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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动力力电电池池回回收收利利用用再再敲敲““安安全全””警警钟钟
■■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卢卢奇奇秀秀

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持续增长，但新能源汽车保险却
仍主要沿用传统的汽车保险产品，不能满足新能源车主需
求。 出险率明显高于传统燃油车、数据量不足等阻碍了新
能源汽车专属保险产品的设计。

新能源汽车市场韧性远超预期。 1 月
13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汽
协”）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 年 12 月，
新能源汽车产销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产销
量双双超过 20 万辆，再创历史新高，分别
达到 23.5 万辆和 24.8 万辆 ， 环比增长
17.3%和 22.0%。 2020 年新能源汽车全年
产销量分别达到 136.6 万辆和 136.7 万
辆，同比增长 7.5%和 10.9%，增速较上年
由负转正。

中汽协表示，随着国民经济稳定回升，
消费需求还将加快恢复， 加之中国汽车市
场潜力巨大，2021 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持
续向好。

产销量远超预期

“新冠肺炎疫情对车市造成巨大冲
击。年初大家很悲观，预计 2020 年新能源
汽车销量仅在 100 万辆左右。 ” 中汽协副
总工程师许海东表示，国家政策、地方政
府以及汽车企业三方的共同努力， 有效
推动了新能源汽车市场复苏， 产销情况
远超预期。

从去年 7 月开始，车市呈增长态势，且
增幅逐渐扩大， 每月产销量均刷新当月历
史纪录。 从具体数据来看，纯电动汽车全年
完成产销 110.5 万辆和 111.5 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 5.4%和 11.6%；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全年产销分别完成 26 万辆和 25.1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18.5%和 8.4%； 燃料电池汽
车全年产销均完成 0.1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57.5%和 56.8%。

中汽协方面表示，多年来，通过对新
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的培育， 各环节逐步
成熟， 丰富和多元化的新能源汽车产品
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使用环境也逐步优
化和改进。 在这些措施之下，新能源汽车
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认可。

特斯拉的表现尤为突出，其国产 Model
3 全年销量达 13.7 万辆，位居新能源汽车年
度销量榜冠军。 日前，特斯拉第二款国产车
型 Model Y 正式发售， 且大幅降价十余万
元，给国内电动汽车市场带来巨大压力。 许
海东认为，Model Y 通过供应链整合， 降低
成本，对消费者是有利的。 特斯拉更多是抢
占传统豪华燃油车的客户群体，对自主品牌
有一定冲击，但同时也会带动整个新能源汽
车的发展。

拉动电池和充电产业

新能源车市的恢复， 直接带动了电池
装机量和充电基础设施的发展。 2020 年我
国动力电池装车量累计达 63.6 GWh，同比
上升 2.3%。 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累计 38.9
GWh，占总装车量的 61.1%，同比累计下降

4.1% ； 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累计 24.4
GWh， 占总装车量 38.3%， 同比累计增长
20.6%， 是驱动装车量整体同比上升的主要
产品。

2020 年 3 月， 充电桩被纳入 “新基
建”后，行业对充换电基础设施的关注度
明显提高， 投资力度和规模不断加大，充
电桩建设数量大幅提升。 天眼查数据显
示，与“充电桩”相关的企业数量超过 10
万家，其中一年内成立的企业数高达 2.46
万家。

2020 年全年， 充电基础设施增量为
46.2 万台， 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同比增长
12.4%。但随车配建充电设施增量依然不高，
同比下降 24.3%。 截至 2020 年 12 月，全国
充电基础设施累计数量为 168.1 万台，同比
增加 37.9%。

今年销量或达 180 万辆

中汽协指出，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
数字化加速推进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新能
源汽车市场将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转
变。 尤其是在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的大力推动下，新能源汽
车未来有望迎来持续快速增长。 预测 2021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 180 万辆。

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车市的 B 级车
和 A00 级车表现较强。 许海东认为，高低
两端的发展势头将延续下去，一方面车企
产品布局向高端化拓展；另一方面，宏光
MINI EV 为代表的车型蹚出了一条不要
补贴的新路，“相信大量车企会跟进，并
形成正面竞争，让消费者得到好处。 高端
产品推动新能源汽车走向海外，低端产品
更好走进农村市场，对产业的发展都是有
利的。 ”

同时，中汽协也提醒，近期出现的芯片
供应紧张问题也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全
球汽车生产造成一定影响， 进而影响我国
汽车产业运行的稳定性。

新新能能源源汽汽车车产产销销量量又又创创新新高高
中汽协预计，今年新能源汽车产业继续向好

■■本报记者 卢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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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保险“掉队”
■■本报实习记者 杨梓

公安部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 2020 年底， 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492 万辆， 占汽车总量的 1.75%， 比 2019
年增加 111 万辆，增长 29.18%。 新能源汽
车增量连续三年超过 100 万辆，呈持续高
速增长趋势。

但与此同时，不少业内人士指出，随着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 现有汽车
保险产品与新能源汽车的保险需求矛盾日
益突出。 目前我国的新能源汽车保险主要
还是沿用传统的汽车保险产品， 不能完全
满足新能源车主需求， 新能源汽车保险与
新能源汽车的高速发展明显失衡。

��新新能能源源汽汽车车出出险险率率
明明显显高高于于燃燃油油车车

记者了解到， 消费者对于新能源汽车
专项保险的出台十分期待， 而保险公司却
对此持谨慎态度。既然市场需求如此之大，
为何保险公司迟迟不愿推出专门的新能源
汽车保险呢？

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油车动力来源不
同， 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占了车身成本
的 40%左右， 而新能源汽车出现问题大多

是电池导致。
太保产险表示， 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在

风险上最大的不同， 在于新能源车的电池
价值占整车比重极高，新能源车的风险，与
其使用的电池关系较大。并且，不同类型的
电池，防水防热等性能不相同，电量衰减折
旧情况也存在较大差异， 这对车险的定价
产生极大影响。

此外， 中银保信业务三部产品处副
经理黄颖表示， 新能源汽车的出险率明
显高于传统燃油车。 其中，由于涉及油和
电的混合，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出险率更
高。 同时， 新能源汽车在面临自然灾害
时，损失程度明显高于传统燃油车。 数据
显示，当发生火灾和自燃时，新能源汽车
的维修成本达 10 万元左右，如果遭遇暴
雨、暴雪、暴风天气，车辆更换配件的费
用高达 2 万元左右。 “新能源汽车的规模
与风险会较大程度地影响到车险规模和
盈利， 所以保险行业需要投入更多精力
去研究。 ”

2020 年 5 月底，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
曾透露， 保险业协会已组织力量成立了新
能源汽车保险专属条款工作组， 积极开展
条款研发工作。 新能源车条款已初步征求
行业和有关专家意见， 下一步将继续修改

完善， 力争早日推出新能源
汽车保险专属示范产品。 同
年 11 月，有消息称，保险行
业正在开发针对新能源汽车
的保险产品，包括中国平安、
太平洋等多家保险公司已着手对新能源汽
车保险展开研究，或正推行相关计划。

数数据据不不足足难难以以支支撑撑
新新能能源源汽汽车车保保险险设设计计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新能源汽车保险
业务要想快速增长，首先要考虑消费者的
需求。 但一直以来，新能源车险沿用传统
燃油车保险屡被消费者 “吐槽” ， 众多新
能源车主反映“产品不能完全匹配实际情
况”。 此外，除了保障不到位，保费相对还
更高。 例如，传统燃油车多数情况下是以
汽车实际成交价格核算投保价格，而新能
源车则是以补贴之前的指导价投保，保费
贵了不少。

对此， 中国社会科学院保险与经济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郭金龙表示， 虽然过去几
年也有一些保险公司开发了专门针对新能
源汽车的保险产品， 但没有通过监管部门

的审核，导致不能在市场上进行销售。
郭金龙认为，财产保险开发、产品条

款设计需要遵循大数法则，风险必须同类
且量大，而目前新能源汽车数据不足以支
撑开发出比较稳定的保险产品，如果贸然
开发新能源汽车专属保险产品，可能还会
造成保险产品风险等新问题。 他进一步表
示，新能源汽车的设计、性能以及动力电
池等都有待进一步成熟。 同时，数据的积
累直接影响保险产品的设计和定价，保险
公司有了数据支撑才能进一步优化保险，
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但这并不是只
有保险行业就可以做到的。 ”

车车企企参参与与
有有望望破破局局

记者注意到， 面对新能源汽车保险的
空缺，相关车企也试图做出一些改变。

在 2020 年特斯拉三季度财报会议上，
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表示， 新能源车
险将成为该公司的主要产品， 保险业务的
价值将可能占整车业务价值的 30%到
40%。同年 8 月，特斯拉成立了“特斯拉保险
经纪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经
营范围为保险经纪业务。此外，凭借对自身
汽车的数据优势， 特斯拉宣称能以更低成
本提供保险服务， 保费将会比市场平均降
低 20%左右。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合众财险在中保
协官网公布了一则变更股东情况的信披报
告， 称现有股东合众人寿将在公司持有的
33.33%股权转让给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变
更事项待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批准后生
效。

业内人士认为， 新能源汽车保险有较
强发展潜力， 车企的加入或会对新能源汽
车保险市场带来一定的改变， 让保险业更
加适应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趋势。

近日， 湖南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邦普”）发生爆炸，造成 1
人死亡，20人受伤，其中 6人伤情较重。从
流传出的视频来看，现场火势猛烈，并升
起巨大的蘑菇云，引起社会极大关注。

事实上，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行业安
全问题并不鲜见。 “只是这次事故非常
严重，又是知名企业宁德时代的下属公
司，关注更多。 很多小事故发生后，地方
就处理了。 ”业内人士坦言，动力电池回
收利用的安全性有待加强。

那么，当前我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过
程中存在哪些风险？如何才能杜绝类似问
题再次发生？

“对未知危险认识不足”
操作管理不到位

事发后，湖南邦普母公司广东邦普
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邦普循
环”）发布消息称，起火原因是老厂废渣
堆放车间的废铝箔起火发生爆炸，公司
正全面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

废铝箔从何而来？ 锂电池回收高级
研究员唐小林介绍，废旧电池经过拆解、
破碎、热解环节后，会得到黑粉、铜箔和
铝箔，黑粉回收，铜、铝分别再利用于铜
冶炼和铝冶炼。

“一开始，业内猜测是萃取剂、氨水
或是锂电池包引发的起火，这几个可能
性比较大，但没想到会是废铝箔。 ”唐小
林坦言，电池回收企业普遍对铝箔的防
范意识薄弱，很多单位的员工培训都忽
略了这部分。 所以事故发生时，没有处
置预案，员工错误地泼水灭火，才造成
如此严重的后果，“应该在废铝箔周围

放置防火毯或者
砂石。 动力电池回

收利用是新兴行业，对一些未知的危险
认识不足。 此次事故也给整个电池回收
行业敲响了警钟。 ”

中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李荐告诉记者，在加热的情况下，铝，特
别是细铝粉比较活泼， 遇水会产生氢
气。 冬天车间较为密闭，氢气积累到一
定量会发生燃爆。

据了解，这并不是湖南邦普上演的
第一起安全事故。 2019 年 4 月，正在建
设中的湖南邦普新厂就曾发生过火
灾。 知情人士透露，尽管此次事故没出
现人员伤亡，但火灾情况也较为严重，
是施工过程中管理不当引起的。

目前，湖南邦普已处于停产整顿状
态。 记者致电湖南邦普分管电池拆解的
领导陈某，对方以“不了解情况”为由，
挂断电话。

“多环节存在风险”
企业要提高安全意识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业
内预计 2020 年左右将出现动力电池退
役潮。毫无疑问，要保障动力电池回收利
用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安全是头等大事。

动力电池回收过程中还有哪些环
节存在风险？ 李荐表示，目前我国动力
电池回收主要采用湿法冶金工艺，在
拆解、粉碎、低温热解、萃取等环节都
存在一定风险。 比如不小心短路、电池
破损等都有可能引发起火， 尤其是单
体拆解过程中的风险更高。 “很多企业
会将电池放电后拆解，比较明智。 但部
分电池内置保险结构，放不出来电，外
部也检测不到； 这样的单体电池拿去
粉碎， 电解液泄漏挥发出来， 浓度较
高，如果拆解设备或车间又相对封闭，

遇到没完全放电
的电池，就可能产
生火花，甚至引燃、
引爆。 锂离子电池
的负极材料比较活
泼， 低温热解之前
堆放在一起也存在
自燃的可能性；低
温 热 解 温 度 在
400—500 度左右，
电解液大量挥发，

如果气氛控制不当，有空气进入的话，也
很危险。 ”

要杜绝安全问题的发生， 唐小林认
为，做好预案可以规避很多问题，比如用
专车运输、贮存；及时对电池放电，降低
活性等。 目前广东省东莞市、湖南永兴县
等地存在很多小作坊，手工拆解锂电池，
非常危险且对人体健康有害。 这些作坊
布局分散， 常常移动作业难以管理，“主
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执法力度。 电池回
收利用交给‘正规军’。 ”

“国家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非常重
视，但难以具体要求每一家企业的工艺
安全性，一般都由地方安评、环评部门
落实。 保障回收利用安全的关键，是企
业要有安全防范意识，加强员工安全培
训。 ” 李荐建议，让车间保持通风顺畅，
拆解和低温热解控制气氛不能靠经验
去判断，要有相应的气氛探头、预警仪
器仪表，并要经常检查探头、仪表的有
效性。 此外，动力电池回收工艺还处于
发展阶段，要鼓励创新，不同技术之间
要优势互补。

“事故不会引发材料涨价”
当前行业产能过剩

湖南邦普爆炸事故发生后，也引发
行业对材料价格上涨的担忧。

工商资料显示， 湖南邦普成立于
2008 年，位于湖南省长沙市，总占地面
积 130000 平方米， 是目前我国大型废
旧锂电池资源化回收处理和高端电池
材料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

湖南邦普年回收处理废旧电池总
量超过 6000 吨、 年生产镍钴锰氢氧化
物（三元前驱体）、镍钴锰酸锂（三元材
料）、钴酸锂、氯化钴、硫酸镍、硫酸钴和
四氧化三钴达 4500 吨， 年回收拆解报
废汽车设计总量为 20000 辆、回收和再
生产钢炉精料 18000 吨、有色金属 900
吨、非金属及其他材料 5000 吨。

资料显示，宁德时代控股邦普循环
52.88%，邦普系在宁德时代占据重要位
置。 其中，宁德时代的锂电池材料业务，
主要通过邦普循环开展。 也就是说，宁
德时代的废料基本都交给邦普循环核
心产业板块湖南邦普处理。

“湖南邦普与格林美、 中伟股份
是国内三大正极材料企业。 ”唐小林
表示 ，湖南邦普资金实力雄厚，停产
对三元前驱体有一定影响 ， 但目前
我国三元前驱体行业整体处于产能
过剩状态 ， 即使产业链价格出现波
动，涨幅也将十分有限。

宁德时代也发布公告称，已要求
包括湖南邦普在内的各单位严格落
实安全责任，进行隐患排查 ，保障后
续安全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