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骆驼集团再生铅产业规划(2018-2020) 

一、产业背景及政策 

1.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目标、新要求

和新部署，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

重点之一是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 

2. 2016 年 12 月 25 日，国务院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国

办发〔2016〕99 号），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是指将生产者对其产品承担的资源

环境责任从生产环节延伸到产品设计、流通消费、回收利用、废物处置等全生命

周期的制度。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变害为利、变废为宝，是加快生态文明

建设和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内在要求，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制造业转型升

级具有重大意义。方案要求，引导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追溯

系统，采取自主回收、联合回收或委托回收模式，通过生产企业自有销售渠道或

专业企业在消费末端建立的网络回收铅酸蓄电池，支持采用“以旧换新”等方式

提高回收率，探索完善生产企业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方式。近期国家相关主管

部门为落实国务院领导关于落实铅蓄电池行业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进废铅蓄

电池收集处理及污染防治工作的最新专项指示精神，正在共同努力消除相关政策

不匹配、税负不合理等问题。随着国家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落实，以及加大对

不合规再生铅作坊的打击力度，废旧蓄电池将实现有序流动。 

3. 我国的铅酸蓄电池行业经过近十年的规范发展，呈现出以下优势：产业

集中度越来越高；装备自动化水平尤其是汽车电池行业的装备自动化水平逐步与

世界接轨；污染防控和治理水平已臻完善。 

4. 我国的再生铅行业经过近十年的规范发展，在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

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工艺技术路线和管理规范，为废铅酸蓄

电池的无害化、规模化再生利用提供了有效保障。废铅蓄电池含有 74%的铅极板、

20%的硫酸和 6%的塑料，废铅蓄电池回收利用价值极大。随着我国供给侧改革

政策的不断深入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重视，包括铅金属在内的资源价格不断

走高，再生铅行业的价值日益凸显。 



二、公司发展再生铅产业的优势 

1． 产能规模优势：2017 年，公司铅酸蓄电池年产量近 2400 万 KVAH，列全

国汽车电池产销首位；公司每年生产铅酸蓄电池约 75 万吨，在替换市场每年可

回收约 50 万吨的废铅蓄电池，具备规模和回收的先决条件，而且自身需要大量

铅制品，可保证公司再生铅产能充分利用。 

2． 渠道物流优势：公司拥有 3 万余家销售网点，遍布全国各地，可直接转

换为“销售+回收”的网点；公司拥有 21 个大型中心仓库、25 家销售分公司和

专业物流车辆，可以转换为“产品仓储+配送”和“废铅蓄电池暂存+转运”的站

点，不仅通过产品配送和废铅蓄电池回收的双向物流模式降低了运输成本，而且

达到了节约人力的目的，缩短了回收链条。 

3． 地理布局优势：自 2014 年以来，公司一直注重废铅蓄电池再生处理工厂

在全国的合理布局，与国家环保部门合理布局再生铅工厂的政策不谋而合。未来，

除个别偏远地区外，从回收站到最近一个工厂的运输距离均不超过 1000 公里，

不仅能有效控制废铅蓄电池运输成本，也可避免由于长距离运输带来的环境污染

风险。公司收购湖北金洋冶金股份有限公司后，建成和正在建设的废铅蓄电池回

收处理基地分布在江西、湖北、广西、新疆。到 2018 年末，公司建成的铅回收

工厂设计年处理能力可达到 70 万吨。未来三年公司计划在安徽、东北地区、西

南地区，再建三个回收处理基地，最终形成年处理 100 万吨废铅蓄电池的能力。 

4． 循环经济优势：公司独具一格的“蓄电池工厂+再生铅工厂”合二为一的

工程设计理念，有利于打造两个循环：一是“电池生产--销售--回收--再生--生产

再利用”的大循环，符合国家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发展理念；二是营造“工厂

内部含铅物料封闭运输、废水分级综合利用、硫酸回收处理直接利用、塑料回收

再生直接利用、余热利用”的小循环，符合国家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理念，

减少了铅制品在再生铅工厂与蓄电池工厂之间的物流运输和重熔加工，社会效益、

经济效益显著。 

5． 人力资源和技术优势：公司具有超过十年的再生铅业务实践经验，在消

化吸收国外先进工艺装备的基础上，取得了独到的经验和创新成果；收购湖北金

洋以后，行业内有着三十年工作经验的再生铅和铅制品生产、开发团队加入公司，

公司再生铅研发和制造团队力量进一步加强，为公司多点布局再生铅产业提供了



重要的人才保障。 

6． 公司大力发展再生铅业务符合国际上以铅蓄电池生产企业为主建设再生

铅工厂的主流趋势。 

三、公司再生铅产能规划（2018-2020） 

1. 抓住关键技术创新，探索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在产品全生命周期管

理中的应用，发展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形成布局合理、产能匹配的再生铅产业

格局，使该板块成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未来利润的重要增长极，

打造“电池生产--销售--回收--再生--生产再利用”的全产业链循环发展模式，使

公司成为我国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示范企业。未来三年，公司计划在再生铅板块

投资 15 亿元，新增三个生产基地，同时对原有生产基地进行适当技术升级改造，

形成不低于 100 万吨的年处理废铅蓄电池能力。 

2. 在现有五个蓄电池生产基地的基础上，计划再增加三个生产基地，在国

内形成 4000~4500 万 KVAH 的生产能力，每年生产蓄电池 100~110 万吨，每年回

收废铅蓄电池 70~80 万吨。 

3. 在现有五个再生铅工厂基础上，与新建的蓄电池工厂同址新增三个年处

理 15~20 万吨废铅蓄电池回收处理工厂，达到年处理 100 万吨的处理能力。除了

满足公司自身回收的蓄电池以外，还可以按环保部门要求，就近接收附近区域因

处置能力不足而转移过来的废铅蓄电池。公司再生铅板块将形成湖北谷城、湖北

老河口、江西丰城、广西梧州、新疆吐鲁番、安徽、西南、东北 8 个生产基地。

在完全满足自身蓄电池生产所需原材料铅的基础上，向电池制造行业其他企业或

战略合作伙伴销售铅制品。 

4. 利用新项目技术成果，逐步对现有生产工厂进行升级改造，达到环境更

友好，成本更节约的目的，提升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四、回收渠道建设 

回收渠道建设，是关系到再生铅项目能否达产的关键，必须建立以企业自身

为主的回收体系，同时建立以利用市场资源和行业资源为辅的回收渠道。 

1. 自有渠道建设：以各个销售分公司为主体，建设可控的自有渠道，该渠

道要确保消化 60%以上产能的回收能力。 

2. 共享渠道建设：与有资质的回收渠道建立战略合作，签订长期供货协议，



由他们负责回收废旧电池、合规转运，公司负责再生处置。 

3. 共建渠道建设：与不具备回收处置能力的蓄电池同行建立战略合作，利

用他们的销售渠道回收废旧电池，由公司办理转运手续，同时公司可为合作伙伴

提供铅制品。 

五、技术路线 

1. 环保优先：项目建设一定按环保“三同时”制度要求实施，坚持高标准

设计、高标准施工、高标准验收、高标准运行的原则，一个项目成就一个标杆。 

2. 技术领先：坚持创新驱动，优化工艺技术路线，结合蓄电池生产特点，

综合考虑工序组合、提高能源综合利用率、运用现代物流技术、实行污水分级综

合利用与处理、硫酸回收处理直接利用、推广冶炼废气制酸技术、突破再生塑料

改性技术，提高综合回收率、降低综合运行成本；同时，根据需要进行铅制品深

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六、公司再生铅业务经营情况 

2017 年，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湖北楚凯冶金有限公司废铅蓄电池回收处理

工作稳步开展，实现废旧电池破碎量 6.4 万吨，营业收入 10.78 亿元，净利润

7,515.54 万元。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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