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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

案》，提出在铅酸蓄电池、电器电子产品、汽车、包装物等四大

领域实施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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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科技部固废资源化专项设置了“铅蓄电池

全生命周期追溯体系设计及示范应用”课题，由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

理技术中心共同承担。其中，明确提出要制定《铅酸蓄电池生态

设计标准》。 

（二）协作单位 

    1.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创始于 1986 年，现已

成为以电动车环保动力电池制造为主，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汽

车起动启停电池、风能太阳能储能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以

及废旧电池回收和循环利用、城市智能微电网建设、绿色智造产

业园建设等为一体的实业集团。天能集团牵头起草了《绿色设计

产品评价规范 铅酸蓄电池（T/CAGP(CAB) 0022-2017）》等

标准。 

2.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建有国家企业技术

中心、国家认可实验室、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专家工



 

作站等，配备了国际先进的研发试验和综合测试设备，拥有以院

士为首，国内外教授、专家作为技术带头人的具有丰富理论与实

践经验的研发团队。2015-2017 年，公司收购安徽华铂再生资

源科技有限公司，进入环保型资源再生产业，打通了蓄电池产业

链。 

3.生态环境部固废管理中心：中心成立于 2013 年 6 月，是

生态环境部直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是环保部固体废物、化学品、

污染场地、重金属环境管理的技术支持机构，负责铅蓄电池回收

利用具体管理，起草了《废铅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

（HJ519-2020）》等技术规范和标准。 

4.北京工业大学：学校创建于 1960 年，是一所以工为主，

工、理、经、管、文、法、艺术、教育相结合的多科性市属重点

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长期从事循环经济研究，参

与多项行业标准制定。 

5.河南晶能电源有限公司：公司是天能集团的第九家生产基

地，公司位于孟州市产业集聚区，占地面积 400 亩，主要经营

蓄电池、极板研发、生产及销售，蓄电池配件加工及销售，动力

电源技术研发等。 

    6.济源市万洋绿色能源有限公司：公司是天能集团的控股子

公司，主要经营蓄电池及相关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 

（三）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1.毛书彦：负责标准的起草和调研论证，数据测算等工作。



 

高级工程师，现任职于天能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央研究院，

多年从事化学电源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标准化管理、技术管理

等工作。参与制定国家标准一项、行业标准一项、团体标准一项，

参与完成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等各类技术标准数十项，完成国家

级《废铅酸蓄电池回收利用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项目。 

    2.张德元：负责指导编制标准框架构成及关键指标要点等工

作。就职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长期

从事循环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参与国家十二五、十三五循环经

济发展规划编制，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

行方案》等国务院文件起草等工作。牵头承担科技部《工业园区

可持发展能力及验证技术研究》《铅蓄电池全生命周期追溯体系

设计及示范应用》两项课题，省部级课题四项，地方课题十余项。 

3.何艺：负责负责技术要求指标产业核对与确认等工作。中

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化学工程专业博士，现为生态环境部固

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正高级工程师。起草了《废铅蓄电

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519-2020）》等技术规范和标准。 

二、工作主要过程； 

标准编制任务确定后，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

管理研究所牵头组成标准编制工作组。工作组认真解读项目目标

与要求，经充分讨论协商后确认了《铅酸蓄电池生态设计标准》

框架，邀请政府管理部门及企业代表参加，积极征求和汇总各方

面的意见。具体工作如下： 



 

（一）资料收集整理 

完成国内外与铅酸蓄电池生态设计（绿色设计）相关政策、

法规、标准的收集、整理、分析和归纳总结工作。研究分析了国

内外对铅酸蓄电池生态设计标准需求及相关管理发展趋势及存

在的问题。 

（二）起草标准草案 

2019 年 5-10 月，为尽可能完善铅酸蓄电池生态设计标准，

增强标准适应性、可行性，标准编制组查阅大量与之相关的国内

外标准、法规、通知等文件，结合国内铅酸蓄电池现状与行业发

展趋势和绿色产品发展趋势，编制了《铅酸蓄电池生态设计标准》

草案。初步选择以资源消耗、有毒有害物质减量替代、再生原材

料使用、可回收性以及免维护设计等为核心指标的标准草案。 

（三）开展企业调研 

2019 年 11-12 月，编制组会同有关专家随后对浙江、江苏、

河北、河南、湖北等地的铅酸电池生产企业开展了现场调研，主

要通过会议沟通、资料查阅等方式，与企业技术人员交流，征求

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技术人员对本标准的研制意见并收集企业

相关资料等。 

（四）完成标准立项 

2020 年 5 月 6-10 日，中国循环经济协会采取函审的方式，

组织行业专家对《铅酸蓄电池生态设计标准》立项申请材料进行

了认真评审。2020 年 5 月 11 日，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印发了《关



 

于<铅酸蓄电池生态设计>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中循协发

[2020]40 号），完成了标准立项工作。 

（五）组织专家论证 

2020 年 8 月 21 日，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

《铅酸蓄电池生态设计标准》团体标准中期评审会，组织相关等

单位的专家对标准进行论证，并通过了中期评审。会后，编制组

就标准内容广泛征求了相关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的意见，结合专

家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完善。 

三、确定中循协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一）术语定义 

本标准给出了标准所涉及到的术语的定义，他们与国内同类

术语标准基本相同，尽可能保持不同技术标准间的协调性、一致

性。 

（二）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主要从国家及地方政府对铅酸蓄电池企业污染物

排放所制定的限制性要求为基准，结合质量、环保、职业健康等

体系要求，结合企业产品绿色设计推进工作、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符合性、绿色供应链实施管理、产品质量符合性、产品说明

书规范性要求及对组织的基本要求等方面进行限制性说明。是企

业及产品符合生态设计的基准线。 

（三）评价指标 

铅酸蓄电池的生态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



 

标组成。其中，一级指标主要包括资源消耗、有毒有害物质减量

替代、再生原材料使用、可回收性设计以及免维护设计等。二级

指标则结合铅酸蓄电池固有特性，分别列出单位产品耗铅量、重

金属含量等指标内容。评价指标基准值来源于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并适当提高要求，如 Hg 含量从 0.0005%提高到 0.0003%，进

一步限制有害物质含量，为确保环境安全提供支撑。 

（四）判定方法 

通过核查企业提供的符合性证明材料并结合各项评价指标

的具体计算公式，计算核准评价指标符合性。 

四、标准水平 

本标准的制定填补了国内外铅酸蓄电池生态设计标准空白，

可以有效引导铅酸蓄电池行业推动铅酸蓄电池生态设计理念，加

快推动铅酸蓄电池产业绿色制造战略实施，其中部分技术指标严

于《铅酸蓄电池环境意识设计导则》。本标准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五、标准属性 

本标准属于首次制定，为推荐性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