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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报告

一、第七届理事会以来电池工业基本情况

第七届理事会从 2015年 7月至今已有五年多时间，我国电

池行业面对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作为战略性产业的发展

机遇，以科学发展、创新发展为主题，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要求，大力推进电池行业的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提高行

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我国电池行业从电池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

逐步迈进目标。

近五年来我国电池工业实现了稳步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电池生产企业约 1687家，规模以上企业累

计完成主营业务收入达 8165.25亿元，出口额为 190.17亿美元。

在此期间，我国锂离子电池基本形成产业规模，市场份额大幅度

提高，特别是动力锂离子电池，销售收入占整个电池行业的半壁

江山，已逐渐成为锂离子电池产业的主导产品；铅蓄电池产业部

分落后产能已被淘汰，企业数量已由 2010年 1800余家逐渐减少

至 350家左右，产业结构调整已见成效；在碱锰电池全部实现无

汞化的基础上，普通锌锰电池、扣式碱锰电池也已基本实现无汞

化；民用消费类镉镍电池已被锂离子电池、氢镍电池等新型电池

替代。在面对国家总体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下，我国电池行业整体

运行质量和经济效益仍有提高。我国电池出口保持增长态势，锂



离子电池等产品出口量增加，出口电池种类多元化，档次逐渐向

中高端迈进。

2015年至 2019年电池行业的主要经济指标如下表所示。

类

别
项 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生

产

规模以上企业数量 1242 1353 1484 1572 1687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4473.55 5501.16 6538.34 6416.63 8165.25

一次电池产量/亿只 381.13 423.03 463.98 400.32 400.62

小型二次电池产量/亿只 62.63 86.98 120.16 144.18 160.97

其中:碱性蓄电池/亿只 6.65 8.56 9.03 4.31 3.75

锂离子电池/亿只 55.98 78.42 111.13 139.87 157.22

铅蓄电池产量/万 kVAh 20999.32 20513.37 19922.91 18122.52 20248.61

出

口

出口创汇/亿美元 126.57 122.51 137.08 169.89 190.71

其中:一次电池/亿美元 22.68 20.05 20.45 21.39 21.18

二次电池/亿美元 101.27 99.45 112.51 143.81 164.33

与此同时，近几年来，我国电池产业受国内外整体经济运行

下滑影响，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增加等使电池产业生产成

本增加，电池企业效益下滑，部分企业出现亏损。我国电池行业

关键材料仍然依靠进口，整体技术和装备水平与国外相比还有一

定差距。

二、第七届理事会所做主要工作

（一）组织推进电池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的制定和落实



在第七届理事会期间，协会组织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

等各方面专家，在总结“十二五”电池工业取得重要成就基础上，

分析“十三五”电池工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十三

五”电池工业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主要措施，提出

“十三五”期间电池行业的发展以“车用动力电源、可再生能源

储能、新材料和新装备”为重点。在“十三五”期间，我国动力

离子电池迅猛发展，2019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装

机量累计为 62.2GWh，相比 2015年装机量翻了 3倍。

（二）积极有效地向国家政府部门反映企业诉求

1. 持续不懈向国家各政府部门积极反映铅蓄电池免征消费

税的诉求

尽全力代表行业向财政部、工信部反映铅蓄电池企业消费税

负担和解决问题的建议是第七届理事会的重点工作。2015年针

对电池行业当前国家征收电池消费税比例情况分析研究消费税

对电池产业的影响，商研应对措施。

2016年，协会通过深入基层调研，收集反映行业对征收消

费税造成负面影响的企业意见，向工信部消费品司提出《关于请

求协调取消铅蓄电池消费税的报告》，通过工信部向国务院领导

直接反映问题；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有关领导向国务院主管领导、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分别专门汇报电池消费税给电池行业

造成的不利影响和建议。

2017年 4月，经充分调研 2016年实行消费税后企业情况，

向财政部、工信部递交《征收 4%消费税对铅蓄电池行业负面影

响凸显》报告；当年 9月份邀请财政部税政司、工信部消费品司



相关领导参加铅蓄电池行业经济运行座谈会，经与财政部税政司

商量，为摸清情况，协会收集汇总 83家企业基本信息和缴纳税

费情况，正式提交财政部税政司。

2018年，向财政部提交了《4%消费税造成铅蓄电池大中型

规范企业失去公平竞争环境》专题调研报告；积极配合杨裕生院

士、吴锋院士向国务院领导提交《关于立即取消铅蓄电池 4%消

费税的建议》的报告；国务院领导对此报告批示，要求财政部和

工信部调研铅蓄电池 4%消费税的影响。目前正在与财政部进一

步沟通中。

2. 严格贯彻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协会积极配合国家

各部门建设废旧铅蓄电池回收体系，多次组织企业研究废铅蓄电

池回收体系建设中的共性问题和政策建议，起草了《关于加快规

范铅蓄电池回收体系建设的报告》，并向国家发改委递交《关于

对〈铅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3. 充分反映对“四轮低速电动车技术条件”中排斥铅蓄电

池的意见

当时直接向工信部苗圩部长及工信部相关司局报告了《关于

对制定“四轮低速电动车技术条件”的意见》，同时报送国家质

监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工信部科技司根据苗部长批示，组织我协

会和该标准起草单位、工信部装备司等有关司局参加专题座谈会，

协会全面汇报了对制定这个标准的主要意见，得到工信部科技司

充分理解，目前仍在协调之中。

（三）积极协助政府部门完成涉及行业发展重要事项



1. 全力配合推进铅蓄电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工作。在第七

届理事会期间，专家组共完成现场审核和复审 86家企业和抽查

76家企业工作，并配合工信部举办“2015年第二期铅蓄电池行

业准入审核培训班”、“2016年和 2017年铅蓄电池行业规范审核

培训班”。

2. 配合政府有关部门继续承担或参与重大课题研究项目

受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委托，承担

“铅蓄电池生产行业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形势研究及废铅蓄电池

道路货物运输豁免管理研究”课题，提交了《铅蓄电池生产行业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形势研究报告》和《废铅蓄电池道路货物运输

豁免管理研究报告》。

参加了生态环境部组织进行的“中国添汞产品和电石法聚氯

乙烯生产汞削减淘汰战略和行动计划制定咨询服务工作项目”研

究工作，编制中国电池生产用汞或汞化合物释放源清单和释放量

清单。

3. 重点关注涉及行业的相关政策出台，结合行业情况提出

合理建议

近几年来协会回复政府来函、处理答复企业证明、推荐材料、

文案约 200多件，对行业与政府主管部门的沟通和协调起到积极

作用。在第七届理事会期间，协会对《国家危废名录（修订）（报

批稿）》、《再生铅行业规范条件》、《生产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

（行业征求意见稿）、《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本）（修

正版）、环保部将铅蓄电池生产经营列入“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

险”范围、生态环境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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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等相关行业政策提出的修

改建议，多数意见得到有关政府部门采纳。

为了行业发展情况，更好地了解行业数据，协会也多次向财

政部提交了电池行业关税税率、税目调整的意见，协会下一步将

会继续跟进协调。

（四）加强行业标准化工作，推进绿色标准体系建设

1. 顺利完成《锂离子电池生产企业安全规范》标准制定、

报批工作。该标准为锂电池制造领域国家安全生产的强制性标准，

由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委托我协会负责组织编制，我协会锂

电应用专业委员会承担标准具体组织编写任务，目前已完成专家

评审形成报批稿，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上报国家应

急管理部。

2. 充分发挥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作用，指导全国原电池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完成换届工作。加强行业标准化工作是协会面

向行业发挥方向引导、提高产品品质、搞好技术服务的重要职能。

全国原电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第七届理事会期间共修订国家

强制标准 1项，审查电池材料、零配件、高温锂原电池等相关标

准 14项，参加国际标准草案投票 11次，提交国际标准提案 6个，

积极参加 60086.1—6原电池系列、62281锂原电池和蓄电池在运

输中安全要求等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多次参加国际标准会议，

提升我国在国际标准领域的话语权。

3. 首次发布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团体标准《铅蓄电池身份信

息二维码规则》。该标准的制定将推进建立行业公共监管平台建

设，为政府实施扶持政策提供服务支撑。在此基础上，向主管部



门申报行业标准的立项，经过多次修改讨论，最后通过专家评审

形成报批稿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2020 年 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

已发布实施。

4. 积极推进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根据工信部《工业节

能与绿色标准化行动计划（2017-2019年）》（工信部节〔2017〕

110号）部署要求，我协会组织原电池生产企业共同开展了“绿

色设计产品评价规范 碱性锌-二氧化锰原电池”标准项目研究

与制定工作。目前该标准经主管部门批准立项制定行业标准，正

在按标准程序制定中。

（五）继续推进电池行业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的建设

按照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部署，完成“中国电池产业之都·长

兴”和“中国电池工业之都·新乡”特色区域的现场复评工作。

继续发挥产业集群效应，提高产业竞争优势和区域的核心竞争力，

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六）重视行业品牌培育，支持和宣传企业产品

1. 按照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统一部署，积极组织申报了 2015

年—2019年“轻工百强和行业十强企业”评价工作。每年度均

评出“铅蓄电池”行业十强和“新能源电池”行业十强企业。

2. 每年组织行业企业申请，协会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推荐

“中国专利奖”项目，共推荐 13 个项目，7 个项目获得中国专

利优秀奖。

3. 组织企业参加 2016年—2020年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学技

术奖申报工作。共推荐 20个项目参加评审，5 个项目获科技进

步一等奖、2个项目获科技进步二奖、7个项目获科技进步一等



奖。

4. 组织电池行业生产企业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中国

工业经济联合会申报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培育）企业。每年参

与对申报的电池行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限定条件进行

论证。

5. 根据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要求，协会组织电池企业参加

2017年、2019年品牌价值评价推荐工作。共推荐 3家企业 3个

品牌参加评价。

6. 由协会向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推荐电池行业企业实验室，

经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组织专家评定，5 家被认定为“中国轻工业

重点实验室”。

7.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消费品工业“三品”专项

行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的若干意见》，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开展升

级和创新消费品推荐工作，协会组织企业参加升级和创新消费品

指南轻工第二批、第四批和第六批的推荐活动。共 7项产品获得

升级消费品称号，2项产品获得创新消费品称号。

（七）参与《中国工业史》编纂工作

受《中国工业史》编纂委员会委托，协会负责组织编纂《中

国工业史·轻工业卷》中电池工业部分，目前已完成初稿。

（八）结合行业实际组织大型活动，加强业界沟通，提高协

会影响力

1. 举办全国铅蓄电池新技术研讨会。延续传统，与中国工

程院共同举办第四、五届全国铅蓄电池新技术研讨会，每次会议

行业企业积极踊跃参加，参加会议企业代表人数均超过 300人，



尤其是行业内骨干企业如天能、风帆、双登、骆驼、圣阳、理士

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亲自到会。会议技术交流报告内容丰富，

涵盖当前铅蓄电池行业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及未来发展趋势

等行业热点问题。“全国铅蓄电池新技术研讨会”连续成功举办

五届，已成为在行业有影响力的品牌会议，对促进行业技术进步

以及健康、快速、平稳、有序发展起到了积极引导作用。

2. 为配合工信部等七部委发布《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

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自 2018年 8月 1日实施，协会 2018年首

次在北京专题举办了“动力锂电池回收与循环利用研讨交流大

会”。来自动力锂电池制造和回收企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

专家和投资、经营者 300 多人参加会议，20位专家和企业代表

进行了学术与技术研究成果、产业发展经验交流，杨裕生院士作

了《动力锂离子电池的安全利用和回收》主旨报告，从六个方面

作了系统阐述，深受欢迎。会议得到工信部节能司大力支持。

3. 2019年 3月在南京举办“2019年全国高性能电池新技术

与新材料应用发展暨电池行业智能制造技术交流会”，来自全国

有关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电池生产与材料、设备企业，

新能源汽车制造企业及检测机构代表等 200多人参加大会。通过

这次交流会，参会代表充分交流近年来在高性能电池研发中出现

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成果，探讨电池行业的发展趋势。

4. 协会主办“第十三届、第十四届中国国际电池产品及原

辅材料、零配件、机械设备展示交易会”，同期还举办一系列技

术沙龙活动。

（九）加强国际合作



在第七届理事会期间，协会分别接待了韩国、欧洲电池工业

协会和美国ＵＬ公司驻印度代表对协会的访问，主要交流了各自

开展工作情况，探讨了双方加强合作交流的可能性。

各位代表，中国电池工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在大家的积极支

持与配合下，虽然做了许多工作，但与电池行业迅猛发展的形势

和大家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铅蓄电池消费税问题，虽

然协会从 2015年到现在坚持不懈做了大量工作，尽了最大努力，

但仍未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使协会的努力和大家的期望形成了

较大的反差。通过这件事情也使我们认识到，不是所有努力都能

取得期望的结果，只有在挫折面前，更加不懈努力，并寻找新的

途径，才能有更好的结果，才能更好地为行业服务。

中国电池工业协会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协会，曾经在为企

业服务，引导行业发展方面取得过辉煌的成绩，并获得过全国先

进行业协会的称号，虽经近十年来走了一段弯路，但我们相信，

在新一届理事会领导下，在全体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在上级部门

的支持下，中国电池工业协会一定会重现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