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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动力电池里淘金废旧动力电池里淘金企业争当企业争当““破烂王破烂王””
■中国城市报记者 孙雪霏

不久前，工信部等四部门
公布汽车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
试点企业名单，包括11家整车
生产企业和62家报废汽车回
收拆解、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和
动力电池生产等企业。这标志
着汽车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度正式进入试点示范阶段。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
将生产者对其产品承担的资源
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
品设计、流通消费、回收利用、
废物处置等全生命周期。

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度，推动汽车产品生产企业切
实履行资源环境保护责任，是
推动行业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
重要一环，也是汽车企业转型
升级的必由之路。那么，加强
落实汽车产品生产者责任延伸
制度，企业作出了哪些探索？
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方面，企
业又进行了哪些尝试？

推动循环再生体系建设

天津赛德美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各道工序
生产线快速运转、协同运作。
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机器，精
准地拆解着一块块已经报废了
的新能源电池包。

天津赛德美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是入选工信部符合《新
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
利用行业规范条件》名单的企
业。中国城市报记者在现场看
到，该公司生产车间设置了动
力电池的存储区、检测区、充放
电区、拆解区等分区。拆解后
的动力电池在经过破碎机、筛
分机、风选磁选机、裂解炉、脉
冲除尘器等设备处理后，分离
出外壳、电解液、隔膜、铜箔、铝
箔、正极粉、负极粉等，完成了
废物循环利用的关键一步。

“这些分离出来的材料再
修复后，可以重新回到电池生
产环节，应用到储能等对电池
能量密度要求不高的领域，实
现梯次利用。”天津赛德美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小勇
向中国城市报记者介绍。

在传统废旧动力电池的回
收处理过程中，废酸、废碱和废
渣的环保问题一直是制约行业
发展的瓶颈。而天津赛德美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
自动化拆解与材料修复技术，
可以实现单体电池全自动精细
化拆解，能够回收湿法冶金企
业不能回收的电解液与隔膜。

“这项技术规避掉了传统
回收工艺存在的环保问题，真
正做到将电池中七大原材料自
动分类收集。”赵小勇说。

据悉，通过加酸碱提炼钴、
镍、锂等价格昂贵的金属材料

是废旧电池的另一种归宿。这
种提炼过程主要依靠火法和湿
法冶金工艺。

“由于新能源汽车全产业
链发展提速，进一步带动了钴、
镍、锂等关键金属进口原料价
格的大幅上涨。因此，稀有金
属材料的循环利用不仅能有效
缓解原料仓供应紧张的局面，
还能有效降低生产环节产生的
碳排放量。”赵小勇表示，“为了
应对即将到来的动力电池退役
高峰期，传统汽车企业对回收、
拆解、零部件再制造等环节加
大了重视力度，汽车行业在健
全回收体系、打通产销供应链
方面已做好积极应对准备。”

助力打通动力电池
回收全产业链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销持续保持高增长态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
显示，1至10月，新能源汽车产
销 分 别 完 成 548.5 万 辆 和
528.0 万辆，同比均增长 1.1
倍，产销连创历史新高。

工信部节能和综合利用司
副司长尤勇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动力电池的
循环再生利用为新能源企业带
来了巨大机遇，与此同时，助力

‘净零排放’之路，也成为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发
布的2021年度《环境、社会和
公司治理（ESG）报告》显示，通
过建立从“材料端—电池端—
客户端—回收端”全产业链布
局，企业实现了从资源开发到
能源存储再到能源回收的循环
再生利用。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业务板块总裁王启岁告诉中
国城市报记者：“在电池生产制
造环节，国轩高科采用无污染

绿色制造工艺及零部件优化设
计，在模组、电池包阶段减少包
装成本。通过以上举措，国轩
高科2021年比上年累计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量2.7869万吨。”

让生产制造过程更具环保
属性仅是开始，后续阶段产品回
收、循环利用，同样不容忽视。

在安徽合肥肥东和庐江生
产基地，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
司布局了电池回收生产线，用
于开拓锂电池回收再利用业
务。其中，肥东基地正逐步构
建“回收网络—梯次利用—资
源循环利用—残余物安全无害
处置”回收利用产业链，推动电
池回收产业化。

王启岁向中国城市报记者
介绍：“在回收技术方面，国轩
高科自主研发的全组分回收技
术可对废旧动力电池进行高效、
安全、无害化处理，将旧电池的
回收率从72%提升到了93%。”

2021年，我国报废汽车回
收量为249.3 万辆，进行资源
再生利用预计可实现减排
947.3万 tCO2e。“打通新能源
汽车动力电池的回收全产业
链，既是推动资源循环利用、缓
解资源瓶颈约束的战略选择，
也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抓
手、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举
措。”尤勇说。

探索建立回收利用商业模式

“希望能广泛推行换电模
式，车主购车时可选择向电池
资产公司租赁电池。”在格林美
（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
区，一位有着十年电车驾龄的
陈女士向中国城市报记者坦
言，“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一般
是5年—8年时间。当动力电
池容量衰减到设计容量的80%
以下时，就不可继续在电动汽
车上使用。若是采用换电模

式，我就不必有这样的担心了。”
与此同时，淘汰的废旧电

池该送去哪里？这也是困扰陈
女士的地方。

当前，不少汽车产品生产
者正走在探索推广“互联网+回
收”等新型商业模式的路上。
尤勇认为：“新型商业模式既
能鼓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
建共用回收渠道，还有助于建
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管控联动
机制。”

然而，目前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的商业模式并不成熟。有
专家表示，当前很多废旧动力电
池回收止步于梯次利用市场。

“电池标准化能够从根本
上提升电池梯次利用和回收的
效率。”河南电力科学研究院电
源技术中心副主任赵光金告诉
中国城市报记者，动力电池回
收利用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
多方联动。若要真正具备商业
化价值，还需要核心技术与合
作机制“双管齐下”。

关于商业模式的探索，中
国铁塔勇敢尝试，并与16家车
企、电池企业签署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战略合作伙

伴协议，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一
体化合作。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分公司能源经营部技术总监
王文彬对中国城市报记者表
示：“一种可盈利的商业模式，
才能让参与主体在市场化运作
中生存下去。”

受国家召唤，各车企、电池
企业、储能企业积极响应生产
者责任延伸制度，通过建立联
盟、成立合资公司等商业模式，
打造了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的闭
环体系。“目前，天津铁塔有
20%的基站采用梯次利用的动
力电池作为备用电源，利用率
大幅提升。”王文彬说。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集团
副总经理张宇平向中国城市报
记者指出：“规范废旧动力电池
管理，梯次利用才能形成规模
化发展。而这一过程需要车企
和各需求方的共同参与，需要
有关部门加强管理，以及在电
池的设计、工艺等多方合力。”

当前，动力电池循环再生利
用这个千亿元级市场正在被唤
醒。对赛德美、国轩高科、格林美
们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前11月中国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1%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显示，今年1月至11月，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399190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0.1%。官方表示，市场

销售受疫情短期冲击明显，但消

费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资料

图为山西太原，消费者在超市选

购水果。

中新社记者 张 云摄

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合肥循环经济示范园内，国轩高科肥东

基地电池壳体一号车间的工人在补焊工位前忙碌。

中新社发 阮雪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