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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蛋”不是政府主导的平台，主要依托市场规律运作，但张
天任认为，这并不是单纯的生意，“铅蛋”还肩负着特殊的使命。

他回忆起以前在上海等地推销电瓶车的时光。“当时遇到不
少质疑，老百姓觉得铅蓄电池有污染，不敢用。”为此，张天任专
门上广播电台去耐心解释：“报废铅蓄电池中的铅、硫酸、塑料等
也是资源，只要回收利用好就是宝藏。”

时至今日，天能集团还在专注挖掘“宝藏”。“铅蓄电池循环
利用是利国利民的绿色产业，也是企业竞相追逐的新蓝海。”“铅
蛋”平台产品中心负责人李金龙分享了一组数据：作为全球最大
的铅蓄电池生产和消费国，中国仅去年的铅蓄电池报废量就高
达682万吨。数量巨大的废铅蓄电池，如果能全部回收再利用，
不仅能有效降低环境压力，还将催生形成绿色发展新的细分产
业赛道。“按照目前每吨约9000元的回收价格估算，这一行业市
场规模在600亿元以上。”

与之对应的，是回收和处置两端的供需缺口。据统计，全国
废铅蓄电池处置企业的设计总产能约1908万吨，不少大中型回
收再生企业面临着货源不足、处置能力闲置的情况。

从数字化改革发力，打造铅蓄电池回收利用全流程产业链，
无疑成为天能集团竞逐这片新蓝海的先手棋。

据统计，自“铅蛋”运行以来，天能各大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到
货量显著提升，目前长兴产业园日均处理废铅蓄电池已达1000
吨，为制造新电池节省了更多的原料成本。

李金龙说，“铅蛋”的定位为第三方行业平台，他们欢迎其他
企业入驻、合作，共同拓宽行业赛道。除了行业共享，“铅蛋”还
通过政企合作，积极参与社会环保事业。2022 年，“铅蛋”就跟

“浙里无废”“浙江 e 行在线”等省级政府重大应用“接上了头”。
借助庞大的数字化回收网络以及处置利用能力，“铅蛋”平台已
安全回收并处置非标电动自行车 39.2 万辆，为全省电动自行车
综合治理集成改革出了不少力。

变废为宝的文章，其实远不止废铅蓄电池。近年来，新能源
产业兴起，锂电池市场迅速增长。李金龙透露，明年 1 月，锂电
回收模块即将在“铅蛋”上线，随着数字化回收模式的迭代延伸，
越来越多的动力电池将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未来，“铅蛋”还将结合动力电池产业大脑建设，深度挖掘分
析电池来源、数量、交易、运输等海量数据，周期性监测产业数据
体系的变化趋势，为电池行业优化资源配置、创新商业模式提供
数据支撑。

这片蓝海，大有可为，期待更多企业的入局和竞逐。

竞逐，一片海竞逐，一片海

天能打造全国首个废铅蓄电池回收综合服务数字化应用

看一颗“铅蛋”如何赋能循环经济新赛道
本报记者 叶诗蕾 郑亚丽 通讯员 张泽民

电动自行车，中国家庭再熟悉不过。
据统计，2022 年我国电动两轮车的销量
为 6070 万辆，社会保有量 3.5 亿辆。也就
是说，平均每 4 个人就拥有 1 辆电动两
轮车。

对于电动自行车广泛采用的铅蓄电
池，大家同样也不陌生。这种由铅及其化
合物、硫酸和塑料构成的电池，价格相对低
廉，使用寿命通常只有两三年。

家用电动车遇上电池问题，都会去门
店换新。久而久之，遍布全国各地的电动
车经销店就成了铅蓄电池的集中产废点。

废铅蓄电池，是危废，也是富矿。从回
收全产业链来看，其再生利用技术已经成
熟，但由于缺少跨区域网络交易撮合平台，
运输处置监管存在盲区，产业潜力一直难
以充分释放。

2022 年 3 月，新能源电池行业龙头企
业天能控股集团开发上线全国首个废铅蓄
电池回收综合服务平台——“铅蛋”。在
这个数字化应用的支撑下，形成了一个从
投售环节开始，延伸到收购、运输和处置环
节的废铅蓄电池一体化物流闭环，形象地
称为“铅蛋”。

小“铅蛋”如何撬开铅蓄电池循环利用
之门？这个细分产业又将走向何方？近
日，记者深入电动车门店、回收公司和天能
集团，实地探访。

废铅蓄电池，连着蓝天净土。湖州市
生态环境局长兴分局副局长袁修渠直言，
政府的监管压力不小。

据业内人士透露，每年有超过 60%的
废旧铅蓄电池流入灰色产业链，经过地下
小作坊非法拆解、冶炼，制作出铅锭。行情
好的时候，一吨铅锭可以卖出 2 万多元的
高价。

这些小作坊随意拆解电池，乱倒酸液、
乱排铅尘，对大气、土壤和水体造成了严重
污染。袁修渠清楚地记得，2020年3月，执
法队同事在虹星桥镇西南村查获了一家无
证拆解电池的黑作坊。进门一看，院子墙
脚堆满了废旧铅蓄电池，有些已经破损，电
解液顺着外壳渗出，直接流到了地面。院
内还停着一红一蓝两辆轻型货车，油布下
虚掩着红褐色粉状物。“这些粉状物就是非
法拆解铅蓄电池后提取的铅粉。”袁修渠
说，铅的熔点低，在农村支口锅就可以冶
炼，这样的小作坊一度层出不穷，最近几年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有所改善，但仍
偶有发生。

相比正规再生企业较高的安全生产
投入和经营成本，地下小作坊设施简陋，
又偷税逃税，导致其再生铅价格更有竞争
力，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
现象。

如今，“铅蛋”的拓展推广有望改善这
种情况。

长兴县城西南方向 26 公里处，坐落着
天能循环经济产业园，这里每天一早都会
迎来十几辆危废运输卡车。作为废铅蓄电
池处置点，产业园每年可回收处理废铅蓄
电池 30 万吨，产出约 20 万吨再生铅、2 万
吨塑料、3万吨硫酸。

园区很环保，拆解、熔炼过程几乎零排
放，处理过的废水可直接用来浇花、养鱼。

“废旧电池处理得好，就是一座‘城市
矿山’。”这是天能控股集团董事长张天任
常说的一句话。早在循环经济产业园规划
建设之初，“城市矿山”就被安排得明明白
白——“年回收处理 30 万吨废铅蓄电池”
的项目旁，就是“年产 2000 万千伏安时动
力储能用密封铅蓄电池”项目。这边回收

产出的物料，直接运到那边的生产制造车
间，回收利用率达到了惊人的99%。

类似这样的循环经济产业园，天能集
团还在江苏沭阳、安徽太和和河南濮阳各
建了 1 座，年处理废旧铅蓄电池总能力超
95万吨。

这是一条集回收、冶炼、再生产于一体
的闭环式绿色产业链，为的就是将废弃铅
蓄电池资源“吃干榨净”。

得益于“铅蛋”在全国各地为废铅蓄电
池回收布下的“天罗地网”，地下小作坊的
生存空间被限制，越来越多的废铅蓄电池
被纳进了这条绿色产业链。

值得一提的是，“铅蛋”还建有电子台
账体系，订单从投售发起环节就配置有浙
品码、型号、重量等信息，方便溯源的同时，
为门店、运力及回收公司各方的责任风险
认定提供依据。

可以说，“铅蛋”是最后一块“拼图”。
至此，一个“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
控、责任可究”的废铅蓄电池全链条回收处
置智能监管体系已然成型。

处置，一条链

钟重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铅蓄电池生产国和消费国，占比超过
40%，每年铅蓄电池的报废量超过10亿块，数量极为庞大。

大量报废的铅蓄电池，对环境是一种“隐形炸弹”。如果废铅
蓄电池流入非法渠道进行拆解处理，极易导致重金属铅和含铅酸
液泄漏，对周边水体、大气和土壤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相反，如果
能从废铅蓄电池中回收铅，既可以减少原生铅矿的开采量，又能
够有效降低铅的环境健康风险，具有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价值。

从来源看，废铅蓄电池主要由居民日常生活产生，做到规范
有序的回收利用，需要建立庞大的回收网络。而原有的人工监
管方式，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废铅蓄电池污染防治的需要，急需借
助信息化技术手段，来实现废铅蓄电池全过程智慧化管控。

2019年1月以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公安部等9部委
联合发布《废铅蓄电池污染防治行动方案》《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
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充分发挥铅
蓄电池生产骨干企业的带动作用，依托生产商的营销网络建立逆
向回收体系；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逐步实现铅蓄电池生产、运
输、销售、废弃、收集、贮存、转运、利用处置信息全过程可追溯。”

从这一背景看，“铅蛋”模式应运而生，正是利用信息化技
术，成功解决了废铅蓄电池收集“开始一公里”问题。

在我看来，浙江在全国率先开展废
铅蓄电池收集转移“一张网”试点，为
构建废铅蓄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探索了
新路径、打造了新样板，具有先行示范
效应。

（作者系浙江省生态环境科学设计
研究院土壤与固体废物研究所所长）

数字赋能电池回收利用

▲ 位于长兴煤山镇的天能循环经济产业园
共享联盟·长兴 谭云俸 摄

▶ 张凤亮在电动自行车门店回收废铅蓄
电池。 受访者供图

▶ 回收来的废铅蓄电池在生产车间制造成
新铅蓄电池。 受访者供图

▲ “铅蛋”平台显示大屏 受访者供图▲ “铅蛋”平台显示大屏 受访者供图

“铅蛋”手机小程序页面 受访者供图“铅蛋”手机小程序页面 受访者供图

冬色渐浓，马路两旁的银杏树一
片金黄，51 岁的废铅蓄电池运输员
张凤亮开着红色货车辗转于长兴
县城的大街小巷。

“天气越来越冷，回收电池进
入旺季。”比起往年边开车边打电
话抢订单的忙碌状态，今年的张凤
亮从容了不少。他打开微信小程
序“铅蛋”，麻利地翻着电动自行车
门店的投售标的，报价、接单、支付
定金，一气呵成。“再跑几单，攒够两
吨就拉去回收公司。”

张凤亮做废电池回收生意已经10
多年了，但像网约车司机一样线上接单
还是感觉挺新鲜的。下一个订单，来自画
溪街道包桥路众成车行，记者跟着他一起
上门收货。

车行门口，老板朱成一手按着螺母，一
手拿着电钻，正蹲在地上维修电动车。看
朱成还有一阵要忙，张凤亮熟门熟路地走
进店内，在柜台旁边找到了待回收的废弃
电池。“是这4组吧？”“没错，你自己称。”对
照“铅蛋”上的订单，张凤亮确认好型号、重
量等信息后，点下了“收货”。

“叮咚”一声，朱成的手机随即收到了
交易尾款。整个过程，他甚至没有站起身
来。“以前卖电池，要给小贩们轮番打电话
比价，有时遇上临时变卦，取消或者改价都
没办法，价格不透明，只能吃闷亏。”说到这
儿，朱成皱了皱眉头。

在铅蓄电池的回收链中，产废门店和
回收企业算是“坐商”，主要依赖中间的小
商贩报价、收货，由于信息不对称、价格不
透明，交易效率低下。

“铅蛋”，主打的就是牵线搭桥。停下
手里的活，朱成熟练地打开“铅蛋”，点击

“每日铅价”模块展示给记者。“看，回收行
情一目了然。”朱成说，有了“铅蛋”，等于少
了中间商赚差价，门店自己就可以根据行
情随时发起投售。

曾经的中间商张凤亮，也通过平台和
回收公司签了约，转型成了“正规部队”。

“现在专职干运输，收入反而更稳定了。”
张凤亮说，他通过“铅蛋”的代办功能，注
册了个体工商户，身份合规了，干活格外
有劲。

“铅蛋”交易带来的高效便捷，回收公
司一方同样感同身受。夕阳西下，张凤亮
的货车驶进了长兴祥和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的大门。这家占地 800 平方米的企业，主
营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贮存和转运，偌大
的仓库厂房内，整齐有序地摆放着各种型
号的废弃电池。

“6 单，总共两吨。”长兴祥和负责人张
磊打开“铅蛋”，找到对应的订单，一一确认
收货，最后通过平台向张凤亮支付了运
费。“以前催货，电话打不停，还要反复谈
价，现在直接跟门店交易，成本降低不少，
省钱又省心！”张磊说。

回收，一张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