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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内的锂资源供需状况而言，锂资源的现有储量将无法
满足动力锂电池产业的发展。要实现市场上的锂资源供需平
衡，锂资源的回收成为了保障其耐久使用的主要手段。但在我
国的动力锂电池回收产业中，仍然存在回收市场体系不完善、
经济效益低等问题。本报告主要探讨当前动力锂电池回收回收
现状，提出相应对策帮助政府解决产业所面临的难题。

1　完善我国动力锂电池回收产业的必要性
在碳中和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产业迅猛发展，锂在电池领

域的消费逐渐超越润滑脂与玻璃等传统行业，成为拉动国内锂
消费增长的最大动力。但就目前我国的锂开采技术而言，我国
仍存在提取技术单一、开采效率低等问题。动力锂电池正逐步
迎来退役潮，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动力电池 PACK 行业
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数据分析，至 2023
年，废旧动力电池的市场将达250 亿元[1]。由于当今世界对锂
资源的强烈激增需求，加之锂资源的不可再生性，锂资源现状
逐渐紧张，因此我国亟须从现在开始完善锂资源回收体系动力
锂电池回收体系，助力实现锂资源的供需相对平衡。

2　我国动力锂电池回收产业现状分析
2.1国内外回收现状分析
从政策体系来看，目前我国动力锂电池回收产业管理制度和

政策实施效果较不理想，如缺乏相应的监督管理体系、法律规范
不明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锂电池回收产业的发
展。且随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的持续增长，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
问题也越来越突出。针对回收现状，政府积极推动构建汽车与动
力电池生产企业回收网络，在北京市以及其他城市，开展相应生
产责任制试点工作[1]，但对标国外政策体系我国与其仍然存在
较大差距。

日本、美国、韩国等国家关于废旧锂电池回收的法律法规与
回收体系相对完善。日本的法律法规主要从基本法、综合性法律
和专门法三个层面进行规范，同时政府提供相应补贴，提高企业
积极性，使电池制造商在回收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在美国现阶
段的动力锂电池回收模式中，其主要以市场调节为主[2]，且主
要实行以生产者责任延伸为原则的回收体系[3]。韩国政府则主
要从具有代表性的动力电池企业出发，构建锂电池行业的战略性
蓝图，完善回收相关产业链[1]。

2.2国内外主要研发技术与政策体系对比
国外主要通过法律规定制约各个相关主体，尤其对违法主体

进行严厉打击，规范锂电池回收市场。其中，美国制定押金制度
回收消费者手中的废旧电池产品，采用回收处置企业与电池生产
企业协议价的形式，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基于碳中和的背景
下，我国出台了系列关于锂离子电池产业规划、发展路线图的政
策文件[3]。但置身于国际大环境中，我国政策体系仍存在缺乏
相应的监督管理体系、法律规范不明等问题。[1]国内多数法律规
定是基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前提下，将动力锂电池回收处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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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作为积极性高的回收主体，事实上政府应对动力锂电池回收处
置企业在体系中每一个生产环节施加监管。

3　中国动力锂电池回收产业发展对策建议
3.1 统一回收标准，规范回收流程
虽然国内在动力锂电池回收产业的顶层设计在逐步完善，

但如果不统一回收产业链相关标准，政策开展也较难实施。目前
我国在动力锂电池回收残值测量标准未规范，使得动力电池退役
状态也难估计。因此政府应当督促行业制定加快回收残值测量标
准，或结合国内外回收产业现状加快制定国家标准，加速统一回
收各环节标准、回收阶段流程。但统一并不意味着不变，应当依
据不同动力锂电池回收产业发展阶段及时调整标准。

3.2完善动力锂电池溯源管理平台，助力锂电池回收实现规
模化

2018 年我国搭建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动力蓄电池溯源综
合管理平台，规范动力电池回收体系。但其模块划分有待进一
步完善，动力锂电池终端使用者作为锂电池回收的首先接触人
群，在电池终端回收环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溯源管理平
台的主要使用集中在企业方面，未开设相应板块供终端使用者
电动汽车消费者使用。因此政府需完善溯源回收管理平台，搜集
好现有的消费人群信息，为2025年即将迎来的动力锂电池退役
高峰期提前做好准备。

3.3加速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综合治理废弃物排放
动力锂电池回收的收集、再生处理等过程对环境污染严重，

若不严格控制将会产生水资源耗竭等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
应立即制定有关动力锂电池回收的相关法律法规，使企业承担相
应责任和义务。一方面，可通过新建或改扩建回收利用处置企
业，严格办理危险废弃物回收许可证，推动动力锂电池回收产业
创新良性发展。另一方面，加大对动力锂电池回收产业链的监管
力度，定期对企业运营和生产情况进行抽检，切实规范和监督企
业行为。

4　结束语
在碳中和背景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猛，动力锂

电池的需求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期。然而，这种“持续
消耗有限资源”的发展模式却为“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隐
忧，作为制造业位居全球第一的高速发展大国，中国政府若将如
今亟需解决的锂资源回收问题，从其资源属性转化成制造业属
性，中国动力锂电池产业发展将迎来一个巨大的战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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