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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近年来，动力蓄电池产销量逐年攀升，随之而来的是大量面临退役、报废的电池。据预测，

从企业质保期限、电池循环寿命、车辆使用工况等方面综合测算，2018年后新能源汽车动力

蓄电池将进入规模化退役，预计到2020年累计将超过20万吨（24.6GWh）。此外，如果按70%

可用于梯次利用，大约有累计6万吨电池需要报废处理。

   根据企业质保期限、电池循环寿命、车辆使用工况等方面综合测算，2018年后新能源汽车动

力蓄电池将进入规模化退役阶段，预计到2020年累计退役动力电池将超过23万吨（21GWh）

。由于2016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80%以上搭载三元材料动力电池。所以，2020年以后三元材料

动力电池的报废量将有明显的增长。锂动力电池逐年退役量预测（单位：Gwh）   作为新能源

汽车的核心零部件，动力蓄电池出货量持续高增长。按照相应的报废标准，2015年国内报废

动力电池累计为2万~4万吨，对应的电池回收率仅2%。根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累计报废

动力电池将达12万~20万吨。   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市场将从2018年开始暴发，当年即可达50亿

元规模;到2020年和2023年，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市场规模将进一步增长至136亿元和311亿元

。结合汽车报废年限、动力电池寿命等因素，对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报废量进行了预测，

到2025年中国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年报废量或可达到35万吨的规模。电动汽车动力电池报废

量预测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0-2026年中国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前景展望与市场供需预测报告》共

十一章。首先介绍了中国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市场发展环境、动力电池回收整体运行态势等，

接着分析了中国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动力电池回收市场竞争格局

。随后，报告对动力电池回收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动力电池回收行

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动力电池回收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动力电

池回收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据

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场

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主

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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