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设区市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牵头部门要切实承担起统

筹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主体责任， 将充电设施建设管理

作为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重要着力点，建立工作专班

和协调机制，分场景优化充电基础设施结构， 加强公用桩和

专用桩布局，高质量推进充电设施建设。 省各有关部门要按

照《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

施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苏工信产业 (2022 J 548 

号）所明确的职责分工， 加强部门配合， 做好协调服务， 落

实支持政策， 细化工作措施，强化对各地的指导监督， 定期

开展实施情况评估， 及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

（二）加强政策扶持

各设区市应根据自身实际，研究制定与充电服务质量挂

钩的运营补贴政策， 适当提高对大功率充电、车网互动等示

范类项目的补贴力度， 推广股权、 项目收益权、特许经营权 

等质押融资方式，通过绿色债券等拓宽充电基础设施投资运

营企业和设备厂商融资渠道。 不断优化完善电动汽车充电设 

施价格机制， 适时优化调整分时电价应用范围和时段， 研究

制定电动汽车与电网互动上网送电等价格政策。 2030 年前，

对实行两部制电价的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容

量）电费。

（三）加强要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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