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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电池来势汹汹 铅酸蓄电池该如何应对

 近日，中国储能网记者采访了沈阳蓄电池研究所副所长伊晓波先生。伊晓波围绕铅酸蓄电池的高资源循环率、高安
全性、高稳定性的“三高”优势，售价便宜与维护维修方便等两大便利性，主要市场带来了发展机遇，以及目前国内
废旧铅酸蓄电池回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畅谈了他对蓄电池行业的发展优势，前景分析与献策建言。

 问题一：铅酸蓄电池有哪些优势？

 伊晓波：目前在二次电源中铅酸蓄电池仍然占有75％左右的市场份额，这表明铅酸蓄电池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市场
优势。

 第一，铅酸蓄电池资源循环利用率特别高，铅的再生率可高达98%，是其它产品无法比拟的。也就是说铅酸蓄电池
的生产和使用几乎不消耗地球上的铅资源，几十年、几百年后当地球上别的资源都基本消耗尽了，铅酸蓄电池仍然能
够很好地为人类服务。

 第二，铅酸蓄电池具有很高的安全性，在高温100度的情况下可以正常使用，本体不会发生爆炸、燃烧、污染这些
问题，对人身、设施安全非常有保证。

 第三，铅酸蓄电池电压稳定性极高，这是缘由铅酸蓄电池是二次电源中唯一一种两极用同等材料做成的，同时电解
质也具有唯一性。所以铅酸蓄电池具有很宽的使用温带，可在-50℃——+100℃温度范围内可靠地使用。例如在北方
冬天零下40℃、50℃情况下，汽车能很正常的启动，在夏天南方高温环境中即使汽车发动机产生更高的温度也不会影
响铅酸蓄电池的正常使用。

 第四，铅酸蓄电池价格很便宜，一台轿车起动用的铅酸蓄电池大概在200块钱左右，可使用3，4年，加之50%的左
右残余价值。每天消费只有1毛钱左右，很适合广大的低端消费群体的需要。

 第五，铅酸蓄电池的维护维修很方便，一些故障用户自己就可以进行简单的维护维修，而且能保障安全性的情况下
。

 所以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离不开资源；对消费用品第一是要保证安全，第二是使用便利，第三价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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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宜；消费起来可以随心所欲。所以铅酸蓄电池在目前应该是集上述人类需求最为理想的二次电源。

 近来一段时期，大家都很关心铅酸蓄电池会不会被淘汰，毕竟铅酸蓄电池已经有近160年的历史了，但我认为存在
就是必然，应该与历史无关。大米白面人类吃了7000多年还仍然离不开，这里必然有它的道理。随着社会的技术进步
，我们不排除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新型的二次电源开发出来，但铅酸蓄电池其拥有的独特属性应该会保证其在二次电源
中的一席之地。

 另外一点我们要认识到铅酸蓄电池虽然是一种老产品，但其在技术上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都知道铅酸蓄
电池的两大软肋一是生产过程有污染，二是能量密度偏低。对于生产污染问题，随着生产设备的自动化，成套化和智
能化发展以及环保设备的升级，这个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另外一个能量密度问题目前确实与锂电池等新型二次电源
有一定差距，但并不是不能缩短此距离的，铅酸蓄电池的理论能量密度是170Wh/kg，我们目前只做到了40 Wh/kg左
右，这里提升的空间很大。这方面需要我们铅酸蓄电池行业不断的努力，要在创新思维的引领下采用洪荒之力去拼搏
，这样前景一定是美好的。综上所述你们认为铅酸蓄电池会被淘汰吗？就像大米白面人类吃了7000年都舍不得淘汰，
铅酸蓄电池也不会被淘汰的。

 问题二：铅酸蓄电池的市场在哪里？

 伊晓波：目前第一位是动力电池市场，主要是电动自行车和电动三轮车市场，2015年全国电动自行车的保用量为1.8
亿辆，其中95％用铅酸蓄电池，年需要蓄电池约8亿只左右；电动三轮车和旅游观光车全国保有量3千万辆左右，年需
要蓄电池约1.2亿只左右。第二位是汽车市场，2015年全国汽车保有量约1.6亿俩，100％用铅酸蓄电池，年需求蓄电池1
.2亿只左右，第三位是通信、不间断电源用蓄电池，98％用铅酸蓄电池，年需求量3千万只左右（大型），另外还有10
多类产品需求量不一。

 未来铅酸蓄电池的主市场应该在新能源储能领域和新能源电动车领域，随着储能电站、智能电网以及低速电动车、
混合动力车以及起停汽车的广泛应用，上述的铅酸蓄电池优势会给铅酸蓄电池产业带来巨大的市场。例如：2015年中
国风力发电总量能力约为1900亿KWh，由于多种原因，这些风电大多都不能并网而处于弃风状态。如果这些风电能够
30%采用铅酸蓄电池建立智能电库，则需要铅酸蓄电池产值近2000亿。是目前行业总产值的1.2倍。另外随着电动自行
车的延伸，电动三轮车和低速电动四轮车的市场发展迅速，仅山东一个省2015年低速电动汽车的市场保有量已达100
万辆，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低速电动车会面临一个很好的发展未来，特别是高速电动车转型混合动力车的新思路，
这些将对动力用铅酸蓄电池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我国原来全行业有三千多家企业，随着国家环保整治及产业的升级转型，大部分小型企业已关、停、并、转，目前
全行业大概还有400多家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

 问题三：您对我国废旧电池的回收再利用有什么看法？国家应如何规范？

 伊晓波：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关心废旧铅酸蓄电池的回收再利用问题，这主要是铅酸蓄电池有很高的再生价值，
言外之意就是回收废旧铅酸蓄电池就是在回收“钱”，这里有很强的利益关系，说什么为控制废旧铅酸蓄电池的污染
这些都是引子。为什么其它废旧二次电池，特别是一些污染远远大于铅酸蓄电池的废旧二次电池回收无人问津？因为
那些纯属破烂没有一点价值，所以大家都避而不谈。而铅酸蓄电池由于其中的铅、塑壳、隔板、硫酸全部都可以回收
再利用，所以废旧铅酸蓄电池是很直钱的东西，所以大家都在抢着收，抢着关心。

 建国以来，国家的两大回收体系都一直没有涉及到废旧铅酸蓄电池回收，这是因为废旧铅酸蓄电池很值钱，国家的
回收体系收不到，导致多年来废旧铅酸蓄电池的回收一直处于一种较为混乱的状态。所以国家规范废旧铅酸蓄电池的
回收体系建设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问题四：铅酸蓄电池回收存在什么问题？应如何解决？

 伊晓波：第一，要解决废旧铅酸蓄电池冶炼方面的问题。目前全国废旧铅酸蓄电池冶炼的工厂很多，但大多都是不
规范的冶炼厂，虽然冶炼污染严重，再生效率低，但由于一些不正当的经营方式，致使这些冶炼厂可以采用较高的价
格回收到收废旧铅酸蓄电池。而蓄电池厂和规范的冶炼厂由于回收价格问题很难建立完整的回收体系。

 国家规范废旧铅酸蓄电池回收体系建设想法很对也很好，但实施措施和实施效果会如何呢？所以我认为，要规范废
旧铅酸蓄电池的回收体系建设首先要解决好不规范冶炼厂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拦坝蓄水”，解决回收价格差问题
，或者给一些补贴或政策倾斜。如果这些源头问题不解决，单纯的谈规范废旧铅酸蓄电池的回收体系建设是很难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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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利益在中国目前是第一位的，你收5元别人收8元，人家怎么能卖给你？包括蓄电池厂自己的经销商也是如此
。所以我国要想像欧洲一样，实现谁生产谁回收还需要一个过程。

 第二，跨省运输的问题。现在回收废旧铅酸蓄电池面临着转运审批问题，目前我国废旧铅酸蓄电池跨省运输审批手
续很繁琐，有回收资质的单位每批运输都要进行审批，而且审批时间短则1个月，长则几个月。所以无利又繁琐，致
使规范的企业都不愿意去做废旧铅酸蓄电池的回收体系建设这项工作，做的也是无力无心。不规范的企业根本不走审
批手续偷偷的运输。这些问题国家应该认真的进行统盘考虑，不能今天想起一个就制定一个法规，结果呢，都是法规
制定完了以后很难实施，然后几年以后就不了了之了。

 第三，全民的素质教育问题，即对废旧物质回收教育、环保教育等。日本、美国、德国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就有
这方面的教程和培育，让你从小就知道什么是环保，什么是废旧物质的回收和利用。而中国呢，别说是小学，就连大
学都不会有这些方面的教育。再就是企业对消费者的环保教育，国外的蓄电池厂一般在产品包装里都附有图文告知废
旧电池的处理方法和要求，而在我国这项工作基本没有开展。

 问题五：请您总结我国铅酸蓄电池的发展前景。

 伊晓波：最后，作为铅酸蓄电池行业的工作者，我们希望政府和社会有更多的人来了解和认知铅酸蓄电池这种产品
和这个行业，国家大力推新甚至补贴推新方向是对的，比如锂电池还有其他一些新型二次电池。但不是说新的东西出
来旧的东西一定要淘汰，旧的东西有旧东西的好处，该鼓励也得鼓励，该支持也得支持。什么才能决定旧东西的生命
力呢？那就是看市场还能不能继续接受它。总之，我们对铅酸蓄电池的未来充满信心并愿为其健康发展进行不懈地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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