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环保基金会环境保护项目总结报告

任务名称：铅蓄电池行业战略研究及废铅蓄电池回收体系建

设试点

承担单位：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二〇二三年四月



一、项目内容

本项目共分为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战略研究、废铅蓄

电池回收体系管理制度研究、废铅蓄电池回收体系建设以及

宣传教育与业务培训四个子项目。其中，铅蓄电池及再生铅

行业战略研究项目旨在研究分析铅蓄电池行业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形势，开展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铅全生命周期风险

防控体系研究，提出铅蓄电池行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解决方

案；废铅蓄电池回收体系管理制度研究项目旨在研究开展废

铅蓄电池收集许可制度试点，研究废铅蓄电池运输环节豁免

制度和废铅蓄电池回收处理以旧换新制度；废铅蓄电池回收

体系建设旨在推动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依托销售网点建

立回收网络，研究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方案；宣传教育与

业务培训旨在开展相关工作宣传和培训。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铅蓄电池行业战略研究及废铅蓄电池回收体

系建设相关工作，进一步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通过加强

政策制度研究和回收体系建设，加强对废铅蓄电池收集、储

存、运输全过程的监管，引导废铅蓄电池进入规范渠道利用，

遏制非法拆解和土法炼铅等行为，助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中国铅酸蓄电池及新能源电池的发展，推动创建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工作任务

（一）铅蓄电池行业战略研究



研究分析铅蓄电池行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形势。为进一

步规范企业日常环境管理，落实固体废物的管理措施，深入

分析铅蓄电池在生产、回收、再生等环节固体废物管理的现

状及存在的突出问题，研究提出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在固

体废物处置及综合利用等方面的有关要求，从而促进铅蓄电

池及再生铅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

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铅全生命周期风险防控体系研

究。为加强铅污染防治和资源循环利用，遏制铅污染事件高

发态势，深入研究分析原生铅生产、电池生产销售、电池回

收、再生铅生产各个节点的铅足迹，掌握铅在各环节下的产

品形式、数量、来源和去向，推动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铅

全生命周期风险防控体系逐步建立完善。

研究提出铅蓄电池行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解决方案。以

超威电源有限公司为典型示范企业，开展铅蓄电池生产及回

收再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技术的研究和系统集成，提出铅蓄

电池行业发展的政策建议，解决铅蓄电池生产及回收再生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的关键和共性技术问题，促进我国铅蓄电池

生产及再生铅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二）废铅蓄电池回收体系管理制度研究

推动开展废铅蓄电池收集许可制度的试点工作。根据废

铅蓄电池产生和收集的特点，在确保规范操作的前提下，推

动有条件的省份试点开展废铅蓄电池收集许可证审批颁发

工作，将废铅蓄电池收集活动纳入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的经



营范围。

推动建立废铅蓄电池的转移联单备案制度。为进一步提

高废铅蓄电池转移审批工作效率，减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行

政干预，充分体现废铅蓄电池回收的市场化行为，推动有条

件的省份试点开展废铅蓄电池的转移联单备案制度，即对废

铅蓄电池的转移采取事前备案、事后监督的方式来替代转移

联单制度。

研究废铅蓄电池在运输环节的豁免制度。面对目前危险

废物运输需求急增而危险废物运输车辆缺少的情况，根据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管理规定》中“分类管理”原则和区别

对待不同程度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要求，针对道路运输影响不

大的废铅蓄电池，提出豁免按普通货物道路运输管理，提高

运输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研究废铅蓄电池回收处理以旧换新制度。为进一步完善

废铅蓄电池回收处理机制，提高废铅蓄电池回收率，借鉴国

外经验，考虑和结合我国的国情，探索研究废铅蓄电池以旧

换新制度，协调好消费者、电池生产企业和再生铅企业在电

池回收中的利益关系，促进废铅蓄电池规范回收处理。

（三）废铅蓄电池回收体系建设

依托销售网点建立回收网络。为进一步落实生产者责任

延伸制，明确生产企业回收废铅蓄电池的责任，鼓励核心骨

干铅蓄电池生产企业依托其销售网点建立回收网络，并将回

收的废铅蓄电池全部交由符合资质要求的再生铅企业进行



处置，有效规范废铅蓄电池流向，防治环境污染。

研究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方案。为进一步加强对废铅

蓄电池收集、储存、运输全过程的监管，防止废铅蓄电池流

向不法商贩，有效遏制非法拆解和土法炼铅等行为，研究提

出废铅蓄电池回收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方案。同时，推动

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利用电子标签、二维码等物联网技术跟踪

铅蓄电池流向，实现铅蓄电池生产、回收、再生全生命周期

管控。

（四）宣传教育与业务培训

依托相关门户网站和业务培训平台，围绕铅蓄电池行业

战略研究及废铅蓄电池回收体系建设试点相关工作，开展工

作宣传教育与业务培训。

四、项目开展情况

本项目由牵头单位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

技术中心，以及子项目承担单位中国电池工业协会、中国有

色金属工业协会、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中国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协会、国家环境保护铅蓄电池生产和回收再生污染防

治工程技术中心共同参与完成。项目自启动实施以来，中国

电池工业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日友好环境保护

中心、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国家环境保护铅蓄电池

生产和回收再生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中心等五家单位均已按

照计划完成了协议约定项目内容，并分别出具结项说明函件，

无需再拨付尾款。



（一）铅蓄电池行业战略研究开展情况

本项目各子项目任务由项目牵头单位生态环境部固体

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和子项目承担单位中国电池工

业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共

同参与完成。项目自启动实施以来，总体进展良好，按照计

划顺利完成各项研究任务。

1.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子项目①：研究分析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形势。针对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固体废物污染日趋

严重的问题，本项目开展了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形势分析研究。对国内外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固

体废物管理的相关基础资料和数据进行搜集整理；与省、市、

县三级环保部门固体废物管理工作人员以及相关单位专家

座谈；调研了铅蓄电池生产企业和再生铅企业固体废物产生

及处置情况等。基于调查研究结果，找准铅蓄电池生产行业

和再生铅行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

子项目②：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铅全生命周期风险防

控体系研究。以铅资源循环利用与铅污染治理为主要研究方

向，构建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铅环境影响分析模型。梳理

了包括原生铅生产、电池生产、电池销售、电池回收、再生

铅生产等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的全生命周期铅流向，分析

其在人体毒性、资源消耗、气候变化等方面的环境影响结果，

识别污染的关键环节，有针对性地提出有利于规范铅资源循



环利用与铅污染防治的政策建议。

子项目③：研究提出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解决方案。结合我国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发展现状

及特点，开展铅蓄电池生产及回收再生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技

术的研究和系统集成。解决铅蓄电池生产及回收再生污染防

治的关键和共性技术问题，合理选择产业结构调整、实施节

能减排和污染治理的综合措施，提出解决问题、防范风险的

整体性解决方案，推动我国铅蓄电池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经

专家组论证讨论后，形成了解决方案。

2.主要成果

项目一自启动实施以来，总体进展良好。生态环境部固

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基于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编制

的《铅蓄电池生产行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研究报告》（附件

1）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编制的《铅蓄电池再生行业固

体废物污染防治研究报告》（附件2），编制完成《铅蓄电

池行业及再生铅行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战略研究报告》（附

件3）；生态环境部环境认证中心对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情况进行了研究，编制完成《铅蓄电池及

再生铅行业铅资源循环利用体系研究报告》（附件4）；生

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研究提出铅蓄电

池及再生铅行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解决方案，并形成《铅蓄

电池及再生铅行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解决方案》（附件5）；

基于上述子项目研究成果，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



理技术中心起草项目总报告《铅蓄电池行业战略研究报告》

（附件6）（具体见下表1）。



表 1 项目一成果产出情况

子项目 承担单位 成果产出

①研究分析铅蓄电池

及再生铅行业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形势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铅蓄电池及再生铅

行业固体废物管理

研究报告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

铅蓄电池生产行业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研究报告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

铅蓄电池再生行业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研究报告

②铅蓄电池及再生铅

行业铅全生命周期风

险防控体系研究

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

铅蓄电池及再生铅

行业铅资源循环利

用体系研究报告

③研究提出铅蓄电池

及再生铅行业固体废

物污染防治解决方案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铅蓄电池及再生铅

行业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解决方案

④研究起草项目一总

报告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

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铅蓄电池行业战略

研究报告

（二）废铅蓄电池回收体系管理制度研究开展情况

项目自启动实施以来，总体进展良好，按照工作方案计



划顺利进行。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

参与项目的省市固管中心、中国电池工业协会、中国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协会等项目参与单位各司其职，共同开展项目推

进工作。

1.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子项目①：开展废铅蓄电池收集和转移管理制度先行先

试工作。项目相关研究人员前往试点省份实地调研，与省、

市、县三级环保部门固体废物管理工作人员以及相关单位专

家座谈，基于调研结果，制定完成《废铅蓄电池收集和转移

管理制度先行先试整体工作方案》。省市固管中心组织相关

专家对企业提交的《废铅蓄电池收集和转移管理制度先行先

试实施方案》进行论证，筛选出试点企业。深入总结分析废

铅蓄电池回收体系管理制度先行先试工作取得的成功经验、

做法以及存在的问题，起草《废铅蓄电池收集和转移管理制

度先行先试评估及总结报告》。现已在京津冀以及山东、宁

夏、福建、海南、贵州铜仁推行废铅蓄电池收集许可制度和

转移联单备案制度。

子项目②：废铅蓄电池道路货物运输豁免管理研究。

根据“分类管理”原则和区别对待不同程度危险货物道

路运输要求，由中国电池工业协会梳理废铅蓄电池道路运输

豁免具体条件（如包装要求、运输工具要求等），针对道路

运输影响不大废铅蓄电池，提出废铅蓄电池道路运输豁免按

普通货物道路运输的管理要求，编制完成研究报告。



子项目③：废铅蓄电池回收处理“以旧换新”制度研究。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制定废铅蓄电池回收处理“以旧

换新”项目工作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和措施。在京津冀地区

推行废铅蓄电池回收处理“以旧换新”制度，进一步落实生

产者责任延伸制，推动生产企业积极参与废铅蓄电池回收处

理活动。深入总结分析废铅蓄电池回收处理“以旧换新”制

度研究工作取得的成功经验、做法以及存在的问题，完成评

估报告。

2.主要成果

项目启动以来，各项工作均依计划顺利推进，所取得的

研究成果如下。生态环境部固管中心与试点区域省级固管中

心共同开展废铅蓄电池回收管理制度先行先试工作，制定了

整体工作方案，完成试点企业筛选，组织并推动试点工作，

形成了《废铅蓄电池收集和转移管理制度先行先试评估及总

结报告》（附件7）；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对废铅蓄电池道路

货物运输豁免相关要求进行了梳理，编制完成了《废铅蓄电

池道路货物运输豁免管理研究报告》1份（附件8）；中国再

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研究起草了《废铅蓄电池回收处理以旧

换新制度研究评估报告》1份（附件9）；根据上述子项目研

究成果，生态环境部固管中心起草项目二总报告《废铅蓄电

池回收体系管理制度研究报告》1份（见下表）（附件10）。



表 2 项目二成果产出情况

子项目 承担单位 成果产出

①开展废铅蓄电池

回收体系管理制度

先行先试工作

生态环境部固管中心

试点区域省级固管中心

废铅蓄电池收集和转移

管理制度先行先试评估

及总结报告

②废铅蓄电池道路

货物运输豁免管理

研究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
废铅蓄电池道路货物运

输豁免管理研究报告

③废铅蓄电池回收

处理“以旧换新”制

度研究

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协会

废铅蓄电池回收处理以

旧换新制度研究评估报

告

④研究起草项目二

总报告
生态环境部固管中心

废铅蓄电池回收体系管

理制度研究报告

（三）废铅蓄电池回收体系建设研究开展情况

基于项目启动以来，各项目参与单位在回收网络构建与

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方面开展的相关工作，将项目总体进展情

况总结如下。

1.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子项目①：依托销售网点建立回收网络。国家环境保护

铅蓄电池生产和回收再生污染防治工程技术中心（以下简称

“工程技术中心”）依托核心骨干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通过



其零售网络组织回收废铅蓄电池。起草《废铅蓄电池回收网

络建设基本要求》，推行“销一收一”的回收方法，采用现

代化物流仓储的运行模式，指导再生铅试点企业对废铅蓄电

池进行预处理及铅冶炼后将再生铅销售给铅蓄电池生产试

点企业，推进生产企业、销售企业和再生铅企业共建回收网

络。废铅蓄电池回收网络全面启动建设后，完成《废铅蓄电

池回收网络建设评估及总结报告》，并进行专家组论证。

子项目②：废铅蓄电池回收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需求

分析研究。工程技术中心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调研，综合分

析现阶段铅蓄电池及再生铅行业的数据信息共享需求，规范

并统一铅蓄电池在生产、物流、销售、回收、再生等全供应

链区域流通过程中二维码/条码标签的数据信息采集内容，

形成《废铅蓄电池回收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需求分析报

告》。生态环境部固管中心组织《废铅蓄电池回收公共信息

服务平台建设需求分析报告》的专家论证。统一铅蓄电池及

再生铅行业数据信息采集方式与内容，实现区域内信息共享

和有序的市场监督，推动废铅蓄电池的有效回收。

2.主要成果

在各项目参与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废铅蓄电池回收网络

建设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在回收网络构建、公共信息服务平

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各子项目成果总结如下。

基于大量文献调研和现场调研的工作基础，以及对铅蓄

电池生产企业、铅蓄电池销售企业和再生铅企业的分析研究，



工程技术中心编制完成了《废铅蓄电池回收网络建设基本要

求》（附件11）以及《废铅蓄电池回收网络建设评估及总结

报告》（附件12）；生态环境部固管中心与工程技术中心共

同完成了《废铅蓄电池回收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需求分析

报告》（附件13）；根据上述子项目研究成果，生态环境部

固管中心起草项目三总报告《废铅蓄电池回收体系建设评估

及总结报告》。（具体见表3）

表 3 项目成果产出情况

子项目 承担单位 成果产出

①依托销售网点

建立回收网络
工程技术中心

废铅蓄电池回收网络建

设基本要求

废铅蓄电池回收网络建

设评估及总结报告

②建立公共信息

服务平台方案

工程技术中心

生态环境部固管中心

废铅蓄电池回收公共信

息服务平台建设需求分

析报告

③研究起草项目

三总报告
生态环境部固管中心

废铅蓄电池回收体系建

设评估及总结报告

（四）宣传教育与业务培训开展情况

依托中国固废和化学品管理网等门户网站开展铅蓄电

池行业战略研究及废铅蓄电池回收体系建设试点相关工作

宣传，组织两期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培训班，



开展废铅蓄电池回收体系建设相关业务培训。

图1 2022年全国废铅蓄电池收集转运环境管理培训班在成都举行

图2 2020年全国废铅蓄电池收集转运环境管理培训班在成都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