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与会嘉宾致敬！



一、中国废旧电池回收利用现状



中国电池产量、消耗量、报废量世界第一

我国电池每年废弃量约为240亿只，

其中废一次性电池200多亿只，

废锂离子电池、氢镍电池、镉镍电池30多亿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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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蓄电池需求量逐年攀升，在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形成产业集群，产能之和

超过200亿瓦时；

 201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共计配套动力蓄电

池166.8亿瓦时，同比增长3.6倍；

 动力蓄电池寿命有限，约5年左右，因此即

将进入大规模报废阶段。

新能源汽车爆发式增长,动力电池将大规模报废！

中国政府：让500辆新能源汽车跑起来，带来动力电池的大规模增长。

2020年，年报废动力电池达到20万吨以上，回收价值在百亿人民币以上。



2012年7月9日，国务院发布《“十二五”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资源循环利用产业

发展路线图中明确将：“废旧车用动力电池及蓄

电池回收处理和利用“列为关键技术开发。

2013年8月11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明确指出：重点发展废

电池全组分回收利用等装备水平”、“加大废

旧电池、荧光灯回收利用技术研发”。

废旧电池循环利用已成中国国家战略，政策环境成
熟



中国基本制定了电池回收的完善政策法规

电池回收相关政策：

序号 政策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1 《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2003年10月 环境保护部

2
《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技术

政策（2015年版）》
2016年1月

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环

境保护部、商务部、质检总局

3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

用行业规范条件》
2016年2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

4
《系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

用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
2016年2月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基本制定了电池回收的完善政策法规

电池回收相关标准：

序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1 《电池废料贮运规范》 2011年5月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2 《一次电池废料》 2011年6月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3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 2011年9月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4 《电池废料取样方法》 2012年12月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5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余能检测》 2016年1月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6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拆解规范》 2016年1月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电池回收管理方式转变

政府管理，国家与地方财政拨款治理

1、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征收回收处置费；

2、建立市场化运行机制，补贴回收处置企业，

构建废旧电池回收体系。

转
变



年处理10万吨废电池能力，年处理

废电池占中国10%以上。

年处理10000吨各类废旧电池、电

池极片等原料。

年处理6000吨废旧数码电池和

2000吨动力电池。

国内主要废电池回收处理企业

金洋铅 年处理30万吨各类废旧铅酸电池、

电池极片等原料。

中国废旧电池回收企业100家以上，产值500亿元以上，典型

企业有：



中国废旧电池处理技术

1、中国有包括清华大学、中南大学等典型50余所高校和研究院

所参与废旧电池技术研究；

2、在电池回收领域取得的专利1000余项，部分在全球得以授权；

3、实现了废旧电池的资源化、无害化，能够实现废旧电池的全

组份回收利用，主要包括：分选、提纯、原料制造与材料再造。



中国废旧电池处理工艺

废旧电池分类、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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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
分

酸溶、浸出

下图是中国企业通过化学方式提取废电池中各种金属资源的技术例子：



新能源发展下中国电池回收技术的最新发展

动力电池回收---材料再造—电池再造—汽车装备的全生命周期回收

模式正在形成

典型的技术模式1：干电池与充电电池混合回收---新兴钴镍锰三元系动力材

料的再造



典型的技术模式2：汽车动力电池的梯级利用模式正在兴起

新能源发展下中国电池回收技术的最新发展



二、典型回收案例介绍--格林美公司电池回
收模式



 中国开采城市矿山、废品回收、电子废物处理第一股

--2002年由许开华教授在深圳设立

--2010年1月在深交所上市

--总股本29.1亿股，净资产70亿元

--股票市值200亿人民币以上

--废物再生产值100亿元，6000名员工

 中国政府的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国家城市矿山示范基地、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格林美集团介绍



格林美，源于一个绿色的梦想

产业理念：资源有限、循环无限

商业模式：开采城市矿山

历史使命：消除污染，再造资源

GEM—Green Made



格林美创始人

许开华

中南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城市矿产创新发展联盟理事长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副会长

2002年，日本东京大学山本研究室访问学者



十二大废物循环产业基地

十二大废物循环产业基地，总投资90亿元，覆盖湖北、江西、河南、江苏、山西、贵阳、
内蒙、天津、浙江等十省市，形成贯通中国东西南北、辐射世界的循环产业大布局，夯实
公司在中国资源循环领域的领军地位，推动公司循环产业进入大发展的高铁时代。



1、世界领先的废旧电池与钴镍钨稀缺资源回收企业

——每年回收处理的小型废旧电池占中国总量10%；

——每年回收的钴资源与中国原钴开采量相当；

——每年回收的钨资源占中国原钨开采量的5%；

——年回收的锗占世界的6%；

——循环再造的锂离子电池正极原料占中国市场的20%以上。

2、世界先进的电子废弃物处理企业

8个电子废弃物处理工厂，1个报废线路板处理中心

——每年回收的报废家电1000万台以上，占中国总量的15%以上；

——每年处理的报废线路板5万吨以上，占中国的20%以上。

3、世界先进的报废汽车综合利用企业

——5个报废汽车处理中心，设计年处理30万辆报废汽车。

15年致力报废端的处理，谱写世界废物再生的产业传奇

在废旧电池与稀有金属回收业务、电子废弃物回收、报废汽车回收三大业务回收处
理总量300万吨以上， 循环再造钴镍、铜钨、金银、钯铑、锗铟等25种稀缺资源与多种
高技术产品，成为中国战略稀缺资源产业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国家城市矿产开采基地。



格林美技术创新平台

中国政府批准国家电

子废弃物循环利用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由格

林美组建

行业第一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300多名专业研究人员

格林美中央研究院



建立了核心技术，包括650余

件专利。其中，20多项核心专

利，在欧美、日韩等十多个国

家得以授权。

技术驱动：攻克关键技术，世界先进的循环技术



三大核心业务，解决中国三大废物处理产业难题，奠定中国废物处理领先地位

——废旧电池与稀有金属回收利用

——电子废弃物绿色利用

——报废汽车综合利用

创建城市矿山绿色化、高值化利用模式



废旧电池与稀有金属回收业务

投资50亿元，对废旧电池与钴镍钨锗铟等稀有金属

废物完整回收，建成中国最大超细钴镍粉末制造基地，中国最大的
钨资源回收基地、世界最大的锗回收基地、中国核心锂离子动力电
池钴镍原料制造基地。



投资30亿元，7个电子废弃物处理中心与一个报废线路板处理中心，设计处理

120万吨，占中国总量20%，形成绿色拆解、废塑料再造与报废线路板完整回收

的全产业链，解决中国庞大电子废弃物的绿色处理问题。

电子废弃物回收业务

2010年前，电子废物的野蛮处理 电子废物的文明处理（格林美）



绿色拆解技术与工装体系

率先对电子废弃物实施大规模的工厂化、机械化、环保化拆解



报废汽车回收业务

总投资15亿元，建设武汉、天津等5个世界一流、中国领先的报废汽车处理中心，

计划年处理量达到30万辆以上。

---国内首家绿色拆解、整车破碎、完全分选与零部件再造产业链。



2014年11月6日，格林美与世界最大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签署合

资协议，实现市场、技术与资本的大联合，在武汉打造世界先进的报废汽

车零部件再造基地。

与日本企业的合作情况



2016年1月，与三井合资设立的报废汽车零部件公司投产



中国国家领导高度肯定格林美

习总书记高度肯定格林美“把垃圾资源化，化腐朽为神奇，
既是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你们要再接再厉。”

2013年 7月22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格林美达35分钟



三、格林美动力蓄电池循环利用模式介绍



构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大循环体系

打造从“废旧电池—材料—电池包”的全生命周期循环价值链

通过核心材料、电池
回收两个核心环节把
电芯厂、整车厂连接
成闭环



材料再造技术：钴镍材料再造

逐步消除废旧电池等的环境污染

实现废弃钴镍材料的循环再利用

性能修复

失效钴镍

物理拆解

粉体再造

化学分离

废
弃
钴
镍
循
环
再
造
流
程

最终形成废弃钴镍材料循环再造的整套自主产权技术

突
破

技
术

高
效
物
理
与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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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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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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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成
形产品

制造

钴镍循环

产品
废弃

产品
使用

材料
再制造



关键创新--低温冷冻修复技术--实现生命周期再造

问题和难点
再生产物中存在大量结构缺陷

原矿产物

回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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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资源和原矿CoCO3的TEM与XRD（峰半高宽相差两倍以上0.848/0.32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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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修复结构缺陷，再造生命周期



实施效果

40 50 60 70 80

0

400

800

1200

1600

c
b
a

In
te

n
s
it
y

2θ（o）

a c

原矿和二次资源Co的XRD与TEM图：a 原矿；c 回收-低温活化

成功修复钴粉结构
三强峰的半高宽

(111) (200) (220)

a 0.250 0.281 0.295

b 0.250 0.281 0.262

c 0.346 0.407 0.408

Co Co Ni Co3O4Ni Co1.05-1.5O

制备出0.8-2.0μm的球状、针状和纤维状等系列再生钴镍粉

关键创新：低温冷冻修复技术---生命周期再造



废电池

超细钴镍粉
体材料

三元正极材料
（NCM&NCA）

材料再造实践

世界最大超细钴
占中国市场60%
废物变成最好的产品，卖给最牛公司

中国最大电池钴镍原料制造企业
中国市场30%
进入三星电池供应链



材料再造装备体系



建成中国最大规模的废旧电池回收网络

广东省

江西省

湖北省
 2006年起，格林美发动世界最大的电池回

收活动，在湖北、广东、江西等省100多个

县市安装25000余个废旧电池回收箱，每年

1.0亿以上人次参与园区的废旧电池回收。

 通过格林美不断努力，中国废旧电池回收率

已从2006年的1%提高至2013年的10%。

天津



全球动力电池回收体系正在建设

2016年4月26日，格林美与东风汽车、三星SDI签署打造新能源汽

车绿色供应链战略合作协议：

----联合打造“电池回收—材料再造—电池再造—汽车装配”的绿

色供应价值链模式



正在发展动力电池的梯级利用体系

2015年10月，格林美与比亚迪签署设立储能电站公司的合作协议

--梯级利用动力电池

梯级利用-储能电站

重组再利用废弃和再造



布局电池包产业链，满足各大车厂需要

电池包的三部曲

造动力包

梯级利用

回收

布局全国报废汽车回收中心
材料再制造中心

电池包中心

材料换电芯

造动力包
LV&爱马仕包

新能源车厂



格林美年产2.5GWh动力电池PACK项目基地选址武汉，首期3万辆，

11月投产；三年内形成30万辆动力包制造与梯级利用的能力。

动力电池包——2016年装配1000辆东风御风物流车

正在发展梯级利用体系---电池包再造



中央：500万辆新能源汽车跑起来

500万个
动力包

2018年开始进入退役
高峰：70%就必须退役
每年30万个包退役

格林美
做什么

修动力包
与梯级利用

材料回收



四、推动废旧电池的跨国回收, 履行全球社
会责任



1、推动废旧电池跨国履行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EPR）

2、开展回收模式与回收技术的共同研究，建立示范工厂或者园区

以动力电池回收为例，以武汉为基地，两国政府引导，两国企业家参与，

共同开展以下三个课题的研究：

回收模式研究；

回收技术研究；

建设示范工厂或者示范园区；

3、将废旧电池的回收技术与模式研究，列入两国间科技与产业合作项目。

针对中国政府绿色发展理念下，打造中日废旧电池
的跨国回收体系”的三点倡议



格林美愿意与世界合作：

共同推动“循环---价值---责任”的绿色模式建设，创建全球绿色

发展的价值链模式。



中国企业家的环保自信：

10年，也许5年后中国，就是欧洲与日本的现在。

中国政府：

绿色发展理念与美丽中国梦想导向下

-----企业家、科学家、资本家正在快速涌入环保行业，以勤奋、智

慧和资本创新、创业，创造中国环境治理的传奇！



循环DNA,
源于道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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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聆听

欢迎参观格林美

联合世界

推动绿色发展，履行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