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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动力电池（主要指锂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是指对新能源汽车废旧锂动力电池进行多层次的合

理利用，主要包括梯级利用和资源再生利用。梯级利用是将容量下降到80%以下的车用动力

电池进行改造，利用到储能（电网调峰调频、削峰填谷、风光储能、铁塔基站）及低速电动

车等领域。资源再生利用（简称&ldquo;再生利用&rdquo;）是对已经报废的动力电池进行破碎

、拆解和冶炼等，实现镍钴锂等资源的回收利用。 

磷酸铁锂电池的使用寿命一般在5年左右，三元电池的使用寿命一般为6年左右。我国动力电

池装机量暴发式增长大致从2015年开始，这样算来，现在已经迎来动力电池的大规模退役期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累计退役的动力电池超20万吨，市场规模

达100亿元；到2025年，我国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市场规模或将超400亿元；到2030年，三元锂与

磷酸铁锂电池回收将成为千亿级市场。据EVTank联合伊维经济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废旧锂离

子电池回收拆解与梯次利用行业发展白皮书（2022年）》，2021年中国理论废旧锂离子电池

回收量高达59.1万吨，其中废旧动力电池理论回收量为29.4万吨，占比50%。 

2021年7月7日，发改委等部委发布的《关于印发&ldquo;十四五&rdquo;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的通

知》，其中提出推动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行动，加强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管理平台建

设，完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体系。同时还进一步强调要培育废旧动力电

池综合利用骨干企业，促进废旧动力电池循环利用产业发展。实际上，2021年两会期间政府

工作报告中就提到应加快建设电池回收利用体系；这也是动力电池回收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随着动力电池退役高峰期的临近，动力电池的回收问题已刻不容缓，成为当下新能

源汽车行业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2021年8月19日，工信部等五部委发布《新能源汽车动力蓄

电池梯次利用管理办法》，明确梯次产品生产、使用、回收利用全过程相关要求，完善梯次

利用管理机制。2022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

（2022-2035年）》，提出要加快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规范发展汽车、动力电池、家

电、电子产品回收利用行业。2023年3月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新

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梯次利用产品认证工作的公告》，其中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加快构建资

源循环利用体系，在政府投资工程、重点工程、市政公用工程中使用获证梯次利用产品。 

截至2022年3月22日，我国现存动力电池回收相关企业4.06万家。近10年来，我国动力电池回

收相关企业注册量不断增长，2021年急剧增长至2.44万家，同比增长635.17%。2019年我国新

增动力电池回收相关企业1367家，同比增长25.87%。2020年新增3321家，同比增长142.94%

。2021年急剧增长至2.44万家，同比增长635.17%。随着新能源车销量不断创新高，预计

到2025年，我国退役的动力电池将达到80万吨，是现在的四倍，将会形成一个高达千亿规模

的市场。 



截至2022年8月底，190余家汽车生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等企业在全国设立了10235个回收服

务网点。2022年12月16日，工信部公布第四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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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41家，叠加已发布的前三批名单，国内动力电池回收白名单企业

超80家，这些骨干企业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初步建立。 

产业研究报告网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前景研究与市场年度调研报告》

共十二章。首先介绍了动力电池回收的相关概述，然后报告深入分析了国外动力电池回收发

展现状及国内动力电池回收的发展背景，其次阐述了国内动力电池产业发展现状、动力电池

回收的发展现状、以及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梯次利用现状及回收工艺，接着分析了国内动

力电池回收的相关产业政策及重点企业发展情况，最后对我国动力电池回收的投资价值及未

来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预判。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汽车工业协会、工信部、产业研究报告网、产业研

究报告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

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动力电池回收有

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动力电池回收，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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