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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需求的
提升，车企、电池企业纷纷加码动力电池回收
业务。业内人士认为，未来 5 到 10 年，动力电
池退役还会迎来新的高峰，相关回收利用行业
如何发展备受关注。

张天任建议，严格企业市场准入，加强对
动力电池回收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具体而言，
对部分基础条件较好的小作坊，提升技术、办
理手续，纳入管理，推动其走向正规化；对基础
条件差、无提升意愿的小作坊，劝导整合或关
停：对违法违规小作坊，依法予以取缔。

进一步健全电池回收体系是许多业内人
士的期盼。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协会秘书
长周发涛表示，应该在动力电池梯次回收利用
的法律法规、标准制定等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和
前瞻布局。一是完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运

输、储存等法律法规；二是梳理和规范动力电
池结构设计、连接方式、工艺技术、集成安装等
标准。林晓表示，在动力蓄电池制造阶段就应
考虑电池回收的统一标准，同时，持续发展电
池回收技术。

受访者表示，需在健全电池回收体系过程
中强化数字管理手段。林晓等人建议，借助物
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保证各环节主体
能够对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情况进行监测和
管理，避免电池在梯次利用和报废处理过程中
失控产生污染。

业内人士表示，针对碳足迹、ESG（环境、
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回收溯源、梯次利用等
实际管理需求，研究设计我国电池“护照”，建
立健全我国电池行业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
（应受访者要求，周骏为化名）

数字化健全回收体系

动力电池回收为何“黑市”占上风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董建国王炳坤 武江民 张程喆

在四川宜宾举行的2023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一家企业展示
的回收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2023年6月9日摄） 胡旭 摄

在辽宁特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记者看到，10米宽、20余米长
的处理池里，巨大的机械抓斗正在后台指挥下，把一堆废旧电池
运送到自动拆解线上。废旧电池经过拆解、分拣、冶炼、电解等工
序后，将实现循环利用。

2017 年，这家浙江企业到辽宁“淘金”，投资 7 亿余元建设年
处理能力达30万吨的厂房，从事废旧电池的无害化处理。“当前，
动力电池大量被淘汰换新，回收市场很大。”辽宁特力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灵星说。

近年来，动力电池大量退役吸引众多企业入局电池回收领
域。为规范行业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陆续发布五批符合《新能
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名单（简
称“白名单”），共涉及企业156家。同时，一些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市场上的回收机构数量庞大、鱼龙混杂，众多“白名单”之外的企
业活跃在动力电池回收市场。

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18年电池回收相关企业注册量
有近 2000 家，到 2022 年已突破 4.2 万家。“除了少数正规企业，回
收市场上存在的大部分是中间的贸易公司和小作坊。”暨南大学
环境与气候学院副教授王飞说。

回收机构鱼龙混杂背景下，目前，我国动力电池回收规范性
较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23年发布的调查研究报告指出，截
至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规范化回收率不足25%。

动力电池回收，大企业“吃不饱”。东北地区一家电池回收企
业每年可处理 10万余吨废旧铅酸蓄电池。公司负责人周骏却告
诉记者，公司 2023年实际处置电池量，不足产能的三分之一。“部
分废旧铅酸蓄电池被一些小作坊偷偷处理或转运掉了。”

小作坊“赢”在价格优势。以三元铝壳锂电池包为例，2024年
6月下旬，小作坊对其的收购价是2.2万元/吨左右，大型企业的收
购价则在1.9万元/吨左右。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余海军说，小作坊基本没
有环保、生产设备等投入，几乎零成本运营。“拥有动力电池回收
相关资质的大型企业为保证动力电池回收效率和质量，在厂房、
设备、环保处理、数字化等多方面投入较高成本，在和小作坊的出
价竞争中不显优势。”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说。

周骏表示，正规企业收集、处理废旧铅酸蓄电池需要缴纳一
定的增值税，小作坊则不一定缴纳，可以给出更高的回收价，导致
电池更多流向“黑市”。

这些小作坊潜藏安全与环保风险。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
究所研究人员林晓表示，目前，动力电池回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
种是梯次利用，另一种是拆解回收，都有一定技术门槛。“没有技
术铺垫和资质的小作坊大量出现，既干扰市场秩序，更潜藏安全
与环保风险。”

在某互联网交易平台，记者搜索“动力电池回收”等关键词，
可以找到大量的回收商家，有商户给记者发来一段视频，视频中，
一间农房里几个工人正徒手拆解电池，旁边有一台切割机、一堆
杂乱堆放着的电池，生产设备简陋。

一些非法回收电池小作坊对环境造成污染。比如，在某家被
地方查处的小作坊内，拆解、冶炼电池过程中产生的液体被随意
倾倒在地上，作坊旁边不到100米就是水源地，小作坊附近空气中
充斥着酸臭味。

张天任说，废旧动力电池是一座巨大的“矿山”，蕴藏着可以
循环利用的资源，但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变成一座危险的“火
山”，污染环境。

大企业“吃不饱”小作坊风险高

记者采访了解到，小作坊扰乱市场背后，
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在回收渠道规范性、技术
和标准发展成熟度、责任制度落实等方面存
在短板。

回收渠道有待规范。《新能源汽车动力蓄
电池回收服务网点建设和运营指南》要求，新
能源汽车生产及梯次利用等企业通过自建、共
建、授权等方式建立回收服务网点。而在实际
执行层面，电池回收商可以在互联网平台自行
开展电池回收业务，回收网点是否达到规范条
件未受到严格监管。

业内人士表示，一些地方针对回收渠道混
乱现状，进行了一些整治行动，但仍缺乏有力、
长效的行政管理手段和配套处罚条例，难以对
小作坊起到长期震慑作用。此外，现有政策未
对退役动力电池回收渠道作出强制规定，动力
电池回收利用的专门立法还未出台。

技术和标准发展尚未成熟。中国发展研
究基金会“产业链绿色转型”课题组 2023年发
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动力电池退役判定标
准及检测技术、可梯次利用电池剩余价值评估
技术、单体电池的自动化拆解和材料分选技术
等产业化关键技术发展不成熟，不利于回收拆

解利用的规模化和高效化发展。
据了解，由于技术不成熟，当前电池拆解

依然以人工拆解为主。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张宇平说，目前国内有5000多种动力
电池包，品种繁多、结构复杂、连接形式多样、
设计准则不统一、更新换代快，加之退役电池
的电池包品牌型号多样、退役状态不确定等因
素，人工拆解是最常见的办法。

另外，记者了解到，动力电池再生材料使
用标准和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核算标准体系尚
属空白，未能满足动力电池低碳回收利用的
需要。

责任制度有待明确。受访专家表示，不少
退役动力电池来路不明，容易存在内部短路、
电解液泄漏等问题，携带安全隐患。目前，对
回收环节发现的问题电池追责至生产企业的
责任制度还不明确。宁德时代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些汽车生产企业是动力电池回收责任的
主体之一，但在组装电池时，并未详细考虑后
续梯次利用和拆解回收的需求。另外，退役动
力电池多以拍卖、价高者得的方式进行销售，
一些汽车生产企业对回收机构的水平、资质欠
缺考虑，缺乏对回收机构的筛选。

小作坊乱象引出三大短板

中国汽车
工程学会数据显示，2023年

我国退役动力电池总量超过58万吨。
随着动力电池迎来“退役潮”，电池回收产业走

向加速发展期。今年3月，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
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提出有序推进
动力电池等产品设备梯次利用。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福建、广东、辽宁等地采访了解
到，动力电池回收市场加速繁荣同时，一些缺乏生产资质和
技术积累的小作坊抢占市场，带来安全和环保风险。

动力电池回收小作坊抢占市场背后，动力电池回收
面临渠道不规范、技术和标准发展不成熟、责任制度
难以落实等挑战。受访专家建议严格动力电池

回收市场准入，进一步健全动力电池回
收体系，强化数字管理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