源

管理软件，通过“车联网”“能源网”与“充电网”三网融合，

提供可持续的太阳能发电解决方案，实现新能源车充新能源

电。“光储充放”一体化电站作为“互联网+”在能源领域的创

新型应用，大幅提升配电网接纳新能源、分布式电源及多元

负荷的能力，对推进节能减排和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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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投资及成效评估 

（一）建设投资测算 

根据现有充换电设施产品制造成本、场地建设条件、设

备需求等现实情况，结合新技术新产品发展趋势及应用，参

照已建工程造价水平，吴兴公共领域充换电基础设施预计投

资约 0.5~1.2 亿元。 

（二）规划方案评估 

根据城市地区和乡村地区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布局方案，

划定城乡两个空间维度，重点针对建设指标、覆盖范围、服

务半径和预期利用率等内容开展方案评估分析。 

1.建设指标 

本次规划预期城市和乡村地区共新增公共充电桩 975 枪，

实际规划新增 1329 枪，超额达到规划要求，其中乡村地区新

增量远超规划预期，总体也体现了本次规划以乡村地区为主，

实现城乡均衡发展的建设要求。 

城乡充电桩布局按照“快充为主、慢充为辅”的原则，

其中，规划公共快充桩 1073 枪、公共慢充桩 256 枪，慢充桩

占比 19.3%，符合慢充桩占比小于 20%的要求。 

城市地区：预期城市地区公共充电桩建设新增目标为

600 枪，规划实际新增建设 800 枪，吴兴区新增 588 枪，南

太湖新区新增 212 枪，达到建设目标要求。 

乡村地区：预期乡村地区公共充电桩建设新增目标为

375 枪，实际规划 517 枪，其中必建场景 443 枪、选建场景

74 枪，达到建设目标要求，体现适度超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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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覆盖范围 

城市地区：城区规划新增公共充电桩主要集中于吴兴区

和南太湖新区城市中心区。其中，吴兴区建设需求较大，涉

及“两区、三中心”等建设内容；南太湖新区主要涉及老旧

小区改造、商业中心、休闲中心以及公交站场专用充电设施；

与前期建设互为补充，将进一步完善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服务

网络。 

乡村地区：乡村公共充电桩规划以必建场景为主、选建

场景为辅，实现建设场景全覆盖，按照“中心镇—一般镇—

中心村（未来乡村）—农家乐”分层级梯度推进，辐射方式

布局，实现公共充电桩“乡乡全覆盖”。 

3.服务半径 

城市地区：城区公共充电桩重点结合人流车流密集区进

行配置，是对现状充电基础设施的重要补充，另外改造开放

一批具备条件的公交充电站后，将进一步有利于形成城市五

分钟充电圈，基本满足“城市核心区 1 公里、郊区 2 公里”

服务半径全域建设目标。 

乡村地区：吴兴区东部滨湖及中心城区乡村人口众多，

基本为 1000 人以上的中心村，西部组团中心村占比基本超

过 50%，可实现服务半径小于 3 公里的乡村充电圈建设目标，

配合景区、民宿等公共充电桩建设，服务半径将进一步减小。 

4.预期利用率 

随着新能源汽车下乡政策推动以及湖州全国首个公交

和出租车新能源化全覆盖市级示范城市创建工作推进，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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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充电基础设施需求增长。通过开发统一的“湖州充电

App”，将接口与浙里办、支付宝和微信等打通，推进充电设

备支付窗口的统一化标准，加快充电基础设施物联网建设和

互联互通，构建车桩匹配、智能高效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

将有效提高充电基础设施利用效率。 

表 7-1  吴兴建设指标评估表 

项目 吴兴区 
南太湖 

新区 
合计 

建设
目标 

现状   1825 

总目标   2800 

城市地区   2425 

其中：新增   600 

农村地区 375  375 

其中：新增 375  375 

新增合计   975 

城市
地区 

两区

三中
心 

居住区 28 16 44 

办公区 102 16 118 

商业中心 378 24 402 

休闲中心 16 60 76 

工业中心 64  64 

高速服务区 - - - 

专用充电设施  96 96 

城市地区新增合计 588 212 800 

乡村
地区 

必建 
场景 

中心镇 110   

中心村 168   

未来乡村 44   

核心景区 74   

非核心景区及周边民宿 29   

国道省道与四好乡村公
路沿线 

18   

小计 443  443 

选建 
场景 

非中心人流密集镇 60   

加油站 8   

美丽乡村精品村或历史
文化村 

18   

规模以上企业开放公共
服务 

纳入中心
镇，不单
独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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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吴兴区 
南太湖 
新区 

合计 

小计 86  86 

乡村地区新增合计 529  529 

规划新增总计 1117 212 1329 

八、结论及建议 

（一）规划结论 

为加快湖州市吴兴区城乡充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网络体

系建设，结合规划评估分析形成如下规划结论： 

（1）发展基础 

湖州是国家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城市，具备良好的电动

汽车推广应用基础，充电基础设施需求潜力大增长快；列入

浙江省充电基础设施加速发展区，应加快推进充电基础设施

发展。 

（2）设施现状 

通过“十三五”时期的建设，中心城区充电基础设施超

额完成指标，现状建设已经适度超前，但仍存在城乡分布不

均衡、结构性短缺和资源浪费并存以及设施利用率较低运营

成本高等问题。 

（3）建设重点 

乡村地区突出均衡发展，重点加强城郊、乡村地区充电

设施规划布局，梳理建设内容、明确建设标准，持续推进“电

桩下乡”建设。 

城市地区突出补短强弱，重点针对吴兴区加快“两区、

三中心”优化充电设施网络均衡布局。聚焦民生，结合老旧

小区综合改造，加快既有居住区停车位公共和个人充电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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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改造。充电设施建设适度向物流、出租、环卫、公交等专

用领域阶段性倾斜，有效服务专用车辆电能替代。 

（4）规划成效 

到 2025 年，吴兴累计建成公共充电桩 2800 枪，规划新

增 975 枪，其中城市地区 600 枪、乡村地区不少于 375 枪。

规划方案实际新增 1329 枪，符合建设目标要求，其中乡村地

区新增量远超规划预期，体现城乡均衡发展的建设要求。 

（5）投资估算 

预计总体投入 0.5~1.2 亿元，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支持

乡村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 

（二）规划建议 

（1）建立协同推进机制 

依托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

领导小组，建立发展改革、经信、自然资源、建设、交通运

输、商务、能源电力、消防救援等单位紧密协同的推进机制；

明确充电基础设施规划、审批、建设、监督、运营以及平台

建立等各环节所涉单位部门的工作职责与工作细则，强化对

乡村地区建设指导。加强规划引导约束作用，依照本规划，

研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细化目标任务，确保各

项工作有序推进。 

（2）强化资源要素保障 

合理保障公共充电设施网点及配套电网、廊道等建设用

地，落实国家支持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的用地政策；优先鼓

励在已有建筑配建停车场、社会停车场和专用站场等配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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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基础设施。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确定建设运营补贴标准、支

持方式；积极争取国家充电基础设施奖励资金和省级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奖补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充换电基础设施项

目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3）试点先行争创示范 

积极推进美丽城镇、未来乡村、零碳景区建设，应用新

技术新产品，积极探索光储充一体化、充修服务一体化等新

模式，建设一批重点品牌试点项目，鼓励“设施共建、场地

共用、私桩共享”，创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低碳出行新场景，

争创“电桩下乡”可持续发展先行示范。 

（4）加大宣传引导力度 

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做好新能源汽车的使用、技术、安

全等方面知识宣传推广。加强舆论监督，积极回应群众诉求，

营造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良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