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充分发挥区
位优势，主动承接京津优质项目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取得良
好效果。冀州区数码相纸生产基地作为主要目的园区，吸引
北京太阳大地数码公司整体搬迁冀州，今年 2月份正式投产
后，产能提高4到5倍，产品由单一生产转向广告喷绘耗材全
产业链生产，成为冀州的优势产业。

图为2月26日，在冀州区数码相纸生产基地，客户在旭晨
晟世数码科技公司（原北京太阳大地数码公司）展厅挑选相纸
样品。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京企外迁河北 带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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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以人为本。

放眼全球，可以发现各国积累的很多科技惠民

生的经验：护理机器人大大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清

洁取暖基本解决了冬季采暖带来的空气污染；电子

标签技术则让民众在食品安全上更放心地选择……

新产品提升生活品质
提高养老服务质量是民生工程之一。在这方

面，老龄化较严重而机器人技术又较发达的日本已

将目光投向了护理机器人。日本许多大企业积极

参与研发护理机器人，比如松下公司推出了一款独

特的机器人床，它由可拼接的两部分组成，一部分

是固定的床，一部分是轮椅形状的机器人，可以帮

助腿脚不灵便的老年人和残疾人移动，已在多家养

老院得到应用。

护理机器人多种多样，如东京理科大学教授小

林宏领导的“小林工作室”开发的护理机器人有可

穿戴助力机器人、人工步行辅助装置和人工排泄辅

助装置等。养老院用上这些新型机器人产品后，可

以改善老人的生活状况，提高服务质量。

其实，普通民众也可用一些新型机器人来提升

生活品质。比如现在许多家庭已用上了扫地机器

人，它能自动在房间内完成地面清扫、吸尘、擦地等

工作，被称作“懒人福利”。目前有的扫地机器人价

格已经低到了千元以下，可进入寻常百姓家。

新技术解决生活难题
长期以来，在冬季采用烧煤等方式取暖的地

区，由此导致的空气污染令人烦恼。在极端情况下

这还导致过灾难，比如 1952年英国伦敦经历的烟雾

事件，爱丁堡大学的研究认为约 1.2万人因此死亡。

现在伦敦已摘掉了“雾都”的帽子，重要原因之

一就是采用新技术，逐渐用天然气替代煤炭作为冬

季取暖燃料。英国政府 2016 年底发布的一份建筑

物供暖咨询报告显示，80％的英国家居供暖依靠天

然气。

新技术还能让传统的燃煤变得更安全。比如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开发出一种绿色高效

燃煤炉，与传统燃煤炉相比，氮氧化物的排放可降

低 30％到 45％，节煤量可达 20％到 30％，且有利于

实现炉内高效固硫与固灰，燃烧烟煤也可达到“无

烟排放”的效果。

在民生工程中，除了推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

暖外，在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加快推进畜禽养

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这两方面，新技术也有用武

之地。

“垃圾围城”是很多城市居民的生活之痛，而一

些新技术可以让垃圾回收利用变得有利可图。比

如法国人认为垃圾是“摆错了位置的财富”，从事垃

圾回收行业的法国企业“绿色包装”公司数据显示，

从 1992 年至今，法国共有超过 4000 万吨废弃包装

垃圾被回收，重新制成纸板、金属、塑料等材料，或

转化为热力等能源。

同样，对养殖业中畜禽产生的大量废弃物，过

去常是简单地用作肥料或一丢了之，会导致环境污

染等问题。但在澳大利亚出现了一个很受欢迎的

创新：用袋熊的粪便造纸。袋熊是食草动物，主要

生活在澳大利亚东南部，其粪便中含有大量纤维，

可用于造纸。这种新型纸张作为澳大利亚独具特

色的纪念品，受到许多游客喜爱。

新信息指引生活选择
民生工程中还有房地产和食品安全。信息对

这两个产业至关重要，而信息技术的进一步提升，

可以帮人们做出更好的生活选择。

比如在房地产领域，长期以来消费者需要亲身

到现场看房，且往往会在多个房源间来回奔波，费

时费力。而近来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技术的发

展，已经使许多房地产商建立了自己的数字化展示

系统，消费者只要在一处门店戴上头盔，就能同时

“亲眼看到”多处房源状况，从而更方便地获取信息

以帮助买房决策。

在食品安全领域，电子标签等技术的发展使

得食品“从农场到餐桌”的产业链都可追溯。比

如，美国农业部在牛羊养殖等行业中推广了无线

射频电子标签，用它来监控牛羊的生长过程，避免

有病牲畜流入食品市场。消费者在市场上只要一

扫电子标签，就能知道眼前的牛羊肉来自哪里，放

心地购买。自从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用电子

标签保障食品安全以来，中国也逐步推广电子标

签体系。

总之，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可在各个方面惠及

民生，只要应用得当，未来的生活肯定会更加美好。

（据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惠民生也要靠科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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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一批标注“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的急救箱被安
放在上海市的部分地铁站内。AED 可以为心脏病突发患者
恢复心律，在最佳抢救时间内挽救生命。目前上海在人流
密集的公共场所已装备超过 1000 台 AED，预计今年将达到
1500台。

图为2月 26日，上海市陆家嘴地铁站过道的墙壁上挂着
的一台自动体外除颤器。 新华社记者 陈飞摄

上海地铁站配备体外除颤器

近日，杭州一小区门口的工具房开始向居民提供信用物
品租借服务，居民只需使用手机支付宝扫描所借物品的二维
码进入“刷脸”模式，储存个人面部信息，个人芝麻信用分600
分以上即可免押金借还球类、婴儿推车、梯子等多种家庭常用
物品。据了解，2017年6月底，杭州这类提供“刷脸”信用物品
租借服务的小区将达到10余家。

图为2月 26日，杭州一小区的居民使用个人信用租借一
辆婴儿推车。此次租借免押金，租车费用为每小时5元。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杭州：“刷脸”租借进小区

去年以来，枣强县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对本县传统燃
气制造业进行“智能”提升。该县瑞星公司研发制造了智能气
体腰轮流量计、燃气调压器、仪器仪表等26大系列580余个产
品，俏销印度、印尼、伊朗等10个国家和地区。

图为2月25日，在河北省枣强县瑞星公司，工人利用机器
臂车床加工燃气设备零部件。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河北枣强：智能燃气设备俏销海外

本报记者 刘 垠

欧盟委员会近日发表声明称，三家欧洲汽车电

池回收行业领军企业违反了垄断法，因一致压低买

入价格和抬高卖出价格获利，而“吃”了 6.8 千万欧

元的罚单。

来自欧盟的另一个数据显示，99%欧盟汽车电

池都会被回收，每年约回收 5.8千万个汽车电池。

让我们将视线拉回至国内。国务院发布的《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12—2020年）》指

出，到 2020 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

车累计产销量超过 500万辆。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

心预测，到 2020 年前后，我国纯电动（含插电式）乘

用车和混合动力乘用车动力电池，累计报废量将达

12—17万吨。

面对日渐紧逼的电动汽车动力电池退役潮，如

何处置渐成规模的退役动力电池，将是影响新能源

汽车发展的重大课题。动力电池的回收和处理现

状如何？国内现行法规又有什么保障？就此，记者

采访了相关企业和专家。

20202020年我国电动汽车年我国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动力电池
累计报废量将达累计报废量将达 1212万—万—1177万吨规模万吨规模

退役潮逼近退役潮逼近 动力电池何处安放动力电池何处安放

我国车用动力电池大多为锂离子电池，虽然不

含汞、镉、铅等毒害性较大的重金属元素，但废旧锂

离子电池若处理不当仍对环境造成极大污染。比

如，废旧锂离子电池的电极材料进入环境中，可与

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造成重金属污染、碱污染

和粉尘污染；电解质进入环境中，经过化学反应，可

能造成氟污染和砷污染。

相关研究表明，回收锂离子电池可节约 51.3%

的自然资源，包括减少 45.3%的矿石消耗和 57.2%的

化石能源消耗。此外，锂离子电池中的镍、钴、锰等

有价值的材料，通过回收可再利用。

“动力电池再利用，还能提高电池全生命周期

使用价值。新能源汽车淘汰的动力电池，仍保持

70%—80%的初始能量，如果直接拆解回收，是对电

池剩余使用的浪费。”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研究咨

询部部长张成斌说，动力电池报废后除化学活性下

降外，电池内部的化学成分并未改变，这些电池的

能量完全能继续满足家庭储能、分布式发电、移动

电源等使用。

值得关注的是，2016 年 12 月 1 日，工信部发布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对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和

吃干榨净 提升生命周期使用价值
政策先行、技术护航，是否车用动力电池的回

收处理就能顺利开展？其实不然。

2016年，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就动力电池回收

再利用相关问题展开调研并发布报告，作为报告撰

写负责人，张成斌坦言，我国已基本掌握相应的回

收处理技术，但回收工艺水平较低。一方面，国内

针对动力电池的回收工艺路线还处于探索阶段，以

循环制造为目标的回收技术尚未开展；另一方面，

国内对动力电池回收处理普遍还停留在废物处理

的阶段，资源回收再利用以及锂离子电池循环再制

造技术的研究仍未开展。

“我们去年回收了 2000 多吨锂电池，车用动力

电池占了不到 100 吨，目前通过国内自主的湿法冶

金结合环保工艺处理，主要是拆解后再利用。”赣州

市豪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区汉成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车用动力电池市场还没进入大量报废期，可

回收利用的动力电池有限，导致企业难以形成规模

化效应，缺乏有效的盈利模式。

动力电池回收和再利用，面临着退役电池复杂

性高、缺乏检测拆解机制和标准，还未建立成熟的

回收体系等问题。

“虽然国家政策明确采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度，电动汽车生产企业承担电动汽车废旧动力蓄电

池回收利用的主要责任，但不是强制性规定且缺乏

明确的奖惩机制。”张成斌说，加上动力电池回收再

利用经济性不高，目前各级动力电池相关主体对政

策的执行不乐观。

作为深圳豪鹏国际的子公司之一，2010 年，赣

州豪鹏投资一个多亿专门做锂电池回收处理，但一

直处于亏损，最近由于有价金属上涨才有所改善。

促使他们做电池回收的动机，是因为“自身企业生

产了那么多电池，也应该履行社会责任了”。

“废旧电池回收产业还是大有发展的，建立完

善梯次利用模式将产生一定社会经济效益。”区汉

成强调，梯次利用并不是新鲜事，比如玩具车用完

的电池装在遥控器上继续使用；退役车用动力电池

可作为电力储能产品，或用在低速电动车上。

在区汉成看来，目前梯次利用标准还没建立，

国家要制定相关政策并有法规配套。为什么充电

宝带上飞机被严格限制？“原因在于当年充电宝产

业刚发展，质量标准建设没有跟上，小作坊把废旧

笔记本的电池装在充电宝上，产生安全隐患。新能

源汽车拆解下来的动力电池，如果梯次利用管理不

好，则会产生更大的安全危害。”他建议，应从国家

部委牵头，推进电池梯次利用科学评估标准建立，

并推出有效的管理机制。

科学处理 先梯次利用后拆解回收

“多个车厂建一个平台做动力电池回收，之后再

统一进行梯次利用或者废物利用。”在区汉成看来，

理想状态是打造一个动力电池生态圈：建立以车厂

为主的动力电池回收网络，4S店辅助回收。此外，国

家要对废旧电池流向进行监管，这需要溯源体系的

建立，实现电池从出生到退役的溯源和监管。

如何迎战三年后的动力电池退役潮？张成斌

表示，不仅要研究电池标准化并落实可追溯体系，

加大回收再利用关键技术研发；而且要鼓励商业模

式创新试点，对具有推广价值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进行复制，落实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体系建设，但

要避免一些投机企业为了补贴跟风进入这个行业。

与此同时，张成斌建议国家应制定和实施动力

电池回收奖惩措施。比如，对未按照回收政策履行

责任义务的企业进行行政和经济处罚，甚至与车辆

公告和电池目录挂钩；对电池回收企业和电池再利

用企业按照电池套数、容量等方式进行补贴、税收

优惠，保证回收再利用企业的经济性；对消费者采

用押金和奖励并行制度，消费者主动上交废旧电池

时，退回押金并增加额外补偿……

区汉成透露，目前公司准备联合北汽新能源等

几家车厂和电池制造工厂，计划在河北建设一个京

津冀区域的动力电池回收示范点。通过资源整合，

打造一个动力电池回收的公共服务平台。

不少电池企业开始进军电池回收，比亚迪、中

航锂电等生产动力电池的企业，均已布局动力电池

的梯度利用业务。媒体透露，国轩高科将共同开发

电池回收和梯次利用相关技术及市场，2017 年，国

轩高科储能市场销售规模规划约 10亿元，并将建成

电池拆解资源回收中试线，日处理 2000只电芯。

直面难题 打造动力电池生态圈

要求作出详细规定，汽车生产企业承担动力蓄电池

回收利用的主体责任；2017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倡导绿色制

造、保护生态环境，并对汽车生产和动力电池回收

提出具体要求。

“如果废旧动力电池梯次利用技术提高、经济

成本下降，在梯次利用领域，动力电池的全生命周

期使用价值将会得到充分利用。”张成斌举例说，

2012 年起，万向电动汽车有限公司承担科技部 863

项目期间，开发出一整套绿色回收处理再资源化工

艺技术、一条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中试线，可实现

20吨/年的锂离子电池无害化回收。

（（图片来源于网络图片来源于网络））

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机制，充分
实施“延伸生产者责任”制度，利用法律强制力对各
个环节进行规定，约束整个电池生命周期的各个相
关主体，使其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责任和履行义
务，并对违反法律规定的主体进行严厉的惩罚。

美国：针对废旧电池立法涉及联邦、州及地方
3 个层面，对废旧电池的生产、收集、运输和贮存等
过程提出技术规范，并采取生产者责任延伸和押金
制度。

欧盟：采用生产者承担回收费用的强制回收制
度，并对电池使用者提出法定义务。自1990年起，
欧洲车厂已开始强调在汽车中使用可回收的材质

及零组件再利用。欧盟从 2008年开始强制回收废
旧电池，回收费用则由生产厂家来负担。

德国：回收领域较为成熟，电池生产和进口商
必须在政府登记;经销商要组织收回机制，配合生产
企业向消费者介绍在哪儿能免费回收电池;最终，用
户有义务将废旧电池交给指定的回收机构。

日本：在回收处理废电池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
列。从 1994 年 10 月起，日本电池生产厂商建立

“蓄电池生产—销售—回收—再生处理”的电池回
收利用体系。这是建立在每一位厂家自愿努力的
基础上，零售商家、汽车销售商和加油站免费从消
费者那里回收废旧电池。

充分实施“延伸生产者责任”制度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