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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可“再生”
年增企业过万
“行业是个好行业，在蛋糕没有
分好之前谁都可以入场。”在轩哥看
来，摆在眼前的经济价值，是进入电
池回收行业的充分理由。
几年前，从部队退役后的轩哥，

被国内庞大的新能源锂电池市场深
深震撼，进而萌生了回收锂电池的想
法。据轩哥介绍，电池回收分为梯次
利用和再生利用两种主要方式。新能
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之后，可能仍有
20%～ 70%不等的剩余电量，对于
这部分电池，将其进行检测、分类、拆
分之后，可以通过电池修复或重组为
梯次利用电池产品，使其可应用于其
他领域。
“你骑的电动车，用的台灯、电风
扇里面的电池就有可能是这些拆车
电池。”轩哥解释道。
再生利用，顾名思义就是指对废

旧动力蓄电池进行拆解、破碎、分选、
材料修复或冶炼提取等处理，进行资
源化再利用的过程。动力电池中含有
大量可回收的锂、钴、镍等高价值金
属，近年来，有限的矿产资源叠加全
球新冠疫情冲击，使这些重金属价格
出现上涨。2021年，碳酸锂价格上涨
超 300%，钴价格上涨超 80%。中汽
数据预测，锂、镍、钴三种资源的供需
关系，起码在未来五年还处于供不应
求的状态。
理论上讲，从退役动力电池中提

取，是获取这些重金属资源的有效办
法。在 2022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宁
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公开表示：“矿
产资源并不是产业发展的瓶颈，电池
里面绝大部分材料都可以循环利
用。”他坦言，宁德旗下电池回收子公
司“邦普”循环镍钴锰的回收率已经
达到了 99 . 3%，锂的回收率达到了
90%以上。
按照动力电池 5～ 10年的寿命

来计算，自 201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
机量快速增长开始，2021年我国动
力电池开始进入规模化报废期。根据
公安部统计，截至 2022年 6月底，全
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 . 06亿辆，其中
新能源汽车 1001万辆。广发证券对
此预计，我国动力电池市场空间迅速
放量，2030年锂电池回收规模将达
1089亿元。
千亿级的市场蓝海，相关企业也

争相入场。据工信部数据，2021年我
国动力电池回收企业数量同比高增
661 . 5%，新增企业注册量 1 . 07万
家，回收利用蓄势待发。

中间商赚差价
多数企业“裸奔”
“我们这个行业属于闷声发大
财，有很多东西现在还不方便透露给
你。”采访的过程中，轩哥多次提醒记
者，躲闪的语气透露出行业的“隐
秘”。
2016年，为加强新能源汽车废

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管理，工
信部出台《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
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下简称
“白名单”）。然而截止到目前，我国符
合白名单规定的企业仅有 47家，绝
大多数电池回收企业仍处于“裸奔”
状态。
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记者搜索

“电池回收”等相关字眼，随即出现大
量商家，当记者以“合作商”身份与其
中一名商家进行沟通时，对方表示，
“只要能提供批量货源，双方便可进
行五五分成。有没有资质、甚至有没
有企业主体并不重要。”
该商家向记者透露，目前市面上

的“电池贩子”大多集中于南方的广
东、江浙以及北方的河南等地，他们
大多是租一间仓库用于囤放电池，联
系到下家之后便可直接物流发货。
而活跃于虚拟平台的，更多则是

像记者扮演的这种“中间商”，他们往

往是从个人手中或相关门店寻找货
源，再通过“倒手”来赚取差价。这样
的“倒手”，也会导致有资质的企业最
终接手时，所回收电池的价格虚高。
“长此以往，难免会出现扰乱市
场价格的情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的新能源车主对此表示担忧。

短期看渠道
长期看技术
尚不够完善的监管制度为“小作

坊”提供了肆意横行的空间，是否就
意味着“小作坊”们会一直“作”下去？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记者调查中发现，大部分商家在

对回收电池的处理方式上都是以梯
次利用为主，如果电池所剩电量不
多，则会将电池打粉后再生利用。上
述二手交易平台商家告诉记者，所谓
打粉，就是将固体电池研磨成粉状物
的过程，而打粉过后的湿法冶炼，才
是真正将贵金属原料提取出来的过
程，但是目前小型商户处理回收电池
的最后一步还是以打粉为主。
“我们自己只有打粉厂，打粉过
后的提取环节还是得交由专业的化
工厂来进行。”商家向记者坦言，尽管
小型商户众多，但他们的回收仍然面

临着技术壁垒。无独有偶，轩哥在采
访中也表示，湿法冶炼作为电池回收
环节当中最关键的一步，只有在规
模、资金和技术上均占优势的化工集
团才能完成，这正是“正规军”的核心
竞争力。
赵一铭认为，长期来看，在技术

方面掌握核心优势的企业最具备投
资价值，她以锂元素的提取为例向记
者解释：“如果大多数企业的提取率
在 80%～ 85%的话，能够做到 95%
的企业就很了不起了，而目前行业龙
头邦普已经做到了90%以上。”
之所以对“正规军”的未来充满

信心，不仅因为“小作坊”无法突破技
术壁垒，还在于不断规范的行业标
准。赵一铭表示，行业乱象的一部分
原因在于早期的回收对象多为消费
电池，消费电池来自于 C端个人用
户，因而电池的型号、品牌等各方面
比较杂乱，但随着动力电池的批量退
役，相关政策也会逐步规范。
“短期来看，电池回收行业目前
仍然处于跑马圈地的状态，各家还是
处在一个争渠道的过程。”赵一铭强
调，“跟大B端的合作需要量的保证，
跟小B端的合作又需要价格的优廉，
而这最终还是对企业核心技术的考
验。”

□半岛全媒体记者 吕华

“想不想赚钱？想赚钱就跟我一起回收动力电池。”在某短视频平台，电池
回收创业者轩哥（化名）热情高喊……
如今，动力电池回收是一个风口，这不只是轩哥的个人认知，在2022世界动

力电池大会上，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曾做出预判：“2035年后，循环利用退役电
池中的材料可以满足很大一部分市场需求。”而如今，伴随着我国首批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迎来“退役潮”，千亿级的动力电池回收市场也正迅速打开。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市场红利吸引“正规军”入驻的同时，“小作

坊”的“横行”也成为行业的痛点。动力电池该由谁来回收？怎么回收？在实现
千亿级规模的路上，动力电池的回收体系还需做到哪些完善？资本之间要想
实现健康良性的竞争，又需遵循哪些投资逻辑？种种问题，是摆在这条“初生”
赛道成长之路上的一道道“坎儿”。
“目前，动力电池回收产业还处在初期阶段，乱象不可避免。”万创投行董
事总经理赵一铭坦然表示，“但是，这个行业早已不缺乏经验很成熟的相关企
业。”如今，政策正在逐步出台，行业也在慢慢规范，一切且等时间给出答案。

一年万余企业进入动力电池回收市场

“正规军”为啥
干不过小作坊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动力电池回收成为新风口。 资料图片

有数据显示，2018年～ 2020年，
符合“白名单”规定的企业，仅回收不
到 20%的退役电池。中关村新型电池
技术创新联盟秘书长于清教估计，
2021年以前，约有90%的废旧动力电
池都流入“小作坊”。
于清教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分

析，首先是利益的驱动，“我国对电池
回收的监管非常严格，正规企业管理
成本高，因此一些不具备资质的‘小作
坊’，可以以低廉的经营成本赚取高昂
差价。”其次是监管漏洞，我国对“白名
单”企业监管不严，导致可追诉环节容
易失控，“小作坊”因此铤而走险。
今年七月份，当宁德时代宣布电

池锂元素的回收率达到90%以上的时
候，业内人士曾就此展开过一场激烈
的辩论，引发市场强烈关注。
支持方艳羡“宁王”高超的提取技

术，反对方却认为那只是一个理论上
的数字，在商业应用上还远未达到，而
导致这场争论的关键点就在于——— 回
收难。对于电池“正规军”们来讲，还有
八成左右的退役动力电池面临难以回
收的问题。
“因此，电池回收全产业链战略合
作需要持续深化。”赵一铭表示，如果
按照回收主体来划分，电池回收行业
则分为主机厂、电池厂和第三方企业
三种模式，目前来看三种模式却各有
弊端：主机厂作为汽车的生产商，对电
池拆解、提取技术最为陌生，因此发展
最不明朗；电池厂占据原材料优势，但
是下游的提取环节仍需第三方的配
合；第三方企业掌握技术核心，但是同
时又尚需跑通上、下游的渠道。“除了
宁德时代所孵化的邦普，没有一家企
业能够形成完整的闭环。”赵一铭说
道。
早在2015年，装机量稳居全球第

三的宁德时代，就瞄准动力电池回收
的赛道——— 收购广东邦普公司进行锂
电池回收。背靠宁德时代，邦普形成
“电池生产-使用-梯次利用-回收与
资源再生”的发展模式，前端是宁德时
代的电池设计、整车使用和车电分离
环节；进入报废阶段，则由邦普接手，
根据电池健康状态将其划分到梯次利
用或电池正极材料生产中去。当前，凭
借这套上下游优势互补的电池全产业
闭环体系，邦普已具备12万吨废旧电
池处理能力，废旧电池综合回收国内
占比达51%。”
“形成产业闭环才是最优的结
局。”赵一铭表示，按照目前三种回收
模式所占的优势来分析，未来最有机
会形成产业闭环的应该是第三方企
业，“跟邦普相比，第三方企业的技术
更强，渠道更多元化，团队的综合管理
能力、产能的持续扩张能力都更具优
势。”
如今，以格林美为首的第三方企

业已初具龙头效应，赵一铭预测：“不
出意外的话，第三方企业里一定会先
跑出几家行业龙头。”

[ 行业观察 ]
核心竞争力是产业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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