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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寻美风光”手机清洁
能源摄影比赛专栏现已启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本届手机清洁能源摄
影大赛以“讴歌新时代·助力碳
达峰碳中和”为主题，旨在挖掘、
记录、展示风电、光伏等清洁能
源行业全产业链在生产运营、智
能制造、 风电光伏场站建设、员
工工作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充分
展示我国清洁能源行业在加快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促进环境改
善、生态友好、自然和谐共生方
面作出的突出贡献，分享其间的
感人精彩故事， 立体展现风电、
光伏等清洁能源行业从业者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进而向公众
传播普及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
的责任和使命。

该活动由新疆金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支持协办，本报将不
定期刊发展示部分参赛作品。诚
邀您积极投稿，投稿图片需注明
“寻美风光 + 作品名称 + 作者”
发至邮箱：zgnybsxny@163.
com； 详情关注中国能源网
（www.cnenergnews.cn）或扫
描二维码，下载参赛报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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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磷酸酸铁铁锂锂电电池池迎迎来来退退役役高高峰峰，，企企业业纷纷纷纷布布局局，，但但面面对对““劣劣币币驱驱逐逐良良币币””的的市市场场乱乱象象——————

打打击击动动力力电电池池回回收收““黑黑市市””刻刻不不容容缓缓
■■本本报报实实习习记记者者 姚姚美美娇娇

地方动态

��《《逆逆雪雪前前行行》》 郭郭强强摄摄于于宁宁夏夏海海原原县县西西华华山山风风电电场场

《《清清洁洁能能源源中中的的向向日日葵葵》》 封封桦桦摄摄于于内内蒙蒙古古固固阳阳县县怀怀朔朔光光伏伏项项目目

《《风风雨雨之之后后见见彩彩虹虹》》 王王楠楠楠楠摄摄于于北北京京亦亦庄庄碳碳中中和和智智慧慧园园区区

5 月 25 日晚， 光华科技发布公告称，
将在现有厂区内建设废旧锂电池高效综
合利用暨高性能电池材料扩建项目，项目
总投资约 4.54 亿元。 公告指出，面对当前
废旧磷酸铁锂回收领域发展的机遇，实施
本项目，可促进废旧磷酸铁锂电池拆解回
收的健康发展，并形成废旧磷酸铁锂电池
回收产业化的良性循环发展。

磷酸铁锂动力电池凭借其安全性高、
寿命长等优势被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
行业。 但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逐步进入规
模化发展新阶段，前期装载的动力电池已
基本走完阶段性生命周期，废旧动力电池
自 2020 年后迎来了集中退役高峰。 随着
废旧电池回收行业进程的加快，如何有效
回收利用废旧磷酸铁锂电池成为业内不
断探讨的话题。

产业链尚无法形成闭环

随着动力电池批量退役潮来临，许多
车企和专业回收企业纷纷参与其中，但我
国动力电池回收行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尤
其是磷酸铁锂电池在回收利用环节还面
临着诸多窘境。

“我国曾对新能源汽车产业采取补贴
政策，但补贴给了整车销售，属于售后的
电池材料回收产业则无法申领，电池材料
回收产业基本上处于完全亏损的状态。 ”
新能源汽车行业独立研究员曹广平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整个锂电池产业看似
基本形成了产业链，但位于产业链最后端
的电池回收既无法实现盈利，也无法实现
电池材料的大规模的循环利用，将电池废
旧材料循环到电池生产的前端。 “产业链
实际既不完整，也无法形成闭环。 国外的
情况也基本如此。 ”

曹广平认为，锂电池回收产业链不完
整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 “一方面，动力电
池材料体系在研发过程中要满足高能量
密度、高安全性、低成本等十几个指标已

经非常难， 再满足可回收性也就非常不
易；另一方面，电池材料的回收技术目前
还没有大的突破，无论是干法、湿法还是
机械法工艺都有缺点。 ”

废旧电池再利用环节盈利难，在一定
程度上也打击了企业积极性。 有业内人士
指出，与三元电池相比，磷酸铁锂电池回
收利用率低、缺乏盈利点，这导致磷酸铁
锂电池回收不仅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反而
会成为拖累“亏本”。

应严格打击黑市场

另据了解，目前废旧动力电池回收渠
道较为混乱，既有“正规军”，也有“小作
坊”， 这也是影响电池回收企业盈利因素
之一。 所谓“正规军”是指纳入工业和信息
化部《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
用行业规范条件》中的企业，即业界俗称
的“白名单”。 截止到目前，共有 27 家企业
纳入该名单。

有业内人士表示，“小作坊” 之所以能
够顺利回收到电池， 主要原因在于其成本
较低，因而在回收时能大幅推高报价。 但由
于没有电池回收资质和电池拆解的专业设
备，“小作坊” 式的电池回收将给社会安全
和环境带来巨大风险。 “很多动力电池被少
数不良商家‘梯次利用’给了电动自行车等
产业进行锂电化， 在其他行业造成了燃烧
和爆炸事故频繁， 严重损害了我国锂离子
动力电池产业的声誉。 ”曹广平指出。

“白名单上的正规企业获得了资质，
但是按照正规工艺或国家标准进行电池
及其材料的回收实际上赔钱。 而地下的一
些黑作坊进货、出货却都比较‘方便’，其
材料回收工艺环保效益差，实际上是劣技
术在驱逐良技术，也就是说正规实验室再
好的‘能环保的回收技术’也抵不上地下
实验室的‘会污染的回收技术’。 ”曹广平
表示，目前电池回收产业形成了一种“正
规回收难赚钱，地下回收能赚钱”的现象。

“国家和政府应该严禁废旧锂离子电池进
入黑市场，打击黑作坊，才会有助于行业
正规发展逐步走入正轨，走入红利期。 ”

建议“积分”与“回收”挂钩

虽然产业情况面临诸多难题，但依然
有一些企业纷纷“押注”磷酸铁锂电回收
行业。

公开数据显示，近几年来，相关企业
数量增长显著， 企业增量逐年上升，2019
年新增企业超 700 家，截至 2020 年 1 月，
我国经营范围含“电池回收”的企业数量
约有 3000 余家， 企业名称多包含 “新能
源、汽车、再生资源”等关键词，企业的注
册资本多数在 1000 万以上。 电池回收队
伍的体量和资本都在不断壮大。

自 2020 年以来， 随着国家和地方对
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退坡，新能源汽车产业
产业发展模式从补贴政策驱动向“双积分
政策+市场驱动”转型，磷酸铁锂电池凭借
性价比优势， 强势回归动力电池市场，装
车份额同比大增，磷酸铁锂电池各种原材

料价格也持续上涨。 “如果原料价格持续
上涨，废旧电池环保政策逐步升级，那么，
企业押注废旧磷酸铁锂电池高效综合利
用产业就有可能成功。 ”曹广平提醒，“不
过，这些只是外部条件。 从业者押注先进
电池材料回收技术，才是对电池材料回收
盈利的本质促进。 也就是说，商业模式能
否走通，关键在回收技术水平高低。 ”

废旧锂电池回收企业如何提高综合
利用率、降低回收成本？ “我认为，目前最
好的梯次利用方法实际上是动力电池原
位利用。 因为动力电池包如果转用到其他
场合， 需要大规模检测电池包内的模组、
电芯，再拆解、重新配伍、接线，成本也是
很高的。 电池原位延寿利用到较高水平，
才能大幅降低回收时的价格，材料重新利
用才有经济效益。 ”

同时，曹广平建议：“国家主管部门应
当汲取过去‘新能源汽车补贴没有和动力
电池回收挂钩’的教训，在后续的新能源
汽车积分政策或碳交易政策中，让积分或
碳交易配额与动力电池材料回收利用程
度及比例挂钩。 ”

本报讯 6 月 3 日，第十五届(2021)国际太阳能
光伏与智慧能源大会暨展览会(以下简称“ SNEC”)
于上海召开， 隆基重磅发布了首款 TOPCon 双面
组件———Hi-MO N。

据了解 ，Hi -MO N 组件采用基于 N 型
TOPCon 结构的隆基 HPC 电池技术， 保持了
182-72c 的组件尺寸，量产转换效率 22.3%，量产
功率 570W， 可为大型地面电站带来更低度电成
本，在组件效率与发电量上均有突破。

从传统单晶 、PERC 单晶 、P 型双面技术 ，
到如今在行业树立的 M6、M10 硅片新标准 ，
隆基的每一次创新，都是为了加速推动光伏行

业的度电成本优化。 基于 N 型 TOPCon 结构
的隆基 HPC 电池技术， 可使 Hi-MO N 组件
具有更高的双面率、更优秀的功率温度系数与
较低的组件工作温度、更佳的抗光衰性能与弱
光发电表现。

与此同时，凭借 HPC 电池制程零损伤、无隐
裂智能焊接技术的加持，Hi-MO N 组件实现了光
照下无 PID 效应，首年衰减≤1%，线性衰减≤0.4%
/年。 除了多发电、低衰减外，Hi-MO N 组件在节
约 BOS 成本上也体现出巨大价值，采用 182 尺寸
规格，在大支架、电缆、逆变器、人工上发挥降本优
势，可以在有限面积上提高光伏安装容量，更加节

省光伏场区的 BOS 成本，并摊薄交流端设备成本
及电站生命周期内的运营维护成本。

Hi-MO N 组件的发布， 使隆基进一步完善
了大型地面电站的产品矩阵， 其中 Hi-MO 4 组
件适合搬运、安装困难的山地应用场景；Hi-MO
5 是主打产品； 而 Hi-MO N 则更适合地表反射
率高、温度高、土地有限、人工成本高的光伏应用
场景。

作为在户外运行 30 年以上的重要资产，光伏
电站在运营期，产品质保、稳健的发电收益及系统
的运维与优化尤为重要。 SNEC 展会期间，隆基同
期发布了光伏电站全生命周期质量标准， 该标准

可提供稳健可靠的运营保障， 实现光伏电站全生
命周期的高价值体验。 隆基集中展示了技术标准、
管理标准及客户价值标准， 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
期的质量保障和可靠服务。

在技术标准方面，隆基通过多维度技术对标，
不断保障行业领先性。 在管理标准方面，隆基全面
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开创了组件企业进行
风洞基础与极限测试的先河， 测试极限风速达
60m/s，在冰雹测试中，将测试冰雹尺寸放大至 35
毫米以上，以此来验证组件的高可靠性。 产品质量
标准体系将使隆基产品的 “可靠性” 得到充分保
障，实现高效发电、稳定输出。 （韩洁）

隆基发布首款 TOPCon双面组件

宁德时代携手中核钛白
共同开发智慧能源项目

本报讯 近日，中核钛白与宁德时
代控股子公司时代永福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合作协议，拟出资设立中核时代，
注册资本为 1 亿元， 中核钛白和时代
永福将各自持股 50%，计划从事光伏、
风电等综合智慧能源的投资、 建设和
运营， 并将在甘肃省投资运营集中式
大型地面光伏电站、 分布式屋顶光伏
电站和陆上风电等项目。

韩国新能源分析机构 SNE 的统
计称， 宁德时代年已连续四年排名全
球动力电池装车量的首位。 2020 年，
宁德时代动力电池的全球装车量为
34 GWh，市场份额接近 1/4。

中核钛白为国内第二大钛白粉生
产商，今年初，开始布局电池上游原材
料的计划，投资钛白粉、磷酸铁等新建
项目， 磷酸铁锂电池和三元锂电池是
目前锂离子电池技术的两大主流路
线。 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
联盟的数据， 去年国内动力电池的总
装机中， 磷酸铁锂电池装机量占比
38.3%，为 24.4 GWh。 （吴怿）

中航锂电动力电池及
储能电池基地落户武汉

本报讯 近日，中航锂电与武汉经
济技术开发区签署 《中航锂电动力电
池及储能电池武汉基地项目投资协
议》，项目总投资 100 亿元，一期产能
20GWh，预计 8 月正式动工。

该基地落户通航产业园， 将建设
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的生产销售基
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企业落户，产品
主要配套国内外新能源汽车及储能市
场等应用领域。

据了解，武汉经开区形成了良好的
汽车研发和制造生态，正吸引越来越多
行业头部企业集聚。 当前，正在加快打
造 3+N现代产业体系， 全力打造以汽
车、新能源、新材料为三大支柱的产业
集群。 随着小鹏汽车、中航锂电等行业
头部企业加速涌入，中国车谷下一代汽
车产业生态圈雏形初现。 （姚美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