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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门出台顶层设计，明确责任要求、回收细则———

动动力力蓄蓄电电池池梯梯次次利利用用步步伐伐加加快快
■■本报记者 卢奇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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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供应应链链价价格格飙飙升升 企企业业净净利利承承重重压压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董董梓梓童童

晶澳科技 东方日升 晶科科技 爱康科技 上能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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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7 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
部、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
印发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鼓
励梯次利用企业与新能源汽车生产、动
力蓄电池生产及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等
企业协议合作，加强信息共享，利用已有
回收渠道， 高效回收废旧动力蓄电池用
于梯次利用。

业内人士指出，《管理办法》 是国家层
面首次针对动力蓄电电池梯次利用出台的
专门文件，有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明确产品安全责任

业内数据统计，2020 年我国累计退
役动力电池 25 万吨， 到 2025 年这一数
字将提升至 78 万吨。退役后到的动力电
池通过必要的检验检测、分类、拆分、修
复或重组为梯次产品，应用到储能电站、
通信基站、低速电动车等场景，可实现资
源的充分利用， 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和
社会价值。

近年来， 动力蓄电池回收再利用颇为
火热，但诸如废旧电池在运输、贮存、示范
应用中的起火爆炸事件却屡见不鲜。 规模
庞大的退役动力蓄电池若不能得到有效规
范，将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

为促进产业有序发展， 主管部门近年
来相继出台了 《废旧电池回收技术规范》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行业利
用规范条件》《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
服务网点建设和运营指南》 等相关管理条
例，均涉及电池梯次利用管理。 2020 年 10
月，工信部发布《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

次利用管理办法 （征求
意见稿）》， 梯次利用管
理成为重点方向。

经过近一年的酝
酿，《管理办法》 正式
出台，明确了梯次利用
企业从事废旧动力蓄
电池梯次利用活动，应
依据国家有关法规要
求，与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生产企业
协调、 厘清知识产权和产品安全责任有
关问题。

“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仍处于初级阶
段，发展速度较快，《管理办法》的及时出
台，一开始就从源头进行管控，为行业发
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北京赛德美资
源再利用研究院董事长赵小勇称。

强调产业链协同

尽管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受到多方
重视，但目前市场上多数动力蓄电池没有
进入正规回收渠道，而是流入小作坊拆解
处理，行业整体面临着回收难、盈利难等
困境。

《管理办法》 鼓励企业协议合作，利
用已有回收渠道， 高效回收废旧动力蓄
电池用于梯次利用， 不仅对企业提出了
明确要求， 还就产品和回收利用制定了
详细规则， 有望进一步强化产业链纵向
深度整合。

据了解， 车企是回收动力蓄电池的主
要责任方， 但在电池拆解回收利用上并无
优势， 目前整车企业通常授权给电池企业
或通过第三方回收企业来回收废旧电池，

车企通过控股或参股的方式进入该领域，
如宝马、上汽集团与宁德时代、邦普循环合
作； 比亚迪与格林美合作， 建立 “材料再
造—电池再造—电池回收” 的协同制造循
环产业链。

“此举可以有效避免重复建设，节省建
设和物流成本。目前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
规模还没有起来，大部分企业尚未实现盈
利。 ”赵小勇认为，随着《管理办法》的落
地，法律法规趋于严格，小作坊生存空间
将受到挤压直至退出市场，有技术、有实
力的企业才能在行业长久生存。 届时，动
力电池回收再利用将快速增长， 预计到
2030 年，行业规模将达到千亿元。

落地效果有待检验

《管理办法》的出台，能否破解当前行
业“痛点”？

当下动力蓄电池信息普遍以孤岛形式
存在，无法互联互通，不少梯次利用产品信
息不清楚，比如电池退役的年份、退役之前
的容量、电池厂家等信息并不完整，给电池
拆解再利用增加难度， 数据共享被认为是
解决动力蓄电池困境的主要手段。

“鼓励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生

产企业与梯次利用企业协商， 共享动力
蓄电池的出厂技术规格信息、 充电倍率
信息，以及电压、温度等国家规定的监控
数据信息。 ”《管理办法》提出，梯次利用
企业应按照《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余
能检测》（GB/T 34015） 等相关标准进
行检测，结合实际检测数据，评估废旧动
力蓄电池剩余价值，提高梯次利用效率，
提升梯次产品的使用性能、 可靠性及经
济性。

“如果没有数据支持，后端的检测效率
提升和再生利用可能是一句空话， 但车企
和动力电池企业开放数据意愿不高， 相关
部门应强制要求相关企业放开非核心技术
的基础数据。 ”业内人士称。

此外，《管理办法》 鼓励动力蓄电池
生产企业参与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
次利用，对梯次产品的设计提出“采用易
于维护、拆卸及拆解的结构及连接方式，
以便于其报废后的拆卸、拆解及回收”的
要求。 “早期动力电池普遍使用螺栓固
定，由于质量和控制问题容易松动，后面
改用了焊接、灌胶工艺，这对售后维修和
梯次利用都很麻烦。若没有强制要求，电
池设计恐难以改变”。此外，赵小勇坦言，
《管理办法》缺少惩处措施，其落地执行
还存在一定难度。

滨州光伏备案
管理权限暂不调整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9
月 6日， 山东省滨州市发改委、国
网滨州供电公司发布紧急通知，要
求暂停执行 8月 5日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光伏发电项目管理的
通知》。 据此，滨州市光伏发电项目
备案的管理权限暂不做调整。

8月 23日，《中国能源报》刊发
《山东滨州光伏备案新政引争议》，
针对滨州市调整备案权限、要求户
用及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电站在自
有产权建筑物或场地自建的相关
规定进行报道，引发行业关注。

日前， 滨州市已在 《紧急通
知》中明确，鉴于山东省对滨州市
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规
模化开发试点方案没有批复，有
关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的具体要
求尚未下达，暂停执行《关于进一
步加强光伏发电项目管理的通
知》，光伏发电项目备案按上级现
行政策执行。

《紧急通知》同时强调，光伏
发电项目的有关管理规定， 待滨
州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
规模化开发试点方案经山东省批
复后另行通知。

8 月下旬以来，A 股光伏上市公司陆
续发布今年上半年财报。 据 Wind 数据，截
至记者发稿，62 家光伏概念股企业已全部
完成半年报的披露工作， 受国内外市场需
求不断释放影响，超八成企业实现了盈利。
但由于今年以来， 产业供应链价格持续飙
升，企业营业成本随之抬升，多数企业毛利
率同比明显下滑， 部分企业净利润同比减
少，业绩承压。

毛利率下降明显

在 62 家披露半年报的 A 股光伏上市
公司中，有 53 家实现盈利，占比超八成。其
中，隆基股份、通威股份、特变电工净利润
居上市公司前列， 分别达到 49.93 亿元、
38.19 亿元和 31.48 亿元，同比增加 21.3%、
262.24%和 203.63%。 16 家企业净利润同比
下滑，占比超 1/4。

8 家企业营收破百亿元，53 家企业总
营收较去年同期增加，占比 85.48%。 总体
来看，前 6 个月，A 股光伏上市公司业绩总
体呈现营收同比上升， 但净利润同比直线
下滑的情形。

对此，东方日升表示，虽然与上年同期
相比， 报告期公司光伏电池组件产销量稳
中有升， 但受行业上游原材料尤其是硅料
价格阶段性快速上涨的影响， 采购成本大
幅提高，尤其是进入二季度以来，硅片价格
上涨速度加快， 而光伏组件环节的成本压
力向终端客户传导较慢且较难， 使得电池
片和组件毛利率下降近 13%， 营业成本仅
增加约 20%。

中利集团指出， 上半年硅料价格累计
最高涨幅超过 100%，导致组件毛利率显著
下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淄博、泗阳的
两个新生产基地的产出。

海外市场支撑业绩

在光伏产业供应链价格大幅上涨的
背景下，上半年，国内集中式光伏电站新

增规模远不及预期， 较 2020 年同期下滑
24%。 由于不少投资企业持观望态度，终
端 EPC 项目建设缓慢， 影响 A 股光伏上
市公司业绩。

协鑫集成称， 光伏全产业链价格上涨
提高了光伏电站的建设成本， 导致国内大

型集中式电站项目装机需求推迟， 能源工
程 EPC 业务中标、开工及并网规模同比下
降，影响利润贡献度。

组件企业国内销售金额也同比减少，
境外销售金额较去年同期大增，对业绩形
成有力支撑。 东方日升表示，全球新兴市

场高速增长，海外市场诞生了更多的百万
千瓦级国家。 新需求的诞生，使得组件主
要出口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集中度继续下
降，形成了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结合的多
元化市场。

数据显示，前 6 月，东方日升组件出货
总量达 340 万千瓦， 海外组件出货量为
274 万千瓦，占 80.59%。 其中，在巴西、智
利、波兰等新兴市场实现较大突破。

阳光电源在海外市场的表现也格外
亮眼。 1—6 月，在海外实现销售金额 41.48
亿元，较去年同期大增 109.38%；境外销售
金额占比 50.7%，较去年明显提升。

跨界布局储能、氢能成趋势

虽然光伏供应链价格波动，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光伏企业业绩。 但在行业内部
看来，这种影响是短期的，随着下半年国
内市场下游需求的释放，未来前景向好。

中利集团认为，6 月下旬开始，各类原
材料价格有所下降，组件等恢复了相应的
制造利润。 该公司正在释放两个生产基地
的产能，加快在建项目的进度，同时加快
布局“整县分布式”绿电项目。

同时，随着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
型电力系统进程的不断加快，光伏企业开
始跨界储能、氢能，借此加快光伏和其他
新能源的协同发展，促进光伏电力的高效
利用。

东方日升称将大力推进储能业务发
展，“光储”“光储充” 一体化解决方案、智
能微电网解决方案已进行商业化应用。

隆基股份首次在财报中提及氢能业
务，新设子公司西安隆基氢能科技有限公
司，正积极布局和培育光伏制氢业务。

近日， 晶科能源也宣布与宁德时代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已在储能业务、整县
推进光储综合解决方案、 全球市场光储
合作等多领域达成了全方位的战略合作
意向。

回声

观察

磷酸铁锂电池
市场占有率回升
■■本报实习记者 姚美娇

近日， 美国预订标准续航增
强版特斯拉 Model 3 的用户收到
邮件， 如果想要提前拿到车，可
以选择磷酸铁锂电池。 特斯拉
CEO 马斯克称， 磷酸铁锂和三
元电池的体验大致相同，他更倾
向于可充电到 100%的磷酸铁锂
电池。

目前， 电动汽车存在使用三
元锂电池还是磷酸铁锂电池之
争。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
联盟数据显示，7 月， 我国动力电
池装车量 11.3 吉瓦， 同比上升
125.0%，其中，三元电池共计装车
5.5 吉瓦，同比上升 67.5%，环比下
降 8.2%； 磷酸铁锂电池共计装车
5.8 吉瓦，同比上升 235.5%，环比
上升 13.4%。

据了解， 特斯拉未来将会逐
步转向采用磷酸锂铁电池方案，
2/3 的特斯拉电池将使用磷酸铁
锂，1/3 可能采用三元电池。 实际
上， 已有部分车企开始在供给端
推出磷酸铁锂车型， 如比亚迪旗
下王朝系列车型以及出租车型全
部切换为磷酸铁锂 “刀片电池”，
零跑 T03、荣威 eRX5 和荣威 ei6
MAX 等上汽集团几款车型，以及
长城欧拉猫系列， 小鹏 G3 和 P7
也推出了磷酸铁锂版本。

“车企在电池选择上主要还
是基于价格做选择， 目前磷酸铁
锂电池价格相对便宜。 ”伊维经济
研究院研究部总经理吴辉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三元电池价
格高于磷酸铁锂电池的情况下，
未来还会有更多车企选择磷酸铁
锂电池。 ”

伴随着磷酸铁锂电池市占率
的持续回升， 各家动力电池厂商
纷纷扩大产能。 据高工锂电不完
全统计，上半年，锂电产业链新增
项目达 123 个，总投资已超 5332
亿元（不含开工项目）；作为锂电
池产能扩张主力， 动力电池新增
规划产能达 745 吉瓦， 投资总额
超 2587 亿元， 超百亿项目占 5
成， 单个项目平均投资超 92 亿
元。 从产能规模看， 扩产规模超
100 吉瓦的就有宁德时代、 中航
锂电、亿纬锂能、瑞浦能源等多家
公司。

“为了控制成本，现在很多电
池厂都在向上游布局原材料。 目
前磷酸铁锂的涨价是不可持续
的，在产能扩张后，价格也会出现
下降。 ”吴辉指出。

另外，吴辉认为，磷酸铁锂
电池逐渐“回春”并不意味着三
元锂电池已经逐渐失宠。 “这是
一个动态的变化，只能说就两种
电池目前的成本来看，磷酸铁锂
电池暂时占优。 对电动汽车而
言，无论选择哪种电池，都要求
高能量密度、长循环寿命、低成
本、高安全性。随着技术进步，未
来还可能出现其他技术路线的
动力电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