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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截至2019年4月，联盟内成员单位总计上报公共类充电桩262058个，其中交流充电桩114472

个、直流充电桩81492个、交直流一体充电桩66094个。2019年4月较2019年3月新增公共类充电

桩8984个。从2019年5月到2019年4月，月均新增公共类充电桩约8405个，2019年4月同比增

长62.5%。  

       公共充电基础设施数据省、区、市情况（不含港、澳、台），省级行政区域内所拥有的公

共类充电桩数量前十的分别为：北京40184个、上海33666个、广东32693个、江苏27152个、山

东20282个、浙江12734个、天津11422个、河北11087个、安徽10782个、湖北7340个。2019年4

月电动汽车充电桩数量省市排行TOP102019年4月电动汽车充电桩数量省市排行情况     排名   

省市   数量：个       1   北京   40184       2   上海   33666       3   广东   32693       4   江苏   27152       5   山

东   20282       6   浙江   12734       7   天津   11422       8   河北   11087       9   安徽   10782       10   湖北   

7340       11   重头   6149       12   福建   6071       13   四川   5915       14   山西   5907       15   河南   5680      

16   陕西   5090       17   湖南   4752       18   辽宁   3333       19   江西   2314       20   云南   1699       21   甘

肃   1410       22   广西   1218       23   海南   1180       24   黑龙江   1021       25   贵州   953       26   内蒙古  

675       27   吉林   618       28   青海   396       29   宁夏   199       30   新疆   127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电动汽车充电桩行业前景展望与发展前景报告》共十

二章。首先介绍了中国电动汽车充电桩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电动汽车充电桩整体运行态势等

，接着分析了中国电动汽车充电桩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电动汽车充电桩市场竞

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电动汽车充电桩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电动汽

车充电桩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电动汽车充电桩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

资中国电动汽车充电桩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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