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信部近日就符合 《新能源汽车
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
条件》企业名单（第三批）公开征求意
见，共计 20 家企业入选。

这一企业名单也被业内形象地称
为“白名单”，入选企业将以行业“正规
军” 的身份从事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
利用工作。 据介绍，企业可以通过“梯
次利用”和“再生利用”两种类型申
报，并可成为“双名单”企业。随着第三
批入选企业公布，全国共有 41 家企业
入选。

示范引领行业发展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2020 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累计退役量约 20 万吨，2025 年累计
退役量将达 78 万吨。 如此规模退役
电池如果处理不当，不仅造成资源浪
费，还会带来环境和安全问题。

一般而言，动力电池从车辆退役
下来，仍有 80%左右的剩余容量。 通
过检测、分类、重组为梯次产品，可降
级用于储能、备电等场景；对于无法
梯次利用的电池进行再生利用，可以
提取电池内部的钴、镍、锰等金属，或
修复正负极材料，以实现资源最大化

利用。
据了解， 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

用在全球都属于新兴课题， 没有直接
经验可以借鉴。为引导产业发展，工信
部分别于 2018 年、2020 年两批次发
布白名单企业。

中国动力电池回收与梯次利用联
盟秘书长杨林表示， 白名单制度实施
3 年多来，业界对其认可度较高，从业
企业积极申报。 该制度对进入企业在
技术、环保和安全方面有一定要求，促
使企业加大投资和研发投入力度。 整
体来看， 白名单制度在引领产业发展
方面示范作用显著。

在北京赛德美资源再利用研究院
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小勇看来， 白名单
对企业而言，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参
与废旧动力电池招标的入围门槛。 主
管部门进一步增加白名单企业数量，
也体现出国家对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
利用的高度重视。

综合利用市场巨大

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退
役动力电池规模随之水涨船高。 业
内预计，未来 10 年，废旧动力蓄电池
综合利用行业将形成千亿级市场规

模。 这一巨大“蓝海”也吸引了车企、环
保公司、 电池企业等各路资本争相涌
入。 记者在天眼查以企业经营范围搜
索“废旧动力电池”关键字，显示相关
企业有近 3万家。

赵小勇坦言， 废旧动力蓄电池综
合利用具有多重身份， 它既是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最后一公里”，又是环保
产业和前端材料产业。 目前该行业异
常火热， 不少企业在经营项目中添加
了 “动力电池回收”“梯次利用” 等内
容，以获得政府和投资人的青睐，但实
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真正以此为
主业的企业并不多。“一些企业对外宣
称， 动力电池年回收量达 10 万—20
万吨， 但实际回收量恐仅为宣传量的
千分之一。 ”

当前， 动力电池梯次和再生利用
的“盈利难”问题无可回避，正规企业
苦于“无电池可收”，而大部分废旧电
池流向成本低、出价高、操作不规范的
“小作坊”。 这也正是主管部门出台白
名单制度的一大初衷， 希望以 “正规
军”加速淘汰“小作坊”。

强力市场监管不可或缺

基于行业前景和产业现状， 赵小

勇认为， 白名单企业会进一步扩容，
但其速度不宜过快，每批次 5—10 家
企业较为合理。 “扩容过多就失去了
示范意义。从业企业当前普遍面临经
济压力，可以预见，随着参与招标企
业数量的增多，价格挤压、市场竞争
将更为激烈。 ”

“只有从业企业有利可图，有发
展前景，行业才会有活力，有市场。 ”
在杨林看来， 当前废旧动力电池拆
解装备智能化程度不高， 梯次利用
技术还不成熟， 增加了回收利用成
本，致使企业盈利困难。 部分地区存
在经济基础薄弱， 对环保要求较低
的问题，也给“小作坊”提供了生存
土壤， 因此建议各地方政府加强对
不合规企业的违法和破坏环境行为
的处罚力度。

赵小勇强调 ，废旧动力蓄电池
实际上是电子垃圾， 首先要进行无
害化处理， 其次再去谈资源化利用。
废旧动力蓄电池如果处置不当，例如
低温焚烧、尾气处置欠妥、废渣废料
处置不当等， 都会产生新的污染，从
业企业切不可打着环保的旗帜做着
污染环境的事情， 要切实提高环保
技术，增加环保措施，真正助力行业
安全健康发展。

废废旧旧动动力力电电池池综综合合利利用用添添新新军军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卢卢奇奇秀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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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转型合作前景可期

多位与会代表指出 ，俄罗斯目
前已经制定了 “2060 年碳中和”的
气候目标 ， 而我国也制定了碳达
峰 、碳中和战略目标 ，低碳转型已
成为中俄双方能源合作的一大重
要方向。

据介绍，未来双方将共同研发和
应用油气领域的高科技低碳技术和
人工智能系统，进一步巩固合作伙伴

关系。
中核集团产业开发与国际合作

部副主任刘长欣在会上指出， 作为
中俄能源合作的重要内容， 核能合
作一直深受两国领导人的高度关
注。 “在中俄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我
们已经取得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成
果。 今年田湾核电站 7、8 号机组和
徐大堡 3、4 号机组已陆续开工，建
设工作正顺利推进。 这一系列重大
项目为丰富两国的战略协作和充实
两国的经贸科技成果作出了突出的

贡献。 ”
“接下来我们将着力深化核电、核

燃料、快中子堆、核科技等传统领域的
合作，积极挖掘核环保、核医疗、核技
术应用、 新能源数字化技术等新型
领域的合作潜力。 我们还将积极探
索联合研发、联合建造、联合投资、
联合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等多元化的
合作模式，积极推进核能源高校、智
库、传媒等领域的双边交流合作，努
力加强双方的战略互信和利益融
合。 ” 刘长欣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氢能作为未来能
源系统重点，也成为中俄两国共同探
讨的合作方向。国家能源集团国华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大钧表
示，氢能已正式纳入国家战略，而俄
罗斯具有发展氢能得天独厚的资源
和产业条件， 中俄双方在低成本、低
碳制氢和长距离、大规模输运氢方面
合作潜力巨大；下一步可共同探索共
建中俄绿氢基地，推动东北亚范围内
多场景示范应用，实践“一带一路”绿
色经贸。

基于上述判断，今年 5 月，欧鹏动力委托浙江长
兴中俄新能源材料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到第三方机
构进行检测。记者收到的一份由上海机动车检测认证
中心 6 月 29 日出具的试验报告显示， 国轩高科生产
的 14 颗锂离子蓄电池单体经过挤压、短路、跌落等 8
项测试项目，其中有 1 颗出现起火、2 颗起火且爆炸。

“不合格率非常高，何况是从 1 万多颗电芯中随
机抽取了 50 颗， 检测机构再从中选择 14 组做的试
验。 ”林峰表示，这足以说明国轩高科电芯产品存在
安全隐患。

据悉，4 月 16 日， 北京丰台区的北京福威斯油气
技术有限公司光储充一体化项目发生火灾爆炸， 造成
1人遇难、2 名消防员牺牲，火灾直接财产损失 1660.81
万元。 事故直接原因为电池间的磷酸铁锂电池发生
内短路故障，而这些电池正是由国轩高科生产。

瓯鹏动力代理律师王令向记者表示，截至目前，
瓯鹏动力没有收到相关的法院应诉通知， 而国轩高
科提及的“2000 余万元货款”即为瓯鹏动力工厂火
灾中问题电芯的尾款。“这就好比是家里买的电冰箱
出了问题，把房子烧了，你还问我要冰箱的钱。 锂电
池事关人身和财产安全，我们举报的初衷，是呼吁社
会关注电池安全问题。 至于双方的经济纠纷不值一
提，我方也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利益获取上。 ”他进
一步表示，希望国轩高科正视产品质量问题，对同批
次电芯的流向、用途予以交代，主动召回隐患产品。

加强全链条安全

事实上，上述纠纷并非个案。 锂电池安全涉及上
游原材料、电芯生产、模组设计、BMS 系统、车企安装
合规等方方面面，链条较长、关系复杂。若产品存在缺
陷，如何清晰地界定相关方的责任、明确损失承担主
体仍是行业一大难点。

锂电池安全权责争议在电池厂商与车企之间体现
得更为明显。 比如，去年 6月，蔚来汽车因电池包模组
问题召回了 4803辆 ES8车型。 随后，其电池供应商宁
德时代发布声明称， 召回原因是由于蔚来生产的电池
包箱体和其模组结构产生干涉， 而这两者又属于不同
的生产方。 最终也未就缺陷责任主体给出明确信息。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公布的召
回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召回新能源缺陷车
辆 128.38 万辆，约占总召回缺陷车辆的 33%。 1-7 月
因动力电池缺陷而召回的车企就有 7 家， 共计召回
56399 辆问题汽车。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安全仍
是锂电池行业发展的关键痛点。 业内人士指出，产业
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安全责任的相关方，任何环节
的微小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拖累整个行
业发展进程。 要想提高锂电池安全水平，就不能忽视
全链条的安全，企业理应共同努力，在材料把控、电池
制造、检测管控等方面下足功夫，严把质量关，持续优
化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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