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标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服务规范》 

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为降低电动自行车充电引发的火灾事故，2019 年 4 月中国电气企业联合会

提出立项的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技术规范》被批准（后改为《电

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  第 1 部分：技术规范》），起草工作原计划一年完成。

但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不仅仅是设施的问题，还牵涉设施的运营和用户使用的安

全。为此，作为国标的配套标准中国电气企业联合会和中国自行车协会 2020 年

7月 20 日联合立项团体标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服务规范》（中

自协技[2020]第 11号），并计划于国标发布与实施阶段间完成。 

2、 主要工作过程 

2020 年 7月 16日召开了标准立项研讨视频会议。 

2020 年 8月 19日在烟台召开起草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起草小组由上海市

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无锡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上海自行车行业协会、

广东省电动车商会、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立马车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兴达智联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全来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智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易马达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国电科技通信有限公司、星恒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威凯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中厚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东莞新能

安科技有限公司、特电（杭州）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组成。会议明确了标准执笔

人、组长及副组长单位以及项目进度和分工。 

2020 年 10月 28 日，召开视频工作会，讨论标准文本内容。 

由于国标进度延后，本标准定于 2011 年发布也顺延。2022 年 9 月 13 日，

起草组完成征求意见稿并上报协会。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编制原则 

(1) 标准编写符合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规定； 

(2) 充分考虑与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  第 1 部分：技术规

范》的统一和协调；为今后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  第 3 部分：

安装运维》的起草打好基础； 

(3) 标准的要求充分考虑了国内当前的行业技术水平和其他服务行业的经

验； 

(4) 在安全性和效率之间寻求平衡，同时坚持安全保基本的底线思维； 

(5) 坚持协商一致原则，对标准中矛盾集中的内容进行讨论和协商。 

2、 主要内容 

本部分标准由 7章组成。主要内容如下： 

(1) 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服务规范的范围、总则、运

营单位要求、运营管理要求和评价。明确了服务范围是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的三

种型式：交流充电桩、换电柜和充电柜。 

(2) 总则 

明确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服务性质具有普遍性、互补性、方

便性、安全性、统一性、可持续性和强制性。 

(3) 运营单位要求 

a) 基本要求：包括单位资质、基础条件、管理制度； 

b) 人员要求：包括运营、维护、保养工作人员要求，服务规程、系统管理

人员要求以及培训要求； 

c) 设施要求：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技术要求应满足 GB/T xxxxx-xxxx  

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 第 1部分； 



(4) 运营管理要求 

a) 服务网点：包括充电桩、充电柜和换电柜的网点设置和建设要求、网点

周围环境要求、以及网点管理要求； 

b) 服务APP：运营单位应建立专门的服务 APP，以及APP应提供的服务项目； 

c) 收费和退费：包括充换电设施收费、退费的要求； 

d) 设施运营与维护：包括设施完好率、锂离子蓄电池最低容量、系统故障

率及故障排除要求； 

e) 服务记录：包括记录范围，记录内容的准确性、及时性、真实性和完整

性； 

f) 应急管理要求； 

g) 赔偿和保险要求； 

h) 废旧锂离子蓄电池处理要求。 

(5) 评价 

明确运营单位应定期或不定期对运营管理进行评价，促进服务质量的提高。 

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标准文本已提交给起草单位中从事充电桩、充电柜、换电柜企业进行验证。

证明本标准的要求基本符合实际情况，有些未达标的项目，通过整改也可以完成。 

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问题。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1、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具体有： 

（1）明确了服务人员的数量要求，使集中充电设施得到更好的维护和保养，

提高了设施的完好率，用户能得到更好的服务。 

（2）明确了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网点建设，使用户能很方便得到充电或换

电服务； 



（3）规定了收费方法和锂电池最低容量同时规定了对用户意见的处理时限

和赔偿要求，维护了用户的合法权益； 

（4）规定了废旧锂电池的处理保护了环境。 

2、预期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有： 

对服务要求进行统一规范，避免错误宣传所产生的用户抱怨和市场混乱，使

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建设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引导行业继续进行服务提升，推进技术产品的迭代升级，从而推动整个电动

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行业的健康发展； 

促进相关政企单位共同关注用户充电及充电服务的难题，使标准与用户更加

紧密的结合，推进标准化工作的持续发展。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 

国际标准中还无此类标准。本部分标准填补了国内外此类标准的空白。 

本部分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主要参考了国家强制性标准 1项、国家推荐性标

准 3项，涉及建筑、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投诉和锂离子电池的回收处理要

求。 

七、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部分标准为首次发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没有冲突。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1、 服务网点问题 

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要达到向用户提供随时随地的服务，没有服务网点

显然是不行的。但服务网点建设的密度与企业的投入密切相关，这牵涉到企业的

经营状况。而如何合理的网点是本标准争论的焦点。 

本标准按照集中充电的三种型式规定了三种不同网点的建设要求 ： 



（1）交流充电桩由于建设成本低、维护方便，而且得到了各地政府的支持，

是首选的方案。因此本标准要求：交流充电桩服务网点设置应按照电动自行车停

放数量的 0.5比例按装充电插座，应建尽建。在没有电动自行车停车位置不足的

情况下可以建设充电柜进行补充，这样才能做到服务全覆盖，从根本上解决集中

充电设施不足的问题。 

（2）换电柜定点网点建设。由于电动自行车的锂电池尺寸、接口和通信不

一致，换电柜目前建设集中在快递和外卖站点，由于服务范围有限，换电柜定点

网点建设就可以满足要求，投入的成本也不会很大。 

（3）换电柜网区域网点建设。这个网点建设是按照服务区域范围按照点与

点的距离来来建设的，密度高，投资巨大。而建设的前提是换电柜的普及，而换

电柜能普及前提是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必须统一，达到随处可换，而又不导致不同

企业的重复建设。但目前还做不到，但这是换电柜发展的方向。 

2、 收费 

本标准也按照不同集中充电的型式规定了两种不计费方法。 

（1）交流充电桩和充电柜收费 

标准规定计费可采用按照充电时间或充电功率等方法。目前普遍采用的是按

照充电时间计费，这种收费方法不透明，不利于用户。为此，按照充电功率计费

是交流充电的发展方向，本标准起到引导作用。 

（2）换电柜收费 

标准规定换电柜计费可采用包时间换电或按次换电等方法，目前主要采用的

是包时间换电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会出现提早终止服务余款不退的问题。本标

准就明确当提早终止服务，运营单位应将余款在两个工作日内退回用户。 

3、 锂电池组最低容量 

换电柜中的锂电池实际容量过低，侵犯了用户的利益。但实际容量过高，淘

汰锂电池速度加快，企业负担加重。本标准取实际容量小于额定容量的 70 %时，

应退出服务。符合锂电池实际容量小于额定容量的 70 %后加快衰减的的特性，



维护了企业和用户的双方利益。当然也希望企业今后能按照实际容量计算换电的

价格，在数字化发展的今天这不是难题。 

九、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

办法、实施日期等）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半年生效。 

十、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新起草的标准，无废止现行标准。 

十一、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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