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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作坊随意回收，正规企业“吃不饱”———

每年数百万吨废旧铅酸电池流向何方

新华社北京7月21日
电 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
庭司司长杨文庄21日在国新
办发布会上介绍，目前我国0
至3岁婴幼儿约4200万，其
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
务需求。但调查显示，我国3
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
5.5%左右，供需缺口还很大。

“婴幼儿无人照料是制
约生育的重要原因。”杨文庄
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
据显示，现在家庭户规模是
2.62人，比第六次全国人口
普查的3.1人有所下降，家庭
抚幼养老功能在逐渐弱化。

“截至6月30日，在国家
卫健委全国托育机构备案系
统里，已有4000多家机构通
过了备案，目前还有1万多家
在积极申请，市场反应很积
极、很活跃。”杨文庄表示，近
年来，国家多部门密切合作，
在出台托育机构设置标准、
管理规范、保育大纲、保险等
多方面采取相关举措，取得
了积极进展。

据介绍，国务院办公厅
先后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
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
意见》《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
务健康发展的意见》，对幼有
所育提出明确要求。同时，

“十四五”规划也明确提出要
把托育服务作为重点来发
展，到“十四五”期末，每千人
的托位数从目前的1.8提高
到4.5。

杨文庄表示，下一步将
加强顶层设计，研究编制“十
四五”托育服务发展的专项
规划，明确总体要求、目标、
任务、保障措施等。并从加
强政府引导、支持多元供给、
加强队伍建设、强化示范引
领、加强监督管理等方面做
好托育服务工作。

国家卫健委：

我国0至3岁婴幼
儿中1/3托育服务
需求比较强烈

“游击队”收集，小作坊加工

铅酸电池广泛应用于电动
车、通讯基站等领域，使用寿命
一般在两年左右。中国化学与
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储能应用分
会秘书长刘勇介绍，我国每年

“退役”的废旧铅酸电池约有300
万吨。

废旧铅酸电池因含铅及铅酸
液等物质，可能导致大气、水体、
土壤严重污染，被国家列为危险
废物。根据我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要求，从事收集、贮
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
动的单位，应申请取得许可证。

记者在贵州省贵阳市多个
电动摩托车市场走访发现，有的
商户对相关规定不了解，往往将
废旧铅酸电池直接卖给无资质
小商小贩。“以前有人开面包车
来收，最近有政府工作人员上门
调查，我们才知道废旧铅酸电池
不能乱卖。”一位经营电动车的
店主说。

“一些大的店是我们监管的
重点。难就难在那些小门面，这
些个体户文化程度有限，也不愿
花时间去清点登记、填转移联
单、网上申报；他们把废旧铅酸
电池当成了一般废品，谁出价高
就给谁。”黔南州生态环境局惠
水分局副局长樊龙江说。

那些收废品的“游击队”把
收来的废旧铅酸电池送到哪里
去了呢？业内人士说，其中小部
分卖给了有资质的回收企业，大
部分流向地下小作坊加工；这些
小作坊把铅极板留下、酸液直接
倾倒，不仅利用率低，而且环境
污染风险大。

“最近随着铅价上涨，地下
加工的现象有所反弹。”刘勇说，

从“游击队”到地下小作坊，已形
成完整产业链；地下小作坊没有
环保等成本，利润丰厚，给的收
购价比正规企业高。

去年5月，生态环境部通报
福建一起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案。
经查，霞浦县一加工厂未取得废
旧铅酸电池处置许可就从事拆
解熔炼；自2019年12月投产以
来，共采购废旧铅酸电池130余
吨，已拆解56.54吨，销售铅锭收
入80余万元。

去年12月，西安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了一起无资质回收利
用废旧电瓶污染环境犯罪案件。
据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对大量
废旧铅酸电瓶拆解时，对环境造
成了严重污染，销售非法炼铅所
得铅锭的金额达到1亿多元。

今年5月份，江西省吉水县
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废旧铅酸
电池非法回收处置案件。法院
经审理查明，陈某、黄某、曾某租
赁位于吉水县某乡镇水泥厂内
的一处厂棚非法拆解废旧铅酸
电池、提炼还原粗铅牟利。被当
地公安、环保部门查处时，他们
共拆解130余吨废旧电池，产生9
吨多废硫酸水。经鉴定，非法炼
铅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含铅烟铅
尘、二氧化硫，其浓度分别超出
排放标准的60倍、13680倍；同
时，还对厂区内部和周边的土壤
造成重金属污染。

正规企业审批环节多、流程长

铅酸液就地倾倒，停工一年
气味仍刺鼻……在2018年江苏
查处的一起非法铅冶炼案中，犯
罪嫌疑人回收、拆解废旧铅酸电
池15000余吨，获利1000余万
元，恢复生态则需要2000万元。

刘勇说，每年“退役”的废旧
铅酸电池，经正规渠道回收的仅
有30%左右。据业内人士估计，
贵州省每年就要产生废旧铅酸
电池15万吨、约180万个。据贵
州省生态环境厅公布的数据，截
至2019年底，全省废旧铅酸电池
回收利用企业有22家，年经营能
力89.5万吨，但2019年只回收利
用了6.35万吨。

记者调研发现，正规企业从
事废旧铅酸电池回收，除了要求
有许可证，还必须配套建设专用
仓库、付出更高的物流费用，而
小商小贩以及非法炼铅小作坊
没有环保、税收等成本，做生意
更有优势。这导致有资质的企
业往往“吃不饱”，生存艰难。

贵州某工业园区内的一家
金属加工有限公司，是全省最早
一批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的企业之一。“占地100多亩，设
计年经营规模是5000吨。为达
到环保要求，公司一直在技改，
最近每年投入都在上千万元。”
公司董事长告诉记者，现在的问
题是根本没那么多货，仓库很少
能堆满。

铜仁市生态环境局碧江分
局局长毛瑞起也表示：“现在环
境准入门槛比较高，有规划环评
的化工园区才能接受这些企业。
但如果企业在收集过程中走规
范化程序，利润空间就很低。”

记者查阅环保部门对业内
一些企业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发现问题主要涉及未设置危
险废物识别标志、未按规定填报
危险废物转运联单等方面。

提高规范收集处理率

当前，我国正开展危险废

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受访人
士认为，在有关部门介入下，非
法回收、拆解废旧铅酸电池的
行为有所收敛，接下来应疏堵
结合，不断提高规范收集处
理率。

铅酸电池回收涉及环保、
交通、公安、市场监管等单位。
黔南州生态环境局惠水分局生
态环境综合执法大队负责人杨
卫华等执法人员建议，加强部
门间信息共享和联动执法机
制，除纳入重点监管的企业外，
下一步要聚焦小作坊的非法回
收、转移、经营行为；通过拉网
式排查、发动群众举报等手段，
一旦发现坚决惩处。

“每块电池都有溯源码，就
像人的身份证。”毛瑞起建议，
进一步健全电池回收体系，加大
对电池生产厂家回收网络的考
核，对电池回收予以奖励，反之
要追究责任。

业内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应
进一步简政放权。记者了解到，
在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
版）中，已经对未破损的废铅酸
电池在运输环节给予了豁免管
理。一些干部表示，还需要进一
步简政放权。比如，对各地开发
的转移联单审批系统，社会公众
知晓率、使用率较低；而且由于
环保部门人手短缺，往往难以做
到及时审批。

“跨省转移的程序更多，企
业根本等不起。”一些正规回收
企业建议，国家层面应开发统一
的转移申报系统，畅通废旧铅酸
电池合法回收渠道；同时，完善
相关补贴政策，扶持正规收储企
业发展。

据新华社电

近年来，非法收购、拆解废旧铅酸电池的案例屡见不鲜。记者调查发现，废旧铅酸电池对环境污染严重，有的犯罪嫌
疑人获利1000万元，但后续恢复生态需要花2000万元。

据业内保守估计，我国每年产生的废旧铅酸电池达数百万吨。它们流向了何处？

铅酸电池
铅酸电池，是一种电极主要

由铅及其氧化物制成、电解液是
硫酸溶液的蓄电池。铅酸电池
广泛应用在交通、通信、电力、军
事、航海、航空等领域。

工信部印发的《2013年工业
节能与绿色发展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明确
以涉铅行业绿色发展为抓手，促
进铅酸蓄电池、再生铅等涉铅行
业规范发展，提高污染防治水
平，推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根据这个《方案》，我国实施
铅酸蓄电池行业准入管理。严

格执行《铅蓄电池行业准入条
件》和《铅蓄电池行业准入公告
管理暂行办法》，对新建、改扩建
和现有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实
施准入公告管理，联合环境保护
部门发布符合准入条件的企业名
单公告；组织开展各地区行业主

管部门以及骨干企业进行准入管
理培训工作；抓紧淘汰落后铅酸
蓄电池生产能力，重点淘汰开口
式、干式荷电、镉及砷含量超标以
及经整改环保不达标的落后铅
酸 蓄 电 池 生 产 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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