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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调研报告

（简介）

一、新能源汽车及动力蓄电池产业发展现状

(一)新能源汽车产业

经过 20余年的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实现从科研、产

业化到市场推广的“三级”转变。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累

计产量已超 280万辆，推广规模居于世界首位。车辆类型上，

乘用车、商用车分别占总产量约 70.4%、29.6%；动力类型

上，以纯电动为主，占总产量约 78.5%，插电式混合动力约

21.5%。区域分布上，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

地区，广东、上海、北京、山东、浙江保有量位列全国前 5

位。

(二)动力蓄电池产业

我国动力蓄电池累计配套量超过 131GWh，产业规模位

居世界第一。配套类型上，磷酸铁锂、三元电池分别占比约

54%、40%。纯电动乘用车、商用车中三元电池配套占比分

别约 71%、17%，磷酸铁锂电池配套占比分别约 23%、78%；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中三元、磷酸铁锂电池配套占比分别约

53%、33%。外形设计上，方形、圆柱形、软包占比约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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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0.7%。

(三)动力蓄电池原材料产业

随着动力蓄电池需求量的快速上升，原材料行业投资规

模快速扩大。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及电解液行业龙头

企业在市场占有率和技术研发方面优势明显，行业集中度较

高。2017年，我国正极材料产量达 32.3万吨，磷酸铁锂产

量为 6万吨，负极材料产量达 14.6万吨，隔膜销量 13.6亿

平方米，电解液产量为 10.2万吨。

二、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产业发展现状

(一)废旧动力蓄电池安全环境资源特性

动力蓄电池大量退役后，未经妥善的处置和进行价值最

大化利用，将威胁公共安全，造成难以逆转的环境污染，并

浪费宝贵的有价金属资源。

从安全层面来看，废旧动力蓄电池处置不当存在一定安

全隐患。一是触电隐患。新能源汽车的动力蓄电池额定电压

较高，人员在缺乏防护措施情况下接触易造成触电事故。二

是燃爆隐患。电池在出现内部或外部短路情况下，正负极会

产生大电流导致高热，引起正负极燃烧。三是腐蚀隐患。电

解液为有机易挥发性液体，与空气中水分反应产生白色有腐

蚀性和刺激性的氟化氢烟雾。

从环境层面来看，废旧动力蓄电池对生态环境和人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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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均有威胁。一是重金属污染。电池正极材料中含镍、钴等

重金属，不经专业回收处理会造成重金属污染。二是电解液

污染。电解液溶质 LiPF6属有毒物质且易潮解，会造成氟污

染，溶剂会造成水污染。

从资源层面来看，镍氢、锂离子动力蓄电池因正极材料

不同，分别含有锂、镍、钴、锰及稀土等金属，动力蓄电池

产业对于锂、镍、钴等资源需求旺盛。随着动力蓄电池累计

配套量的不断增加，电池中这些资源如未有效回收利用，将

直接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动力蓄电池退役现状和趋势分析

1. 退役现状

从现有退役电池数量、种类及分布地区情况来看，相对

比较集中。“十城千辆工程”推广期间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共

计产生退役动力蓄电池（以下简称“退役电池”）约 1.22GWh；

退役电池主要集中在深圳、合肥、北京等新能源汽车推广力

度较大的城市。

从企业回收情况来看，当前回收的动力蓄电池中，以研

发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旧动力蓄电池为主，新能源汽车退役

电池较少，主要来源于研发试验和生产制造产生的废旧动力

蓄电池。

从综合利用经济性方面看，三元电池和磷酸铁锂电池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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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势。梯次利用方面，磷酸铁锂电池更适于梯次利用。再

生利用方面，企业再生利用收益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易受

退役电池数量、原材料市场行情及企业管理水平等因素影

响。

从用户移交退役电池情况来看，市场上存在电池生产企

业、回收利用企业、租赁企业及保险公司等多主体回收处理

退役电池的情况。例如，深圳市退役的大部分动力蓄电池交

由电池生产企业回收存储，用于梯次利用研究；北京新能源

公交车动力蓄电池主要采取租赁方式，退役后交由北京电力

公司用于梯次利用储能产品研究或回收利用企业处理。

2. 退役趋势分析

退役电池数量、种类及分布地区方面，退役量与保有量

正相关，三元电池累计退役量占比较高。据预测，2020年

我国退役电池累计约为 25GWh。退役电池将主要集中在新

能源汽车保有量较大的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随着

个人用户逐渐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消费主体，退役电池的回收

将逐步转向以个人用户为主。

(三)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基本现状

1. 回收体系建设情况

2018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科技部、生态环境部、

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能源局发布了《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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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构建回收利用

管理机制，推动建立回收利用体系；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发

布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暂行规定》，

明确了溯源信息的采集要求，对各环节企业主体履行回收利

用溯源责任作出规定，并建设了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动力

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综合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国家平台”），

构建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节点可控、责任可究的全生命周

期溯源管理体系。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动力

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实施方案》《关于做好新能源汽车动力

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在京津冀、上海等

17个地区，以及中国铁塔公司开展试点，积极培育标杆企

业，探索技术经济性强、资源环境友好的多元化回收利用模

式。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

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及公告管理暂行办法，推动废旧动力

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管理，已公告发布第一批企业名单。

各地区加快建立区域回收体系，采取措施推动回收利用

工作。京津冀地区发布《京津冀地区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

回收利用试点实施方案》，建立回收联盟，共建共用回收网

络。长三角地区统一标准建设回收服务网点，实现区域协作。

珠三角地区以深圳为重点，按照“互联网+监管”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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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动力蓄电池信息管理体系，完善激励机制。中部地区的

骨干汽车、电池生产及综合利用企业合作，依托本地区产业

基础优势建立区域化的回收处理中心。其他地区也在加强对

企业试点实施工作的组织和支持。

汽车生产企业通过多种形式构建回收体系。目前，北汽

新能源、广汽三菱等 45家企业已设立了 3204个回收服务网

点，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及中部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较高的地区。

回收体系建设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以生产者主导，由

汽车生产企业利用销售渠道建设退役电池回收体系，回收退

役电池移交综合利用企业处理或与其合作共同利用电池剩

余价值；另一种是以第三方为主体，由梯次、再生利用企业

与汽车、电池生产企业合作，共建共用回收服务网点，集中

回收合作企业新能源汽车的退役电池。

国家平台已运行，以电池编码（BIN）为信息载体，实

现动力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信息采集和监管。其中，“车载

管理模块”面向汽车生产企业采集溯源信息，“回收利用管

理模块”面向回收拆解、梯次利用和再生利用企业采集溯源

信息。

2. 梯次利用基本现状

通常动力蓄电池容量衰减至 80%以下时，将不能完全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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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汽车动力需求，但可梯次利用于其他领域。当前动力蓄电

池退役量较少，梯次利用大部分处于试验示范阶段，主要集

中在备电、储能等领域。

2018年，中国铁塔公司停止采购铅酸电池，大力推广

锂电池梯次利用，已在 31个省市的约 12万座基站开展梯次

利用电池备电应用，并在备电、储能及对外发电应用场景加

强业务拓展。国家电网建设了 1MWh梯次利用磷酸铁锂电

池储能系统示范工程，用于接纳可再生能源发电和调频等。

深圳比亚迪、国轩高科等企业也开发了适用于备电、风光电

储能的梯次利用电池产品。从发展趋势来看，梯次利用市场

前景广阔，已成行业发展热点，部分企业正在梯次利用领域

探索“以租代售”等新商业模式。

从生态设计、生产控制及信息共享等方面看，行业还有

待加强。绿色选材、标准化及通用性设计、易拆解结构设计

以及易梯次利用设计等方面还有不足。动力蓄电池产品还存

在一致性差等问题。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在通信协议、历史数

据等关键资源分享方面还没有形成机制。

梯次利用技术有一定进展，但还存在技术瓶颈。梯次利

用以检测重组和修复两种技术路线为主，北京匠芯、深圳比

亚迪、星恒电源等企业在退役电池寿命评估、系统集成及电

池单体修复等方面取得一定突破。但是，梯次利用还存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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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偏低，电池剩余寿命及一致性评估等技术不成熟的问题。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标准化主管部门加快推进动力蓄

电池回收利用系列标准研制工作。目前，优先研制的 17项

国家标准中，已有编码规则、产品规格尺寸、余能检测、拆

解规范 4项发布。上海、浙江等研制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地

方标准，中国铁塔公司牵头编制 3项团体标准已发布实施。

3. 再生利用基本现状

目前，废旧电池再生利用行业已有一定规模，并实现产

业化，以湖北格林美、湖南邦普、广东光华、浙江华友钴业、

江西豪鹏等为代表的企业已具备规模化再生利用能力。再生

利用企业大多由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和有色金属冶

炼企业发展而来，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中部地区具

备相应工业基础的中小城市。

行业已具备较成熟的设备和工艺，但是仍有技术升级空

间。拆解方面，湖北格林美、湖南邦普等开发了自动化拆解

成套工艺，北京赛德美开发了电解液和隔膜拆解回收工艺。

再生利用以湿法冶金及物理修复法为主。湿法冶金方面，湖

南邦普开发了“定向循环和逆向产品定位”工艺，湖北格林

美开发了“液相合成和高温合成”工艺。物理修复方面，赛

德美对电池单体自动化拆解、粉碎及分选，再通过材料修复

工艺得到正负极材料。但是，行业还存在锂金属回收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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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电池回收处理兼容性不强等问题。目前，再生利用相关

国家及行业标准正在加快研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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