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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沁政办发〔2025〕5 号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沁水县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
设施空间布局规划（2024—2026 年）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县人民政府各委、办、局：

《沁水县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规划（2024

—2026 年）》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沁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2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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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
空间布局规划（2024—2026 年）

一、规划总则

（一）规划背景

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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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电

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晋政办发〔2023〕

22 号）、《山西省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

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晋政办发〔2023〕

38 号）、《晋城市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空间布局规划

（2024—2026 年）》（晋市政办〔2024〕35 号）等文件精神，

适应沁水县电动汽车快速发展需求，着力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

设施体系，编制本规划。

（二）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加快电

动汽车推广应用和充（换）电基础设施发展的相关文件精神，

以促进电动汽车推广应用为出发点，以提升电动汽车充（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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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保障能力为目标，实现充（换）电网络更加完善、区域分布

更加均衡、充（换）电服务更加便捷，推动沁水县电动汽车充

（换）电行业高质量发展。

（三）规划期限

本次规划期限为 2024—2026 年。

（四）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沁水县全县域，总面积约2676.6平方千米。

县城建成区（以下简称“县城”）位于龙港镇，东至国华

村东侧，南至阳翼高速，北至侯月铁路，西南至东石堂以东，

西北至苏庄村以东，总面积约 12.5 平方千米。

（五）规划对象

1.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动汽车（含增程式

电动汽车）。根据使用功能可分为电动私家车、电动出租车、

电动公交车、电动市政车、电动重型商用车等。

2.充（换）电基础设施

为电动汽车提供充（换）电服务的设施。根据设备特点，

可分为慢充桩、快充桩和换电设施三种。根据服务对象，可分

为公共充电设施、专用充（换）电设施、自用充电设施三种。

二、现状分析

（一）全县域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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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县域电动汽车发展现状

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全县域共有电动汽车 2718 辆，电动

汽车占比达到汽车总量的5%左右，新增汽车电动渗透率达到60%

左右，且呈不断增长趋势。

2.全县域充（换）电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全县域共有充电站点 73 个，充电桩

530 个。其中，公共充电站点 24 个，公共充电桩 174 个；专用

充电站点 49 个，专用充电桩 356 个。

（二）中心城区现状分析

1.县城电动汽车发展现状

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县城共有电动汽车 723 辆，包括私

家车 623 辆、公交车 85 辆、出租车 15 辆。

2.县城充（换）电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县城共有充电站 29 个，总桩数 151

个。其中，公共充电站 7 个，公共充电桩 47 个；专用充电站 22

个，专用充电桩 104 个。

三、需求分析

（一）全县域充（换）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

预测到 2026 年底，沁水县全县域电动汽车保有量将达到

6500 辆左右。公共＋专用充电桩桩车比稳定在 1：6 左右，全县

域至少建成 1100 个公共＋专用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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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县城充（换）电基础设施需求预测

预测到 2026 年底，县城电动汽车保有量将达到 1800 辆左

右。公共＋专用充电桩车比稳定在 1:6 左右，需至少布置 300

个公共+专用充电桩。

四、目标与原则

（一）规划目标

以市场为主体，以政府为支撑，构建“适度超前、布局均

衡、智能高效”的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体系，实现县

乡村、国省干道和旅游景区公共充（换）电基础设施全覆盖。

基本形成“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布局的充（换）

电网络格局。公共+专用充电桩桩车比动态保持在 1：6 左右。

（二）规划原则

1.统筹推进、布局均衡

科学布局充（换）电基础设施，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电

网规划等相关规划的统筹协调。围绕城市、乡镇、农村、高速

公路、国省干道和太行一号旅游公路等，推动充（换）电基础

设施建设。

2.适度超前、突出重点

按照“桩站先行、适度超前”的建设要求，加快形成以快

充为主、慢充为辅的各级公路和城乡公共充（换）电网络。积

极推广智能有序慢充为主、应急快充为辅的居民区充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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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3.智慧管理、综合利用

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为技术依

托，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加强充（换）电设备与配电系

统安全监测预警等技术运用，提高充（换）电基础设施安全性、

一致性、可靠性，提升综合服务保障水平。

4.政府引导、市场运作

健全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引导优质社会资本参与充（换）

电基础设施体系建设运营。扶持充（换）电基础设施生产运营

企业，培育本地充（换）电产业快速发展。通过公平竞争方式

遴选具备资金、技术、管理、运维等有实力的企业按照“统建

统服”模式开展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五、全县域充（换）电基础设施布局

（一）全县域城乡地区公共+专用充电桩布局规划

到 2026 年底，全县域至少建成 1100 个公共+专用充电桩，

其中现状 530 个，至少新增 570 个。

优先在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四好农村路”邻近乡镇和村

布设充（换）电基础设施。重点在乡镇办公场所、公共停车场

和村群众广场、汽车站等开展充（换）电基础设施布点建设，

并向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乡村旅游重点村等延伸，结合乡村

自驾游发展加快公路沿线、具备条件的加油站等场所充电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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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根据各乡镇的人口和产业发展情况对充电桩数量进行规划。

（见附表 1）

（二）全县域公路公共充电桩布局规划

全县域公路公共充电站 16 个，最大充电桩建设容量可达 70

个。其中，高速公路充电站 4 个，充电桩 22 个；太行一号旅游

公路充电站 12 个，充电桩 48 个。

1.高速公路充电桩布局

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按照小客车车位 15%的比例建设充电桩。

规划高速公路充电站 4 个，最大充电桩建设容量可达 22 个，其

中目前已建成充电桩 12 个，三年内最多可新增充电桩 10 个。

新增充电桩应以快充桩为主。（见附表 2）

2.太行一号旅游公路充电桩布局

依托太行一号旅游公路附属的 12 个驿站建设充电桩，按照

小客车车位 20%的比例建设充电桩。最大充电桩建设容量可达

48 个，其中目前已建成充电桩 0 个，三年内最多可新增充电桩

48 个。新增充电桩应以快充为主。（见附表 3）

（三）全县域景区公共充电桩布局规划

规划 A 级景区充电桩全覆盖。4A 级以上景区宜按照小客车

车位 30%比例建设充电桩，其它 A 级景区宜按照小客车车位 15%

比例建设充电桩。全县 7 个景区，最大充电桩建设容量可达 240

个，其中目前已建成充电桩 0 个，三年内最多可新增充电桩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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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增充电桩应以快慢桩结合为主。（见附表 4）

（四）县乡村全覆盖工程公共充电桩布局规划

为推动全县充（换）电基础设施均衡发展，破解偏远农村

充（换）电基础设施发展缓慢的问题，由县能源局遴选有实力

的企业实施县乡村全覆盖工程，在全县偏远农村至少建成 180

个公共充电桩，确保全县行政村公共充电桩全覆盖。（见附表 5）

（五）全县域重型车辆充（换）电站布局规划

本次规划主要以引导为主，重型车辆充（换）电站主要服

务物流车辆、短倒车辆、渣土车辆、混凝土车辆等。重型车辆

充（换）电站包括充电站、充换一体站。

鼓励源头企业（煤炭、钢铁、化工等）、刚需企业（物流、

运输、洗选等）及加油加气站利用企业内部现有未充分利用土

地及剩余用电容量，合理布局重卡充电设施（此类重卡充电站

不详细列入规划，由市场自行调节）。

鼓励在城市边缘、工业园区、煤矿集聚区、大型工业企业

周边利用现有建设用地或新增新建重型车辆充（换）电站，现

有投运及在建充电站 10 座，规划 15 座（每座不少于 10 桩 20

枪），后期依据实际需求进行建设。（见附表 6）

明确县城范围的10个社区及太行一号旅游公路沿线为重型

车辆充（换）电站的禁止建设区。建议国省干道沿线相邻两座

充（换）站间距不小于 2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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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县城充（换）电基础设施布局规划

（一）指标要求

县城充电桩实施策略一览表

场所 存量安装比例 增量安装比例 设施要求 建设规模

公共停车场 10% 20% 快充为主 政府资源，市场运营

大型公共建筑 10% 20% 快充为主 政府资源，市场运营

加油加气站 / 按需布置 快充为主 市场资源，市场运营

机关事业单位 20% 20% 慢充为主 政府资源，统建统服

酒店 20% 20% 慢充为主 市场资源，市场运营

企业园区 20% 20% 慢充为主 市场资源，市场运营

小区公共车位 按需申报 20% 慢充 政府资源，统建统服

小区私人车位 按需申报 100%预留 慢充 市场资源，市场运营

公交专用 / 按需布置 特充快充 政府资源，统建统服

市政专用站 / 按需布置 特充快充 政府资源，统建统服

（二）县城公共充电桩布局规划

1.总体布局

县城内的公共充电桩建设依托对外开放的停车资源，包括

公共停车场、大型公共场馆配建停车场、加油加气站改造等。

在县城内，对核心区域进行站点加密，对边缘地区补足充电服

务缺口。规划 20 处公共充电站点，其中：现状公共充电站点 7

处，新增公共充电站点 13 处。规划桩数 270 个，其中现状桩数

47 个，新增桩数 223 个。

2.公共停车场充电桩布局



— 10 —

新建公共停车场按照不低于总车位 20%的比例配建充电桩，

并纳入土地规划条件和项目竣工验收范围。现状公共停车场按

照车位 10%的比例建设充电桩。通过调研梳理，具备条件的现状

及在建的公共停车场共有 9 处，最大充电桩建设容量可达 148

个，其中目前已建成充电桩 15 个，三年内最多可新增充电桩 133

个。（见附表 7）

3.大型公共建筑充电桩布局

新建大型公共建筑按照不低于总车位 20%的比例配建充电

桩，并纳入土地规划条件和项目竣工验收范围。现状大型公共

建筑按照配套停车位 10%的比例建设充电桩。通过调研梳理，现

有及在建大型公共建筑中有 7 处停车场地规模较大，适合建设

公共充电站点，最大充电桩建设容量可达 98 个，其中目前已建

成充电桩 16 个，三年内最多可新增充电桩 82 个。新增充电桩

以快慢桩结合的形式建设。（见附表 8）

4.加油加气站改建充电站布局

在具备条件的 4 个加油加（气）站配建公共充电设施，最

大充电桩建设容量可达 24 个。其中目前已建成充电桩 16 个，

三年内最多可新增充电桩 8 个。新增充电桩以快充桩为主。（见

附表 9）

（三）县城普通专用充电桩布局规划

1.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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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专用充电桩主要包含机关事业单位专用充电桩、酒店

专用充电桩、企业专用充电桩、小区内部专用充电桩等。规划

22 处专用充电站点，其中现状 7 处，新增 15 处。规划桩数 68

个，其中现状桩数 24 个，新增桩数 44 个。

2.机关事业单位专用充电桩布局

新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按照不低于总车位 20%

的比例配建充电桩，并纳入土地规划条件和项目竣工验收范围。

现有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场所中有 14 处具备充电桩建设条

件，宜按照 20%的比例建设充电桩，最大充电桩建设容量可达

35 个，其中目前已建成充电桩 5 个，三年内最多可新增充电桩

30 个。新增充电桩应以慢充桩为主。（见附表 10）

3.酒店专用充电桩布局

新建酒店应按照不低于总车位 20%的比例配建充电桩，并纳

入土地规划条件和项目竣工验收范围。现状酒店中有 8 处充电

桩建设条件良好，宜按照 20%的比例建设充电桩，最大充电桩建

设容量可达 33 个，其中目前已建成充电桩 19 个，三年内最多

可新增充电桩 14 个。应以慢充桩为主。各酒店结合实际充电需

求，有序建设充电桩。（见附表 11）

4.企业专用充电桩布局

企业专用充电桩主要是服务于日常工作人员通勤电动汽车

充电，不包括重型车辆的充（换）电服务。新建企业按照不低

于总车位 20%的比例配建充电桩，并纳入土地规划条件和项目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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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验收范围。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建设充电桩，引导具备场地条

件的企业建设光储充一体站。本次规划不进行详细布点。

5.小区专用充电桩规划

小区专用充电桩依托小区的共用车位建设，是小区内部居

民的共用充电桩。由县住建局遴选具备资金、技术、管理、运

维等有实力的企业，按照“统建统服”模式开展小区充电桩建

设。同时，落实乡镇、居（村）委员会等基层管理机构责任，

建立“一站式”协调推动和投诉处理机制。

（1）新建小区

压实新建居住区建设单位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充电基础设

施配建要求，确保固定车位按规定 100％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

留安装条件，满足直接装表接电要求。预留充电条件的新建居

住区建成投入使用的充电基础设施比例不低于 15％。

（2）现状小区

既有小区依托共用车位建设专用充电桩，承担辅助充电功

能。老旧小区应结合更新改造同步建设专用充电桩。缺乏停车

位的老旧小区，规划利用周边公共停车场、路内停车位的配套

公共充电桩，解决小区电动汽车充电需求。

（四）县城特种专用充（换）电基础设施布局

1．总体布局

特种专用充（换）电基础设施服务于公交车辆、市政车辆，

规划依托专用场站或单独选址进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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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交专用充电桩布局

县城现有公交专用充电站点 1 个，公交专用桩 34 个。后期

可结合实际需求，有序新增专用桩数量。（见附表 12）

3.市政专用充电桩布局

在县城规划市政车辆充电站 1 个。新增专用桩 10 个，后期

结合实际需求，有序新增专用桩数量。（见附表 13）

（五）县城自用充电桩规划

自用充电桩依托小区的居民自有车位建设，是小区内部居

民的私人充电桩。为加强居民小区公共安全管理，鼓励采用“统

建统服”模式。综合考虑安全、消防、电网接入等条件进行建设。

居民安装自用充电桩，应以 7 千瓦交流桩或随车桩为主，

低于 20 千瓦小功率直流桩为辅。居民自用充电桩须在拥有所有

权或使用权的专用固定停车位上安装，无法证明拥有产权或使

用权的固定停车位，不得申请自用充电桩安装。

七、充（换）电站点安全技术保障要求

（一）杜绝“私装乱建”

为确保全县电动汽车充（换）电体系安全运行，减少电动

汽车充（换）电隐患风险，所有类型充电桩的建设、安装、使

用、维护环节都应符合安全标准、满足安全要求，坚决杜绝企

业、个人“私装乱建”。

（二）消防安全建设要求

为尽可能确保电动汽车充（换）电停放安全，充（换）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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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宜选择在地面开敞空间进行建设。地面充电桩及停车

位应处于视频监控设施的监控范围内，并确保消防救援力量便

于到达。由于场地条件限制，必须选择在地下车库或地上车库

建设的。车库的耐火等级、安全疏散和消防设施的设置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额定功率大于 7 千瓦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不应

设在建筑物内。

（三）预警处置机制建设

依托省、市统一的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信息监测

平台，要求全县公共充电桩、专用充（换）电基础设施接入平

台并上传实时电池安全信息。实时掌握安全反馈信息，对充（换）

电设备、车辆电池进行安全预警，并制定安全预警的处置机制，

实现对设备火灾、电池自燃等风险隐患的提前干预，提升救援

能力。

八、充（换）电基础设施技术管控要求

（一）充（换）电设备要求

1.鼓励建设光储充换一体站

鼓励具备条件的专职公共充电站、大型公共停车场建设光

储充换一体站。规划利用现有及新建车棚顶面，建设分布式光

伏，通过模块化储能装置，形成光储充换一体化系统，接入站

内专变，提高清洁能源的开发消纳水平，降低充（换）电站对

电网的冲击和用电成本。

2.预留快充桩升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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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充电站点应尽可能选用大功率直流快充桩，减少单车

充电时长，提高充电周转率，提升公共停车资源的利用效率。

公共充电站点在设计建设中，应预留设备升级和满足充电功率

进一步提升，预留液冷超充、大功率群充等技术建设改造空间。

3.提升充（换）电基础设施信息交互能力

新建充（换）电基础设施应具备电池安全监测能力和上传

实时信息的能力，打通电池安全数据的上传瓶颈。鼓励淘汰现

有交流慢充桩，推广使用直流慢充桩。

（二）信息平台建设要求

对接省、市充（换）电基础设施信息监测平台，全面接入

所有公共充电桩、专用充（换）电基础设施信息，确保数据实

时上传。满足政府部门对充（换）电基础设施信息管理、在线

监控、状态查询、安全监测、大数据分析、功率管控等要求。

将信息平台纳入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

“一张图”。

（三）完善配套电网

根据国网供电 10kV 配电网规划，中心县城共划定 2 个充

（换）电管控单元。鉴于县域 10kV 线路网不能有效支撑未来三

年的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需进行用电负荷增容，谋划建

设 10kV 线路网及环网柜。目前可采用公共充（换）电站点通过

快慢桩搭配、建设储能模块、引导错峰充（换）电等方法控制

总用电负荷，减少对区域电网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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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风貌管控要求

积极响应全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要求，规划统一的充（换）

电设备标志，形成县域品牌，并在各类充（换）电场地沿道路

一侧设置醒目的充（换）电基础设施指示标志。设置在路内停

车位的公共充电桩应控制设备体量，减少对步行、非机动交通

的干扰，减少对道路景观的影响。

九、保障措施

（一）严格落实国家配建要求

县直有关部门要将新建项目的充电桩配建和建设能力预留

标准应纳入用地规划条件。加强对新建项目的充电桩配建和建

设能力预留的竣工验收、重点验收建设项目的电力容量预留、

低压电缆分支箱、管线、桥架、计量表箱、表后桥架及线缆的

安装敷设情况。

（二）严格项目备案审批流程

全县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行备案管理。

加强审管联动，行政审批部门受理备案后，向能源部门征求意

见，能源部门在规定时间内作出答复，审批部门依据能源部门

意见决定是否备案。同时，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

运营企业应具备相应的建设、施工、运营资质，须到能源部门

进行登记。

（三）强化项目建设过程管理

县能源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共同做好全县电动汽车充（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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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共同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实

行“定期考核，动态退出”机制，引导全县电动汽车充（换）

电基础设施建设企业不断优化空间布局，提升电动汽车充（换）

电基础设施利用率和服务质量。对于经营困难、技术落后、使

用效率低的充电基础设施，引导其逐步退出。

（四）强化项目建设要素保障

县供电部门要加强配套电网建设，保障电动汽车充（换）

电基础设施能源需求。同时，县能源部门要推动电动汽车充（换）

电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土空间规划和配电网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

相衔接。建设电动汽车充（换）电场站应优先利用存量停车场

等土地资源，以新增土地供应方式建设的，应加强论证。

（五）落实安全监管责任

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负责”原则，落实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县能源、住建、交通、文旅、公安、应急、消防

等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坚持“三管三必须”，

以职责法定、业务相近，“谁靠近谁牵头、谁主管谁牵头、谁

为主谁牵头”为基本原则，履行行业安全监管（管理）责任。

乡镇政府落实属地安全监管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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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县检

察院，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

县属各事业单位，各驻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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