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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 新 的

探 索 正 在 落

地。今年“五

一”期间，在上

海国际旅游度

假区的四个停

车场内，100辆

方形白色移动

充电小车——

“闪电宝”集中

“上岗”，穿梭在

车位间为汽车

充电，消除“车

找桩”的烦恼。

在 现 场 工

作人员的介绍

下，记者打开

手机小程序，拍

下车牌号和车

位号。很快，

“闪电宝”就被

召唤而来。车

主甚至无需等

待充电开始，下

单即走。

工 作 人 员

告诉记者，“闪

电宝”配备了

104度的大电池

包，充电功率可以达到100千瓦，

一般情况下，为一辆新能源汽车

充电30度，只需半个小时左右。

产品支持目前市场上所有主流车

型的充电接口。除了能够为电动

汽车提供快速、便捷的无感充电

服务外，其微电网移动储能系统

还可以接入园区微电网，进行双

向能量转换，实现能源的高效管

理和电价削峰填谷。

“挺方便的，以前外出时经常

会遇到充电桩不足、车位被占的

情况，有了这种移动的充电设备，

这些问题都不用再担心。”一名首

次体验移动充电服务的游客说。

记者了解到，类似这种充电

机器人已经开始在申城一些商场

落地。比如，K11购物中心停车

场内的充电机器人可以让任意车

位都成为充电位。车主停好车

后，手机扫码下单，即可解放双

手，机器人会自动到达目标车位，

帮助用户完成所有充电工作。

本报记者 叶薇 杨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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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两排充电桩全是慢充，近一个半小时的充电
量不到10度；收费标准和缴费方式五花八门，遇到问题
很难及时解决……

与过去充电桩布局少、很难找相比，现在打开手机导
航软件寻找充电设施，绿色网点密密麻麻，然而，车主的
“充电焦虑”又有了新的演绎。

今年4月上半月，全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为
50.39%，首次超过传统燃油乘用车。目前，上海新能源汽
车的保有量已经达到128万辆。2024年1月至3月，上海
合计上牌量为108924辆，其中新能源小客车48457辆，占
比达到44.49%。然而，记者调查发现，面对越来越庞大
的车主群体，补能服务还明显滞后于消费者的需求。 ■ 移动充电机器人在给新能源车充电

■ 绿地缤纷城停车场的充电
指引标识清晰，但调查中大
部分停车场标识不好找

眼下，各类商场几乎都配备了

一定数量的充电桩。然而，找桩之

旅却依然波折。

位于闵行的龙华会于去年9月

26日开业迎客。按说新商场，无论

是充电标识还是充电桩配置，在规

划上应该不会落后。然而，对第一

次到龙华会的车主来说，找桩是一

大挑战。

从记者驶入地下车库开始，就

陷入了找桩难的困境。按照惯常行

驶路线，车库沿路一直没有看到充

电标识，尤其是分岔路口，没有标识

指引向左还是向右，只能一圈一圈

绕。记者绕了2圈都没有发现充电

桩，突然看到有一个入口指引到另

一片停车区域，开过去豁然开朗，墙

上有一排充电接口。记者到达停车

场不到11时，客流量较小，找桩也

花了10分钟。难以想象，若遇到高

峰时段，找桩会有多难。

北上海大宁板块的上海久光中

心开业2年多，颇受消费者欢迎。

然而在充电桩指引标识上，也不尽

如人意。一路缺少指引，但地下一

层有两个醒目的品牌充电站，只供

特定品牌充电。经物业人员指引，

发现这一层还有零星充电桩，但已

被占满。记者开到地下二层，一到

入口，就有一排布局开阔的充电桩，

快充、慢充均有。顺利开启充电模

式，又遇到新的难题，整个地下二层

黑漆漆一片，几部电梯均处于关闭

状态，好不容易找到扶梯上了地下

一层，记者看到提示牌写着“地下二

层暂停使用”。商场为节约能源，在

客流量低时停用地下二层无可厚

非，但充电桩大多布局在地下二层，

又给车主带来不便。

有的停车场，充电桩很好找，但

充电过程又十分糟心。记者在位于

市中心的静安嘉里中心，遭遇了一

场“扫码暴击”。

下午2时，从安义路进入嘉里

中心的停车场，一下地库就看到了

充电桩。嘉里中心的充电桩布局集

中，数量不少，也很容易发现。记者

顺利找到一个空位，开始扫码体验

充电。

按惯常操作，充电桩上一般都

有二维码，扫码即可开启充电程

序。这里的充电桩上写着“e电

充”，也有一个很显眼的二维码。扫

码进入“e电充”小程序，提示要输

入手机号码注册，必须先充值。按

要求操作好，小程序也识别到充电

枪已插好、安全充电启动中，并有秒

数显示，结果等到80多秒，小程序

提示超时。记者以为网络不好，拔

枪再插，重新尝试，结果提示“短时

间已充过电”，系统无法启动。无

奈，发动车辆，开出停车位，再找一

个桩，结果情况一模一样。此时距

离进地下车库已经过去了10分

钟。记者又找到另一片区域，充电

桩被集成在一个广告箱体中。箱上

巨幅海报写着硕大的宣传语“e电

充，一起有电充”，下面详细介绍了

充电流程，第一句便写明：请新用户

关注“翼电充”公众号并充值使用。

扫码进入后，记者发现这个“翼电

充”并非前面尝试过的“e电充”，链

接的是不同地址，进入后又要注册、

充值。这下傻眼了，到底扫哪个码，

才能充电？体验下来，扫了四五次

码，结果是“一起没电充”。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记者无奈

到一楼找到物业人员，这才解开了谜

团。原来，在这里充电必须下载一个

叫作“联联充电Pro”的App，在物业人

员的帮助下，历经半个多小时，记者

终于充上了电。好在之前充值到“e

电充”的金额自动关联到了这个App

账户里，但是当充完电后，账户里余

留的金额就没办法退还了。当点击

“申请退款”时，系统显示“您有问题

订单，请联系客服处理后再退款”。

许多新能源车主会选择在逛商

场的时候顺便充电，一顿饭的时间

便电量满满。然而，记者调查发现，

这可能只是奢望。在记者调查的8

家商场中，有6家的慢充数量远远

大于快充。

慢充的效率低，充电时间长，由

于现在大部分商场都取消了充电免

停车费的优惠措施，导致车主的停

车费用较高。龙华会配置的充电桩

数量十分充足，设备看上去也比较

新，可以支持微信、支付宝直接扫码

充电。但几乎都是慢充，且有好几

个显示“设备维修中”。记者在现场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一个快充接口。

慢充模式下，在西岸传媒停车

场K地块，充电84分钟，充电量

9.75度，花费17.55元；快充模式下，

在大宁久光购物中心，充电17分

钟，充电量9.86度，费用17.75元。

也就是说，二者充电量和花费都差

不多，但快充的时长只有慢充的五

分之一。

业内人士介绍，慢充是“细嚼慢

咽”，虽然充电速度慢，花费时间长，

但是可以减少虚电，延长电池寿命；

快充是“狼吞虎咽”，充电时间快，但

是容易产生虚电，如果频繁使用，对

电池的伤害程度比慢充大。而在应

急情况下，快充的优势非常明显，车

主可在1小时甚至更快时间内充电

至80%，提高出行效率。

去年4月开始施行的《上海市

公共停车场（库）充电设施建设管理

办法》中，提出了“快充为主、慢充为

辅，经营桩为主、其他桩为补”的基

本原则。新（改、扩）建公共停车场

（库），快充停车位占比应当不少于

总充电停车位的30%。

电车用户张先生告诉记者，用

慢充大概要7到8个小时充满电，

如果在家，这个时长没问题，但是

逛商场一般不超过2小时，用慢充

增加的续航里程太有限。“如果用

快充，在商场吃个饭的时间基本能

充满电。”

大部分电车车主心中可能都有

一个疑问：商场里为何快充的配备

远远要少于慢充呢？

“不同商场的电容保有量是不

一样的，快充桩占用电容较多。很

多商场电容保有量有限，不具备装

更多快充桩的条件。”资深行业人士

周韦向记者解释说，商场要想增容，

所产生的费用较高，也是不少商场

不愿多装快充桩的原因。此外，快

充设备需投入较高的购买和安装成

本；安装难度也较大，通常需要升级

或改造电力系统，涉及电缆线路、电

力分配和安全标准调整等。

去年底，车辆充电费用出现明

显涨幅，少则几角，多则一元，涨幅

最高的几乎“翻倍”。公共充电桩的

充电费用是由服务费和电费两部分

组成。有的企业采用统一电价，有

的采用分时电价，一天24小时被划

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多个时段，

对应不同的电价水平。而服务费则

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时段、不同企业

的规定进行市场化调整。

“之所以充电费用差异大，是因

为各平台通过打价格战来吸引客

户。”周韦还指出，别看运营平台都

在收取服务费，但是整个行业还处

在亏损阶段。

充电费普涨行业仍亏损

84分钟充了不到10度电

各种“码”让你傻傻分不清

商场地下车库找桩不容易

■ 龙华会地下车库的一排充电
桩都显示“设备维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