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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动力电池行业发展不到十年，回
收利用工作已取得一些成绩， 但要发挥更
大价值， 还需更加深入的探索和艰辛努
力。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原副司长马荣日
前在中国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行业高
质量发展高峰论坛上指出，面对“双碳”目
标，让动力电池循环利用发展方式“绿”起
来，需要社会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各领
域各环节同频共振、连锁反应。

业内认为，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迈入新阶段，动力电池产业功不可没。截至
2022 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已连续八
年保持全球第一，而动力电池退役潮即将
到来的现状，正吸引市场的高度关注。

■■ 动力电池进入退役爆发期

伴随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爆发式
增长期， 动力电池产量和装车量增长势头
明显。 2018 年起，行业主管部门加大对动
力电池回收利用产业的引导， 相继印发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21-2035
年）》《“十四五” 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等
顶层规划以及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
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 等实施细则。
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首次提及 “动
力电池回收”，指出要“加快建设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体系”。

“在国家免征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和购
置补贴等多重政策影响下， 我国新能源汽
车销量与动力电池装机量稳步提升。 近三
年， 新能源汽车销量与电池装机量平均增
速分别高达 71.4%和 66.7%，新能源汽车保
有量超 1300 万辆 ， 在役电池容量近

600GWh。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吕萍表示，在当前技术背景下，动力电池平
均寿命为 5-8 年，由此可见，我国动力电
池已进入报废高峰期。 ”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
技术中心总工程师韦洪莲也指出，动力电
池装机量迅猛增长的同时，我国早期投放
市场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已进入退役
爆发期。 “事实上，从 2019 年开始，我国已
有大量动力电池进入退役期。据测算，2020
年退役动力锂电池达到 26.69GWh，2022
年达到 52.29GWh， 预计 2025 年将达到
134.49GWh。 ”

“除政策影响外，回收废旧电池环保效
益大、回收利用价值高、动力电池原材料稀
缺这三重外部因素， 同样在助推动力电池
回收利用行业发展。 ”吕萍进一步表示。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孙
峙指出，预计到 2030 年，中国动力锂电池
退役量将超过 100 万吨， 市场规模超过
300 亿元。 同时，伴随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不断提升，动力电池回收产业价值将呈现
指数级增长。

■■ 小散回收商为市场主流

作为汽车产业链上较新的一环， 动力
电池回收利用正面临回收政策体系产业
链不完善、行业乱象频发等诸多问题。

据资源强制回收联盟副秘书长曹国庆
介绍，目前，广东、河南两地为废旧电池处
理的集中地。广东作为数码电池企业集中
地， 有 50 多家规模以上动力及数码电池
企业， 河南则是废旧电池贸易商聚集地，

目前有 1000 家以上相关贸易商及废旧拆
解企业。

“我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市场主体数
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其中格林美、邦普福
环、国轩高科等企业竞争优势明显，行业
集中度持续提升。 ”吕萍提醒，但同时，由
于行业门槛不高和竞争无序现象仍然存
在，大量非法、没有资质的“小作坊”式企
业扰乱市场秩序，甚至造成正规回收利用
企业市场空间被挤占的 “劣币驱逐良币”
现象。

“2018 年至今， 工信部累计公布三批
共 47 家废旧动力蓄电池白名单企业，但目
前看，白名单之外的小散回收商才是市场
主流。 ”在曹国庆看来，工信部发布的白名
单企业只是动力电池回收的推荐性合作
企业，并非强制性市场准入门槛，因而大
量无电池回收资质、 甚至无营业执照的
“家庭作坊” 高价回收废旧电池并暴力拆
解破碎，扰乱了市场良性发展，造成严重
环境污染。

“截至 2023 年 2 月， 全国现有与拟
新建的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处理企业共
145 家， 规划建设废旧动力电池处理产
能 987.5 万吨， 环评批复产能 469.2 万
吨，产能利用率严重偏低。”韦洪莲指出，
除环评、 排污许可等固定污染源常规环
境监管工作外， 目前各地生态环境部门
尚未对废旧动力电池拆解利用企业进行
专门监管。

■■ 多维度完善市场体系建设

面对复杂的行业环境，统一标准规范、

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尤为迫切。
需要注意的是，电池废料具有较大

的环境污染隐患，在拆解回收过程中若
不按环保要求处理 ， 极易造成环境污
染，甚至有可能危害身体健康。对此，韦
洪莲建议，要加强回收利用产业链上下
游合作， 充分发挥回收龙头企业作用，
打造 “电池正极原材料-动力电池系
统-废旧电池回收”的动力电池闭环供
应链，联合梯次利用企业 ，打通梯级利
用、储能和再生利用链条 ，推动新能源
产业健康发展。

《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到，当前整
个动力电池行业尚处于初期阶段， 韦洪
莲认为， 行业高质量发展首先要落实生
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进一步完善政策体
系，其次应从后端考虑统筹规格与标准，
开展生态设计，规范回收利用流程，通过
市场模式建立稳定的回收利用网络，推
进绿色再生技术的研发与示范应用，同
时建立动力电池碳足迹计算方法论，控
制环境风险，促进全行业绿色、健康、可
持续发展。

数字技术正成为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产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 吕萍认
为，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行业应在构建畅
通回收渠道、 探索电池检测与再利用技
术等方面继续加强数字技术， 推进产业
信息畅通和技术发展。 “产业各环节与数
字技术深度融合将成为行业技术新热
点，另外可持续拓展数字应用场景，加快
开展数字回收试点示范， 建立数字化回
收利用标准体系， 加强动力电池数据安
全管理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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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涉储产业注册企业超 8 万家，2030 年新型储能产业规模或接近 3 万亿元

储能产业发展很快，短板不少
■本报记者 苏南 卢奇秀

退役潮来袭 小作坊捣乱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市场亟待规范
■本报记者 仲蕊

“随着原材料供应问题逐步缓解、各地
新能源配储政策逐步完善、 独立储能商业
模式不断优化， 储能电站有望持续保持高
速增长。 ”在 5 月 24 日召开的第十三届中
国国际储能大会上， 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
行业协会秘书长王泽深预计，2023 年我国
新型储能市场规模有望达到 15 吉瓦—20
吉瓦，2025 年进一步提升至 70 吉瓦。

多位与会嘉宾指出， 虽然我国新型储
能产业发展成绩不俗， 却仍处于产业变革
和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趋势的探索
期，外资、合资、自主品牌及跨界储能新势
力“短兵相接”，企业竞争深陷“内卷”，行业
高质量发展仍面临诸多矛盾和难题。

■■热度持续升温

截至 2022年底， 我国新型储能累计装
机规模超过 8.7吉瓦，总体市场规模约 1800
亿元，同比增长约 240%，呈现高速增长态
势。 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副
司长刘亚芳指出， 新型储能具有布局灵
活、响应迅速、建设周期短等优势，越来越
受到关注和认可，已成为构建新型电力系
统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

“经历三年疫情冲击的各行业都在逐
步恢复，储能行业也利好不断。在原材料价
格回落的同时， 国内大项目招标接连不
断，各地对储能的支持政策也陆续出台。 ”
派能科技总裁谈文表示，随着储能行业热

度持续升温，在一二级市场得到普遍关注，
其他行业也纷纷跨界进入寻求机遇， 已有
储能企业持续向上下游拓展。

王泽深指出， 我国涉及储能产业的注
册企业数量已超过 8 万家，到 2025 年新型
储能的产业规模或突破万亿元大关，2030
年预计接近 3 万亿元。

“现在，印度、中东和非洲等市场需求
都在高速增长，我们预计，2030 年前后，整
个市场的年新增需求会进入太瓦时时代。 ”
亿纬储能市场总监叶婉柔预计，2023 年到
2027 年，全球储能市场总需求量约为 2200
吉瓦时， 主要需求区域为中国、 欧洲和美
国，占比总计或达到 77%。

厦门科华数能总裁陈四雄认为，2023
年是储能行业发展转型之年。 “为了储能行
业长远健康发展，未来必须走更加安全、高
效、可靠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

■■ 诸多挑战亟待解决

在储能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 隐忧也
在浮现。业内人士认为，尽管新型储能在短
时调频、 电能质量调节等领域已具备商业
竞争力，但在可再生能源消纳、峰谷价差套
利等能量型应用方面， 成本还有待进一步
降低。 2022 年，锂电池上游原材料出现大
幅价格波动， 对储能产业链中下游造成较
大降本压力，未来一段时期，电池原材料仍
将是决定锂电池成本的关键因素。

除了成本， 技术攻关也是储能行业面
临的“必答题”。 当前，锂离子电池、液流电
池、钠离子电池储能技术进步较快，有望经
济、 高效地满足小时级等中短时间尺度的
灵活性调节需求， 但经济性尚不足以支撑
跨日、 跨周乃至跨月等长时间的电力系统
调节。因此，需加快制定长时储能技术路线
图，着力推进压缩空气、氢储能、热储能等
长时储能技术研发与工程示范， 研究制定
相应激励政策和市场机制， 合理把握不同
时间跨度储能技术的推广应用节奏。

谈及储能技术创新的困境， 智光储能
董事长姜新宇直言，无序、无底线的价格竞
争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要避免为创新而
进行的“创新”，行业需要以实效来验证创
新，资本市场与储能行业也需理性融合发
展。 “技术跨界需要上下融合、全力协作，
技术创新需要通过案例复盘，推崇经过实
践检验的技术创新。 ”

此外， 为提升新能源发电自身调节能
力，多地采取“一刀切”标准要求新能源发
电项目按固定比例配置储能容量与时长，
部分地区将配储能作为新能源建设的前
置条件。 另外，各地针对独立储能项目的
市场补偿机制存在较大差异，未来收益水
平及来源结构有待完善。

■■ 加快培育壮大产业

针对上述情况，刘亚芳指出，在新型储

能技术创新方面，要坚持问题和目标导向，
深入推进多元化发展。 “既要鼓励集中式储
能建设，也要支持分散式、分布式储能创新
发展。既要发展锂离子电池，也要鼓励液流
电池、压缩空气、飞轮等技术多元化发展，
从而构建更加安全可靠的新型能源体系。 ”

为加快关键技术装备研发推广， 工信
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黄利斌建议，积
极培育壮大储能产业，推广一批高效、低
成本储能技术，推动前瞻性、系统性、战
略性关键技术及先进基础工艺等应用。 加
快关键材料、模块、系统技术规范化推广；
逐步拓展储能应用范围和场景，引导具备
条件的工业企业和园区，建设工业绿色微

电网，形成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和案例，在重
点行业和领域予以推广；进一步加强协同合
作， 系统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等工
作， 支持开展不同应用场景的储能标准研
究，积极构建储能全产业技术标准体系，逐
步完善有利于储能产业发展的政策机制，
营造建设有序的市场发展环境。

王泽深也建议，结合我国国情，加强
政策支持， 培育不同应用场景的商业模
式。 “开拓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在电源侧
推动新型储能参加现货市场和辅助服务
市场，在电网侧建立成本疏导机制，在用
户侧鼓励分散能源资源以聚合形式参加
系统调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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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局 5 月
25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截至 4 月底，我国
风电装机 3.8 亿千瓦，
光伏发电装机 4.4 亿
千瓦，“风光”总装机突
破 8 亿千瓦，达到 8.2
亿千瓦， 占全国发电
装机的 30.9%。

今年 1 -4 月，全
国风电光伏发电新增
装机 6251 万千瓦，占
全 国 新 增 装 机 的
74%， 同比增长 11.5
个百分点； 全国风电
光伏发电量 达 4828
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26.8%。 图为巴彦淖尔
磴口国华 100MW 光
伏治沙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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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国国风风电电光光伏伏发发电电总总装装机机突突破破 88 亿亿千千瓦瓦
我国陆相页岩油技术
攻关成果丰硕

本报讯 记者王林报道 5 月 25
日，包括陆相页岩油技术革命及战略
突破在内的 10 项重大科技成果在
2023 中关村论坛开幕式上发布。

陆相页岩油技术革命及战略突破
无疑将在油气工业掀起新一轮革命
浪潮。据《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中
国石油创新陆相页岩油源内富集地
质理论， 创建了陆相页岩油赋存实
验表征、“甜点区/段”评价、旋转导
向优快钻井、 水平井体积压裂开发、
地下页岩加热转化超前储备等五大
关键技术体系， 形成 11 项国家和行
业标准、168 件发明专利等一批自主
知识产权，建设了松辽盆地古龙、鄂
尔多斯盆地陇东、 准噶尔盆地吉木
萨尔等 3 个国家级示范区与基地，
并获得一批重大勘探发现， 为国家
能源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页岩油是最难开采的非常规资
源之一，开采陆相页岩油需要在微米
级页岩颗粒中找油产油，深度可触达
地下 5000 米以上。中国石油勘探开发
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杨智指出，陆相
页岩产油将开启新一轮石油革命，有
望支撑我国未来 70 年的非常规石油
工业发展。

据杨智介绍，我国陆相页岩油油
质偏重、流动难度大，且油气相对富
集的高产区带偏小，连续分布也存在
偏差，作业难度大。 “这些因素，在一
段时间内制约着我国陆相页岩油的
开采。 ”

近年来， 中国石油在页岩油领
域创新了中国陆相页岩油富集地质
理论， 解决了陆相页岩 “生油”“储
油”“产油”的世界科学难题，现已建
设了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页岩油整
装油田鄂尔多斯盆地页岩油开发示
范基地， 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陆相页
岩油示范区准噶尔盆地吉木萨尔，
以及大庆古龙陆相页岩油国家级
示范区。

2022 年，我国陆相页岩油新增探
明储量超 1 亿吨、 年产量达 303.6 万
吨。 今年 4 月 6 日，我国首个 10 万吨
级 陆 相 页 岩 油 效 益 开 发 示 范 平
台———大港油田沧东凹陷 5 号平台
正式投入生产。中国石油表示，沧东 5
号平台位于河北沧州地区，共有 9 口
页岩油井，经过 3 个多月试采，产能
稳定在 280 吨左右。

此次发布的10 项重大科技成果
分别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情况评估报告、中关村先行先试改革
重要进展与成效、新一代 256 核区块
链专用加速芯片、 半导体黑磷的超
快瞬时能带调控、 人体细胞化学重
编程体系、新一代量子计算云平台、
新冠病毒体液免疫逃逸机制与突变
进化特征、 陆相页岩油技术革命及
战略突破 、 中国学科及前沿领域
2035 发展战略丛书、 国际科技组织
落地北京。

科华数能西藏岗巴 40MW205MWh 光储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