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站（网点）建设与管理指南》

编制说明

一、背景

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经济便捷的出行方式，在各地都有庞大的市

场。据统计，我国的电动两轮、三轮自行车保有量已超过 3 亿辆，

并且仍在快速增长。然而，由于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充电引发

的火灾事故屡屡发生，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形成很大威胁，“电动

自行车引发的火灾中，停放充电时引发火灾的事件占 80%以上”，充

电不方便的问题和电动自行车充电站的规范建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近年来，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高发给我们敲响了无数次警钟：电动车决

不能违规充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于 2021 年 6 月 21 日发布，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三十七条

明确，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

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2018 年 5 月，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召开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

合治理工作视频会议，提出多措并举，下功夫从根本上解决电动自行

车进楼入户、人车同屋、电动自行车充电难等问题，斩断火灾发生的

链条。国内大部分小区没有统一规划电动自行车充电场地，车主只能

将电动自行车放在家中充电。或者，不放在家中，车主从家里插座上

引出电线充电。这种情况下，如果电池因为过度充电而短路，由于电



线过长、电阻较大，线路来不及实现跳闸保护便会起火。调查得知，

多数电动车用户的反馈是：“如果楼下有能充电的停车棚，收费又合

理的话，没有人愿意把笨重的电动自行车推回家里充电或随意乱充

电。”我市目前没有充电站建设的相关标准和依据，随着电动自行车

数量的增加，急需一份电动自行车充电站建设和管理的标准来解决城

市公共区域和居民小区室外充电难、充电安全的问题。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解决城市公共区域和居民小区室外充电难、充电安全的问题。

温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出制定《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站（网点）

建设与管理指南》地方标准，项目于 2022 年第一批温州市地方标准

制定计划立项。该项目温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托浙安院物联网技

术有限公司（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为主要（第一）起草单位。

（二）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起草组

2022 年 6月 16 日召开了标准研制工作启动研讨会，联合成立了

标准起草工作组（以下简称起草组），并对标准的框架进行研讨，确

定了标准编制的原则，制定了工作进度计划。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有

鹿城区住建局、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鹿城区综合行政执法局、鹿

城区供电分局；温州市标准化科学研究院、温州大学电气传动与智能

控制研究所、鹿城区城市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鹿城区国有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浙江鸿蓝科技有限公司。



2、征求意见稿形成

2022 年 7月 11 日召开了征求意见稿研讨会。根据立项后各专家

建议，将本标准标题更改为：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站（网点）建设与

管理指南。会上建议新增文件起草单位：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鹿

城分局、鹿城区应急管理局、鹿城区消防救援大队，各单位对标准内

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统一建议，形成征求意见稿标准文本后，将进

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一个月的环节。

3、送审稿

……………

4、报批稿

……………

三、编制原则

（一）适用性原则

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不低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具有先进性、

科学性和经济适用性，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要求和满足于现行的强

制性国家与行业标准的要求。本标准的技术内容按照立足实际、兼顾

温州地域特色及先进成熟的经验进行编写。

（二）温州地域特色（创新的经验做法）说明

温州具有小气候和独特的气候地域特色，温州市为中亚热带季风

气候区,冬夏季风交替显著，春夏之交有梅雨,7-9 月间有热带气旋。

温州是台风最常光顾的城市之一，几乎年年都有。充电站建设为有效

防台风、防潮、防水、防腐蚀，技术要求上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



1、在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站（网点）相关亭体预埋深度需考虑

防台防震风设计要求，基础坑应达到长宽各 0.6 米，深度 0.5 米，预

埋钢筋地笼。

2、光源宜选择防护等级达到 IP54 及其以上的防水灯条，配电箱

设计应有导流槽，应具备防水功能，电源应安装在具有防雨的配电箱

内。

3、与用户结算宜采用实际用电量加服务费的方式进行。

（三）编写规范性原则

标准研制工作组充分遵循标准“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科学

性、规范性”的编制原则，充分考虑标准的可操作性、本标准的编写

格式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相关要求。

四、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一）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电动自行车充电站（网点）建设的总体原则、需考

虑的因素、运维管理的指导。本文件适用于指导新建、改建、扩建的

建筑外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建设站（网点）的建设与管理。

该标准的范围提供了电动自行车充电站（网点）建设的普遍性、

原则性、方向性的指导，给出了建设的总体原则、及建设过程中需要

考虑的因素，最后给出了运维管理的建议。

（二）总则

电动自行车智能充电站（网点）建设与管理的总则从规范性安全



性、智能共享、高效便捷等三个方面来阐述，主要是从广大市民的角

度来考虑，安全规范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是第一位考虑的。其次是，

高效便捷和智能共享，这样可以满足广大市民的实际需求。

（三）需要考虑的因素

1 选址：介绍了不宜选择的场所有那些，及给出了选择需要符合

城市的总体规划、道路和交通规划、环境保护及防火等要求，给出了

建议选择的地方。

2 设计

2.1 根据温州现在已建的充电站，得出的经验，为适应温州的台

风气候，设计需要考虑防震防台。亭体高度不宜高出 3.5m，太高容

易遮挡临街的招牌及遮挡光线，防台风效果也不好。

2.2 每个充电站的充电插孔不少于 10 个，这个是从实际建设经

验结合实用性考虑，太少利用率低，也不便于市民使用。

2.3 充电插座的间距及距离地面的高度没有相关的规定和依据，

文件中给出“充电插座的间距宜为 0.7m～1.0m、底边距地高度宜为

0.5m～1.5m”是根据温州已建的充电站的相关数据及用户反馈后得出

的数据。

2.4 电动自行车停放的面积是根据国家非机动车停车划线的相

关标准结合温州当地的实际情况而定（单向停车点每辆不宜小于

1.8m*0.8m；双向停车点纵向两辆不宜小于 4.0m*0.8m）。

3 材料的选择

材料的选择主要是为了充电安全考虑，需要不易燃材质。另外，



结合了温州市特殊的气候条件，为了防震防台考虑。

4 充电系统

充电系统主要是为了充电安全考虑，给出了充电装置具备一些智

能检测、安全及报警的功能的建议，并建议采用不易燃的材料。

5 供配电系统

电动自行车的 48V 蓄电池，最大充电电压约为 55V，最大充电电

流约为 2A，最大充电功率约 110W，10 个插孔可以同时为 20 辆电动

自行车充电，总充电电流最大约 40A，再考虑断路保护和控制等装备，

电流不宜超过 50A；考虑充电桩的损耗和效率等各种因素，每辆电动

自行车充电时需要提供的最大功率约 150W，20 辆同时充电需要提供

最大功率约 3KW，再考虑检测、保护控制装备，并留有适当裕度，供

电总容量不宜超过 10kW。

6 电能质量

7 计量计费系统

因为现在大多数的充电站采用的是计时收费，计时收费会浪费资

源、不节约，也不人性化。本文件的计量计费主要是给出了“与用户

结算宜采用实际用电量加服务费的方式进行”，这样符合多数用户的

实际需求，也是今后的一种收费结算方式。

8 监控系统

监控系统给出了“宜留有接口具备接入各部门管理平台的功能”



的建议，及视频的相关存储时限为不少于 15 天，主要是为了全市统

一管理，消除安全隐患，做到便捷高效管理。

9 消防设施

相关的消防设备设施给出建议符合 GB 50016、GB 50054、GB 50057

的相关国家强制标准的规定。

10.电气与安防

主要是给出了与电气和安防相关的材料宜进行核验，符合相关标

准才能施工的建议，是为了安全的考虑，给材料提出了一个把关的建

议。

（四）运维管理

给出了每月对站点进行至少 1 次的清洁，结合温州实际情况，如

果次数过多，会增加成本，可操作性也不强。另外，给出了智能化管

理的建议，实现全市全网统一运维管理，实现远程控制具备与用户随

时沟通的功能，支持将相关数据传送给相关部门的功能，发现问题及

时处理，消除安全隐患。

五、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预期的管理经济效益

通过多单位参与，在城市街道、马路、小区、地下室等各个闲置

空间建设标准化的智能充电站，对电动自行车实现安全充电，智能监

测，统一管控，为电动自行车提供智能安全的充电环境，有效的减少

充电不规范引发的火灾为政府监管部门提供检测数据和安全报告。另



外，标准规范中对于户外光照充足的充电站设定了太阳能光伏发电，

更加合理利用空间，且符合国家碳中和理念。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标准实施单位结合相关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及行业和规章制度和

等文件进行应用实施，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的建议反馈

起草组，以便对标准进行修订完善。建议标准 2 个月左右后实施。

八、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