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迪BUDDY蓄电池6-GFM-1712V17AH高压电源胶体

产品名称 宝迪BUDDY蓄电池6-GFM-1712V17AH高压电源
胶体

公司名称 山东萱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铅酸蓄电池:直流屏，不间断电源
12V,2V:阀控式电池

公司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粟山路10号滨河小学东临圣
地龙帛大厦6层080号（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5810400700 15810400700

产品详情

宝迪蓄电池有限公司（美达电器集团）是制造阀控密封式铅酸蓄电池和高低压成套开关设

备的高新技术企业，位于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城西工业开发区，近靠皖赣铁路和徽杭高速公

路，交通十分便捷。

解读：宝迪废铅酸蓄电池回收合规之路的历史演变近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正式批准发布标准《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技术规范》，同时也结束了我国废铅酸蓄电

池回收行业多年来无“法”可循的窘境。该标准规定了社会流通领域废铅酸蓄电池的收集

、贮存、运输、转移过程的处理方法及管理措施，并将于2019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我

国铅蓄电池行业发展多年，尤其是“十一五”期间，铅蓄电池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每年产

量平均以约20％的增速上升。据SMM统计，截止2018年底，铅蓄电池行业产能已超出4亿



KVAh。而相较于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行业从2014年起飞速发展，仅仅4年时间，就出台了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相关标准，废铅酸蓄电池合规回收之路则是经历了多年的演变。

起步阶段：对废铅蓄电池的处理均参照1996年4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2003年，《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出台，明确了对于铅蓄电池从生产

－回收－处置的要求，并于2016年12月重新修订了《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核心是

：加大铅的回收力度。2004年5月，颁发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正式建立

了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行业许可管理制度。按照经营方式，分为危险废物综合经营许可证、

危险废物利用经营许可证和危险废物收集经营许可证。发展阶段：2008年8月，《危险废

物名录》开始施行；2016年6月，新版《危险废物名录》发布，其中废铅蓄电池被认定为

危险废物。2008年8月20日，第23次常务会议通过《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

》，并于2011年1月1日起施行，提出：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的责任：生产者的责任主要是

“绿色”生产。加速阶段：2014年，《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中将“铅”

列入5种重点防控的重金属污染物之一，铅蓄电池行业也被列入5种重点防控行业之一。20

16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科技部制定了《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

延伸试点工作方案》，组织开展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试点工作。提出：探索生产者自行依

托销售渠道、维修网点等逆向物流优势，建立废旧电器电子产品回收体系或委托第三方机

构对其产品进行回收。2016年12月，办公厅印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工作

目标：到2020年，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相关政策体系初步形成，产品生态设计取得重大进

展，重点品种的废弃产品规范回收与循环利用率平均达到40％。到2025年，生产者责任延

伸制度相关法律法规基本完善，重点领域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运行有序，产品生态设计普

遍推行，重点产品的再生原料使用比例达到20％，废弃产品规范回收与循环利用率平均达

到50％。形成阶段：2019年1月，生态环境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了《废铅蓄电池污染防治



行动方案》。目标：整治宝迪蓄电池非法收集处理环境污染，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提高废铅蓄电池规范收集处理率。到2020年，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通过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

制度实现废铅蓄电池规范收集率达到40％；到2025年，废铅蓄电池规范收集率达到70％；

规范收集的废铅蓄电池全部安全利用处置。2019年1月底，生态部、交通部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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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到2020年，试点地区铅蓄

电池领域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废铅蓄电池集中收集和跨区域转运制度体

系初步建立，有效防控废铅蓄电池环境风险；试点单位在试点地区的废铅蓄电池规范回收

率达到40％以上。直至2019年4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发布标

准《废铅酸蓄电池回收技术规范》。这也意味着，废铅蓄电池回收行业正式步入“合规”

之路。由于废铅蓄电池来源广泛且分散，部分非正规企业和个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导致非

法收集处理废铅蓄电池污染问题屡禁不绝。据悉，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铅锌分会副理事

长马永刚表示，我国正进入一个电池报废高峰期，每年铅蓄电池理论报废量超过600万吨

；保守估算，超过60％的废旧铅蓄电池流入非正规渠道。而据SMM了解，在2015年之前这

一比例增一度高达80％，正规再生铅企业普遍呈“吃不饱”状态。此外，近年来，随环保

要求提高，再生铅行业产业升级，且产能逐步从非持证企业转移到持证企业。据SMM统

计，2018－2020年，持证再生铅企业新扩建产能每年平均增加60－70万吨（折合废铅蓄电

池处理能力约100万吨），预计到2020年废铅蓄电池处理能力将达到1000万吨以上。而废

铅蓄电池市场回收体系的形成，促使废铅蓄电池进一步流向正规渠道，也为再生铅合规产

能的释放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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