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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电信和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对铅电池

的需求不断增加，环境控制滞后导致了分布范围较广的铅污染和铅中毒。铅中毒对

环境和职业健康都构成严重威胁，而且电池生产和回收业务是现在中国铅暴露的最

重要来源。近年来，不断有在铅电池生产企业周围发生大规模的严重铅中毒事件的

报道，其中一些中毒事件已经导致骚乱并对目标工厂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解决环境违规问题，包括关闭共 583 个铅蓄

电池制造和回收厂家。但这些是不够的，中国的环保标准还存在很多的缺陷，执法

力度不够，并且也缺乏统一的经济激励体系鼓励从消费者或者企业回收旧电池。 

在政府部门努力改进的同时，私营部门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来控制铅蓄电池制

造和回收企业的铅排放，以减少对公众健康和环境的影响。一些非政府组织已开始

通过与电信行业沟通来实现这种努力。此份报告概述了我们努力的方向，即让主要

的电池购买商能够了解他们的供货商的违规记录，并在购买新电池的过程中考虑这

些因素。同时，我们计划和这些购买商进行建设性的合作，鼓励他们促使其供货商

改善环境表现，减少铅的职业暴露。 

同时我们还发现：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铅电池制造国家。从 2004 到 2010 年。中国的铅电池产

量增加了 133%。 

 自 2005 年以来，中国各地已经出现至少 27 起与铅蓄电池生产和回收行业有

关的严重的集体铅中毒事件的报道。这些铅中毒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国内的铅

电池生产或回收工厂附近，但是在上海附近的一家美国江森公司所属工厂邻

近的社区也发生了铅中毒事件。 

 中国再生铅冶炼厂的平均铅回收率约为 80％-85％， 而发达国家可达 95％。

中国只有 32%的精铅产自于再生铅而发达国家这个数据为 80%。 

 中国的环境空气铅含量容许标准是美国相应标准的十倍，中国工人也正在承

受着更为宽松的铅暴露标准。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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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由于汽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和光伏太阳能市场的扩张，中国对铅酸蓄电池的

需求迅速增长。众所周知，铅酸蓄电池的生产以及废旧电池的回收再处理能导致大

量的铅排放到环境中。这种有毒金属从空气沉降到土壤的过程中，会有一部分被人

体吸收。在这些工业区附近，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也很普遍。 

自 2005 年以来，中国各地已经出现至少 27 起与铅蓄电池生产和回收行业有关的

严重的集体铅中毒事件的报道，包括 2011 年上半年发生的 6 起铅中毒事件。其中，

浙江省一家生产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电池的工厂附近的居民，至少有 300 人被查出

血铅浓度超标，高达正常值最高指标的七倍。中国的铅酸蓄电池生产和回收行业大

部分是小企业，这使这一环境问题尤难解决。据估计，中国 70-80％的废旧铅酸蓄电

池是由非正规的小作坊收集和回收的 1。 

针对这些中毒事件，中国环境保护部近期宣布，将铅和其他四种重金属的减排目

标列为政府“十二五规划”中的一部分。电池生产和铅冶炼行业也是规划中的一部

分。2011 年 6 月到 7 月，大量的生产厂家暂时停产，政府主管部门对它们的环保现

状进行检查，没有合格的经营许可证的工厂将被责令关闭。此举的目的是依法遏制

大批污染企业将来可能导致的铅污染排放。 

中国政府最近的行动表明其已认识到迫切需要制定法律法规和配套方案来控制铅

电池行业的污染，进而，也就需要制定专门针对收集和回收废旧电池的详细指南，

来提高行业的环保水平。此外，严格执行现有法律，加大对违法者的惩治力度，提

高消费者的意识和行业的透明度等，都有助于铅酸蓄电池行业改善现状。  

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是已经遵守现行法律的铅电池制造回收企业也还可以做更

进一步的工作以减少铅排放和工作场所的铅暴露。我们对中国现有法规的调研显示

出在某些方面中国和美国的标准存在显著差距。 

该报告分析了中国铅酸蓄电池行业的结构，列举了主要利益相关方，包括铅酸蓄

电池的生产商、回收商以及购买商，并总结了与该行业最相关的环境法律和法规。



2 

 

该报告还概述了由于缺少环保整治措施和政府监管不严而对公众健康和环境造成的

负面影响。该报告提出了一些行业改革的建议，并具体分析了提高铅酸蓄电池回收

再生处理水平而带来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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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铅电池的生产、回收对人类及环境的影响  

铅中毒是对儿童健康最严重的环境威胁，也是导致职业病发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铅中毒可导致神经功能的丧失甚至死亡，取决于铅暴露的程度和时间。中等程度的

铅暴露可导致儿童学习能力大大降低、智商下降，并容易引发儿童多动症和暴力行

为。 

在中国，铅酸蓄电池的生产和回收是铅暴露的最主要来源。在发展中国家，居住

在铅酸蓄电池工厂附近的儿童的平均铅暴露程度是世界卫生组织（WHO）确定的警戒

标准的四倍，同时这些企业中工人的平均血铅水平是美国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

所（NIOSH）规定的应调离含铅工作环境的血铅标准的两倍 2。另一篇 2010 年在《环

境科学》（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发表的研究性论文提到，对 135

名中国铅酸蓄电池行业的工人进行体检，结果表明这些工人的平均血铅水平（BLL）

为 43 ug/dL，超过正常水平的 4 倍 3。最近有一篇评论指出，中国有 24%的儿童血铅

水平超过了 WHO确定的警戒标准 4。 

随着中国和全世界的汽车、电讯和太阳能工业对铅电池需求的增长，中国的铅电

池生产工业飞速发展，而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则没有跟上。这种情况导致了几百例

排放违规事件，在电池生产和回收工厂周边区域造成了广泛的铅污染和铅中毒。  

 

集体性中毒威胁人类健康和儿童发育 

 虽然大部分铅中毒是慢性的，但是最近一些报道表明局部急性铅中毒正影响

着中国不同地区的很多居民。从 2009 年开始，中国已经报道了 30 多起严重的铅中

毒事件，影响了成千上万的居住在铅电池生产厂家和回收机构附近的包括儿童在内

的居民和工人。最近，在 2011 年 7 月，江苏省台资电池工厂的三分之一员工的血铅

含量（BLL）水平为 28 至 48 ug/dL5。该报告的附件 A 列出了这些事件的描述以及这

些铅中毒事件涉及的地点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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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中的一些当事人认为当地政府官员没有充分公开中毒的范围和严重性，

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污染工厂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的惩罚。在 2011

年安徽省的一项铅中毒事件中，100 多名儿童被发现血铅含量（BLL）超标 6。几百位

当地居民因此在已知为污染源的电池企业门口静坐以示抗议。 

 

薄弱的管理职能付出的环境代价 

2010 年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联合发布了第一个全国污染普查，以

确定主要的空气和水污染物总量。普查数据表明，在 2007 年有 900 吨铅、汞、铬、

镉和砷流入环境当中 7。 

由熔铅烟气释放到空气中的排放物最终沉积在灰尘和土壤中，排放到下水道中的

含铅污水最终将流入地表水和地下水。在水中生长的粮食作物，例如作为中国主要

食物来源和重要经济来源的水稻有可能被污染。生活在含铅水体中的鱼类和其他生

物也将从环境中吸收铅。 

铅排放是一个跨越国境的国际问题。一项 2010 年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某些地方空气中的铅颗粒中有 30%来自于亚洲 8。 

 

政府行动 

作为对环境问题和企业的违规行为的回应，中国政府暂停运营甚至关闭了一些工

厂。2011 年 5 月，在浙江、广东两省至少有 300 家电池制造企业被关闭等待检查。

在安徽省，80%以上的电池制造企业临时停产，该省 97 家铅电池企业中的 27%永久性

关闭 9。全中国已经关闭了总共 583 家工厂 10。另外，具媒体报道，有些被关闭的工

厂的水电也被切断，可能是为了防止它们重新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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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中国铅电池市场  

铅电池有广泛的应用。在中国,电动自行车工业大约消耗了国产总铅电池的 37%。

汽车和摩托车行业紧跟其后,使用了 33%的总电池生产量 11。铅电池还广泛用于为太

阳能光伏,以及风能和其它可再生能源系统提供能量储备。UPS(不间断电源)系统、

手机塔（基站）、叉车以及其它多种应用也占了铅电池产量的一小部分。 

 

电动自行车和电动车 

过去十年，中国电动自行车的使用飞速发展。消费者对便宜，便捷，高效的交

通工具的需求，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电动自行车的最大的市场。至 2010 年底，中国

国内使用的电动自行车达到 1.2 亿辆，比汽车多出 30%。2010 年一年，中国就生产

了 3000 万辆电动自行车。12 

电动自行车电池和一般汽车电池差不多大小，含铅约 10 公斤，约需每年更换一

次。因此，中国电动自行车电池市场大约是汽车电池的两倍。电动自行车电池还有

二级市场。一级市场为新电动自行车提供原厂电池，而二级市场提供更换时需用的

电池。大约 70%的电池用在更换电池上。13 政府补贴和持续的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会进

一步扩大电动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电池市场的规模。 

此外，政府还把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的发展整合到发展可再生技术的国家政策

中。政府正在把一项鼓励在公共交通系统中使用新能源汽车的试点项目推广到 20 个

城市。我们可以预期这个市场将显著增长。14 虽然这些新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锂离子电池，由于成本低廉，预计铅电池也会起一定的作用。 

 

汽车和摩托车 

随着汽车行业在中国不断扩大，汽车生产和国内消费量不断增加，电池市场也

将增加以满足汽车市场的需求。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和消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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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生产了 1830 万辆汽车。
15
（在这个市场里）大约 60-70% 的铅电池生产量被

用在新制造的汽车上，剩余的 30-40% 被用作更换电池。16 

国家促进国内消费的政策造成了一个健康的摩托车销售市场。2009 年，政府启

动了“农村地区摩托车补助计划”，购买一辆新的摩托车会得到 13%，最高 100 美元

的补助。2010 年，摩托车保有量达到 1 亿辆，其中 2760 万辆是新生产摩托车。17,18 

据中国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数据显示：有 840 万辆的摩托车用于出口。19基于海外市场

对摩托车的需求，尤其是东南亚国家，预计摩托车出口量在 2011 年会持续增长。 

 

可再生能源技术 

中国计划于 2020 年之前达到 15%的动力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为了支持

这个目标的实现，包括“国家科技中长期计划（2006-2020）”在内的国家最近政策

发展将会显著扩大对太阳能光伏和风能应用的支持。20 这些替代能源设施被大量地

部署于没有电网或者电网能力不足的农村地区，因而需要储存电能的设备。中国现

有光伏太阳能系统的 75%依赖于铅电池来储电。21 

据中国电池工业协会估计，到 2011 年底，10%的铅酸蓄电池市场是供给光伏系

统的，同时他们预计在此类能源储备电池中的铅用量将会从 2010 年的 16 万吨增长

到 2015 的 40 万吨。22能源储备电池的使用寿命是 3.5 年左右，因此有大约 30%的电

池每年会被置换掉。23 

中国要达到在 2020 年之前 15%的动力能源来自可再生资源的目标。作为达到这

个目标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国要开发 1.6GW 的使用蓄电池的太阳能发电系统。24 预

计这些光伏系统的储电部件将使用 801951 吨铅电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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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应用 

除了汽车行业和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中国政府还公布了在铁路和电信行业增加

投资的计划，铁路信号系统、照明系统和空调都需要铅电池提供动力。 

电信行业预计会从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得到总额 3000 亿美元的投资。26 因为铅电

池广泛用于手机塔（基站）的电力储存，我们可以预想到这个行业对铅电池需求会

不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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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铅酸蓄电池生产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铅蓄电池生产国，从 2004 年到 2010 年，中国铅蓄电池的生

产增长了 133%，从 60170 Mwh（兆瓦时）到 140000 Mwh，见图 1。 

图 1： 

 

来源：Qi Wang, 铅酸蓄电池的再生及污染控制,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2010。
27 

电池产量在未来的几年中将会持续快速增长。据估计，2015 中国的铅蓄电池的

产量将达到 240000 兆瓦时，这意味着从 2009 年起，年平均增长率为 16.7%。28如果

该目标得以实现，2015年中国铅蓄电池行业将要消耗 400多万吨铅。 

2003 年，中国约有 3000 家注册的铅蓄电池生产企业。为了更好的规范铅蓄电池

行业，中国执行了不同的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十一五计划”、企业重组、以及在

2007 年将注册企业减至 1134 家。29铅蓄电池企业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和山

东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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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全国铅产量的 75%应用于铅酸蓄电池。
30
这些铅在电池的生命周期中至

少要损失一半。主要原因是采矿业落后、大部分铅矿石冶炼厂效率低以及电池回收

工序不合理。   

出口 

 中国不仅是最大的铅蓄电池生产国，同时也是最大的铅蓄电池出口国。从

2003 年到 2010 年，中国的铅蓄电池出口总量增长了约 110%31。2008 年，铅蓄电池的

出口达到最高纪录 511,369,090 公斤 32。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影响了国外需求，2009

年铅蓄电池的出口量急剧下降，然而从 2010 年需求量开始回升，见图 2。 

图 2：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表明，从 2000 年到 2010 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铅

蓄电池增长了 300%。332010 年，中国最大的铅蓄电池出口市场是美国（占总出口量

的 44% ），其次是印度（21%）和欧洲各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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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的来源 

在中国，铅主要用于生产不断增长的汽车和电动自行车市场所需的铅蓄电池。

1999 年以来，中国国内的铅消耗量年增长率约达 20%。35 中国是世界铅生产大国，

2010 年，全国生产了 4，200，000 吨精炼铅。36铅蓄电池生产占了铅消耗总量的 75%，

也就是全国大约有 3,150,000吨铅用于生产铅蓄电池。 

由于铅蓄电池行业的快速增长，中国还要进口铅和铅矿石用于铅蓄电池的生产。

2008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铅矿石比上一年增长了 160%。37 主要进口国有美国、秘

鲁和澳大利亚，占了铅矿石和精矿进口总量的 50%。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

2010 年中国进口了 1,602,895 吨铅矿石及精矿，同年还进口了 21,534 吨精炼铅。

38,39 

铅电池生产龙头企业 

尽管中国铅蓄电池的生产非常分散，有很多中小企业，但是几家大的生产商在

某些特定的市场组分占有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下面列举了为不间断电源（UPS）、

电信、汽车、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等行业供货的主要电池生产商。（数据有限）  

 

UPS： 

 江苏双登集团是最大的后备电源生产商，占有 20%的市场份额。40 

 理士国际是第三大 UPS 电池生产商，占有 3.7%的市场份额。该企业同时也是

最大的铅蓄电池出口商，年产 700 万 KVah. 41 

 光宇也是 UPS 电池的主要生产商。42 

电信： 

 南都和武汉银泰是电信行业电池的主要生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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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交通： 

 保定金风帆蓄电池有限公司是中国交通行业电池的最大生产商，市场份额超

过 20%。43 

 骆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占有汽车行业电池市场份额的 15%左右，该企业正在实

施一个三年计划，使其产量翻番。44 

电动自行车： 

 超威电源有限公司占有中国电动自行车电池市场的最大份额（18.3%）。45 

摩托车： 

 浙江海久电池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电池生产商之一，月产量 800,000 组，

占中国大陆摩托车电池市场份额超过 20%1。46 

 外资铅酸蓄电池企业 

过去的十年，外资铅酸蓄电池企业在中国扩展迅速，并且占有很大的市场份额。

下面的表格列举了几个最大的外资铅酸蓄电池企业。 

 

 

 

 

 

                                                           

1
 http://www.chinamotorworld.com/viewAd.asp?id=164 

 

http://www.chinamotorworld.com/viewAd.asp?id=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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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的外资铅酸蓄电池企业 

企业名称和总部所在地 主要市场 中国厂址 

Enersys(瑞士) 

  

汽车, UPS, 电信          江都 

         潮州 

         深圳 

C&D Technologies(美国) UPS, 电信          上海 

Johnson Controls(美国) 汽车          上海 

         涪陵 (在建) 

         长兴 

         重庆 

Panasonic(日本) UPS          辽宁 

B&B Battery(美国) UPS, 电信          饶平 

Fiamm（意大利) 汽车，UPS, 电信          武汉 

Hoppecke(德国) UPS, 电信，铁路          武汉 

         上海 

Hitachi(日本) 汽车          东莞 

  

GS Yuasa(日本) 汽车          天津 

         章丘 

         顺德 

常州日村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台湾) 

摩托车， UPS， 电信          江苏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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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废旧电池回收  

2010 年，中国一共产生了 260 万吨废铅酸蓄电池（ULABs）。47 将大部分的废

旧电池回收后送到大规模高效的铅酸蓄电池回收厂进行集约化的处理对中国是非常

有利的。到现在为止，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回收废旧铅酸电池的综合网络。政府监

督的缺失，以及缺乏有组织的回收系统，导致小型回收厂大量出现。 

虽然 2003 年国家颁布的《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规定生产商和进口商有回收废旧铅电池的

责任，《循环经济促进法》也提到生产商应回收废旧电池，但是没有具体的条款来执行。此外，没有

规定由哪个政府部门监督收集、由哪个部门对违规的企业进行处罚。因此，目前在中国还没有有效的

实施措施和全国统一的回收废旧铅电池的规划方案。 

从事回收废旧铅电池的各方包括电池生产商、回收企业、再生铅冶炼厂以及个体户。个体户约占

60％；电池零售商占 18％；汽车修理店和 4S（专业汽车服务连锁店）占 5％；电池生产商占 8％，再

生铅回收企业占 9％。据估计，这些回收的废旧电池，有 17％的电池会流到电池生产商，41％到小型

冶炼厂，42％到大型铅电池回收厂。
48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官方正规的回收废旧铅电池的方案，就很少有人愿意投资建设大规模并有益于

环境的电池回收厂。只有保证大量回收铅电池的供应，才有人愿意投资。由于小规模回收厂不建设高

成本的污染控制设施，还会逃税、不办理许可证，也不交其他费用，他们一般都能够给出更高的价格

回收废旧的铅电池，这样就影响了有更高效率的正规企业的回收量。一项调控措施必须构建一个激励

机制，以鼓励回收大量的铅电池，才能提高铅电池回收利用效率。 

目前，至少有三个铅蓄电池制造商，包括超威动力控股有限公司、双登集团和中国骆驼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拥有自己的废旧铅酸电池回收系统。例如，双登集团会与购货者签订合同，要求购货者返

回使用过的铅电池给双登集团的回收工厂。中国骆驼集团在全国各地拥有约 1000 家的销售中心，同

时也是废旧铅酸电池的回收中心。同时骆驼集团还与河南豫光金铅集团的大型冶炼厂签协议，将回收

的废旧电池销售给豫光进行处理，然后豫光为骆驼集团提供精炼铅来制造新的铅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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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铅电池的回收再利用  

铅电池可回收利用的成分，包括铅、金属网格以及塑料，大约占铅电池的 85％，其中铅是最有

价值的可回收的部分。
49
 国际交易市场目前铅价大约是 2,500 美元/吨，预计明年会上涨。随着车辆

和其它需用铅电池的产品的市场持续增长，铅电池行业对铅的需求将不断扩大，因此将促进铅电池回

收企业提高铅回收的效率。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0 年中国精炼铅的总量达到了 4，200,000 吨。
50
 然而，

与使用铅矿石生产的原生铅相比，回收再利用的铅在原料中只占很小的比例。2010 年的统计数据表

明，中国只有 32%的精炼铅来源于回收铅。
51
而在一些发达国家，85％以上的精炼铅是以废旧铅酸电

池回收的铅为原料生产的。
52
 

这种情况突显了中国的铅电池回收再利用效率低下的现状，如果得不到改善，会妨碍铅酸电池行

业的长远发展。由于铅电池回收渠道不畅和其他因素，大部分的铅电池回收厂都很小，而且设备、技

术都已经陈旧过时了。据统计，再生铅行业中有超过 300 家回收工厂，其中小规模企业占产量的

50％。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在能源消耗、排放以及回收效率方面不能达标。
53
以下列举了一些影响铅电

池回收再利用效率的因素。 

据中国再生资源协会资料，再生铅冶炼厂大多数位于江苏、山东、安徽、河北、湖北和湖南等省。

这些冶炼厂中大约有一半没有执照，它们回收废旧铅酸电池也未经政府部门的批准。
54
冶炼厂的实际

数量会更多，因为小型的非正式的工厂没有计算在里面。 

中国最大的铅电池回收企业是安徽省的华鑫铅业集团。该企业每年回收大概 45 万吨废旧铅酸电

池和含铅废物，并生产 33 万吨再生铅。
55
每年铅产量大于 10 万吨的大型回收企业还有金洋冶炼公司

（湖北省）、春兴胜科公司（江苏省）、豫光金铅公司（河南省）、豫北金铅公司（河南省）和安新

华诚有色金属合金公司（河北省）。年产再生铅 1 万到 7 万吨的公司包括北京生态岛科技公司、天津

东邦铅资源再生有限公司和上海飞轮有色冶炼公司。 

 

回收工艺过程 

中国再生铅冶炼厂的平均铅回收率约为 80％-85％，而发达国家可达 95％。
56
 中国政府已针对提

高回收再利用率制定了国家标准。至少有一家大型企业，河北安新华诚有色金属合金公司宣称超过了

国家标准，回收率达到 98.5％。 



2 

 

大型冶炼厂采用机械粉碎电池，并且一般情况下有控制粉尘和废气的措施。相比之下，小冶炼厂

通常手工粉碎电池，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也不使用污染控制设备。因为他们使用低效率的设备，如反

射炉和高炉，其再生铅的能耗是 500 千克标煤/吨到 600 千克标准煤/吨，远远高于再生铅冶炼的国家

标准 130 千克标准煤/吨。
57
  

年产 10000 吨以上的企业一般都具有较为先进的技术来提高能效。华鑫铅业集团，中国最大的废

旧铅电池回收企业，开发了一项提高加热能力的技术，使企业生产能耗从 130 千克标准煤／吨骤降到

87.5 千克标准煤／吨。
58
 

虽然大型冶炼企业是机械化粉碎废旧铅酸电池，但是仍有很多企业缺乏可获得高品质精炼铅的分

离技术。
59
 目前，中国铅电池比较先进的粉碎－分离设备是由一家美国公司 M.A.Industries（MA31）

和一家意大利企业安奇泰克技术有限公司（CX 系统）提供的。上海飞轮有色冶炼公司使用 MA31 粉碎

－分离设备，而北京生态岛科技公司采用 CX 系统。 CX 系统的关键技术是湿法筛选和震动系统，能

够分离出单个的电池部件。
60
 

脱硫是回收铅电池的另一个重要的步骤。有多种不同的方法脱硫，这个过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

免硫酸铅分解和二氧化硫排放。
61
春兴胜科公司使用了一项技术，在铅膏中加入碳酸钠，与硫酸铅反

应产生亚硫酸铅。亚硫酸铅具有较低的熔点，可以分解成氧化铅。氧化铅又可转换成铅。此过程有助

于冶炼厂节省能源和生产高品质的精炼铅。 

 

铅电池回收的温室气体排放和能耗  

提高铅电池回收再利用水平对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有显著的好处。我们对中国铅电池回

收行业为提高资源利用率而进行现代化改造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估算了实施这项进程在节约能源和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根据 2008 年的数据，我们的计算表明使用再生铅（从正规企业）比使用开

采来的（原生）铅可节能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60％。考虑到在 2008 到 2010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铅

矿石增长 160％的情况，上述调查结果具有更显著的意义。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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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现有政策法规汇总  

针对铅酸蓄电池的生产和回收过程中涉及到的环境和职业安全问题，中国建立

了一套相当可观的立法和监管制度。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针对铅污染问题的国家环

境标准，包括为了整合这个行业意在关闭一些小型低效工厂的法规。如果这些法律

都能得到充分的执行，对违规企业的惩罚措施也能到位，这个行业的状况将有所改

善。近期一些媒体报道很多铅电池生产厂家不仅仅是被关闭，而且工厂里的水电都

被切断了。从这些举措可以看出对这个行业的整顿力度加大了。 

以下是一些关于中国铅酸蓄电池的生产、收集、运输和回收的主要的法律法规： 

  

环境法规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制定了《铅酸蓄电池行业清洁生产标准》（HJ447-2008）。本标准规定了铅酸蓄电

池生产过程污染控制的要求。将清洁生产标准分成五类： 

         生产工艺与设备要求； 

         资源能源利用指标； 

         产品标准； 

         污染物产生指标 

         环境管理要求。 

其它要求包括： 

       运营效率、用水量、水的再利用情况、用电量（生产过程)及废水排放

量的具体计算公式。 

此项标准可以在以下网站查到：http://bit.ly/bXCQ6Y 

http://bit.ly/bXCQ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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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制定《废铅酸蓄电池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519-2009），自 2010

年 3 月 1 日实施。本标准适用于废旧铅酸蓄电池收集、运输、贮存和处置（回收）

等资源再生过程的污染防治，并可用于指导资源再生企业建厂选址、工程建设以及

建成后的污染控制管理工作。该标准延伸了生产者强制回收废弃铅酸蓄电池的责任，

而且回收的废电池只能由政府批准的回收企业进行处理。  

其它要求包括：  

 对于现有回收企业，回收电池的铅回收率必须达到 95％, 新建企业必须达到

97％;  

 现有回收企业的处理能力每年必须大于 10000吨;  

 新建企业的处理能力每年必须大于 50000吨;  

 回收企业必须有相应的工作培训、监督和评估。 

此项标准可以在以下网站查到：http://bit.ly/9fAr1v 

 

《铅酸蓄电池厂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GB11659-89 规定了电池生产厂和住宅区的

最小距离。在山区，这些要求可能根据当地地理环境而有所不同。 

《铅锌行业准入条件》（国家发改委第 13 号文件），自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实

施，规定了审批铅锌企业的条件，以及这些企业的最低产能。改造、扩建再生铅项

目，新增产能必须在每年 2 万吨/以上。再生铅回收厂必须能够在相对封闭的环境内

机械化粉碎和分离铅酸蓄电池。新建铅冶炼项目：粗铅熔炼回收率大于 97%，铅精炼

回收率大于 99%，废矿渣含铅必须少于 2%。 

此条法规可以在以下网站查到： 

http://www.datian.gov.cn/Article/zwgk/bmxx/fgj/zcfg/200804/20080424170555

_1307.htm 

http://bit.ly/9fAr1v
http://www.datian.gov.cn/Article/zwgk/bmxx/fgj/zcfg/200804/20080424170555_1307.htm
http://www.datian.gov.cn/Article/zwgk/bmxx/fgj/zcfg/200804/20080424170555_13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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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害废物的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1 号） 

自 2005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阐明了政府、生产商和消费者在减少固体废物排放方面

的责任，并鼓励采用适当的方式处理废物。关于如何防止和控制危险废物方面的内

容也有阐述。用来收集、贮存、运输和处置危险废物的设备必须标明危险废物识别

标志。该法律旨在通过危险废物处理企业的资质认证来规范上述处理流程。 

此条法律可以在以下网站查到：http://www.gov.cn/flfg/2005-

06/21/content_8289.htm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公告 第 1 号），自 2008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在此名录内，危险废物根据《控制危

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分为不同种类。名录中描述了四种危险特性：

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和反应性。由于其毒性，废铅酸蓄电池被列入此名录。 

此 名 录 可 以 在 以 下 网 站 查 到 ： http://www.gov.cn/flfg/2008-

06/17/content_1019136.htm 

  

《废电池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 环发[2003]163 号），自 2003 年 10 月 9 日起实施，为

废旧电池的处置提供政策指导。铅酸蓄电池的生产商、进口商、其产品需使用铅酸

蓄电池的生产商以及委托其他生产商生产使用自己所拥有商标的电池的商家等均应

承担回收废铅酸蓄电池的责任。    

  

附加条款包括：  

•  在废铅酸蓄电池的收集和运输过程中，应保持电池外壳的完整； 

http://www.gov.cn/flfg/2005-06/21/content_8289.htm
http://www.gov.cn/flfg/2005-06/21/content_8289.htm
http://www.gov.cn/flfg/2008-06/17/content_1019136.htm
http://www.gov.cn/flfg/2008-06/17/content_10191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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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铅酸蓄电池的收集、运输单位应当制定必要的事故应急措施，以应对可能发

生的事故； 

•  在拆解铅电池的过程中，应将铅板和其他含铅材料与废酸液和塑料分离；  

•  新建铅冶炼企业的生产规模必须大于 50000吨/年；  

•  现有再生铅企业的生产规模，必须大于 10000 吨/年，改造、扩建设施的生产

规模，必须大于 20000 吨/年，新建的再生铅冶炼厂的生产规模必须大于 50,000 吨/

年。 

此项政策可以在以下网站查： 

http://bz.mep.gov.cn/bzwb/wrfzjszc/200611/t20061120_96225.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为保护和改

善环境，该法确立了六个系统，以降低资源消耗、促进再利用和回收利用。该法规

定了受控产品生产者和产品生命周期里所涉及到的各方的具体责任。它包括： 

• 回收计划系统； 

• 控制资源浪费和污染排放系统； 

• 回收评估和审计系统； 

• 生产者的延伸责任； 

• 针对耗能和耗水量大的公司的监督管理系统； 

• 增强的经济措施。 

 该法律规定，企业必须采用先进的或适当的回收技术和设备。特殊产品的拆解

和回收，包括废铅酸蓄电池，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规定的废弃产品，

生产者委托销售者进行回收的，或者委托废物利用、处置企业进行利用或者处置的，

http://bz.mep.gov.cn/bzwb/wrfzjszc/200611/t20061120_962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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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负责回收或者利用、处置。该

法的完全实施还有待于更具体特定的法规的颁布。 

此条法律可以在以下网站查到：http://www.gov.cn/flfg/2008-

08/29/content_1084355.htm 

 排放标准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自 1998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为贯彻《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特制定该标准，旨在控制水污染，保护地表水和地下水的

水质。该标准规定了包括铅在内的 69 种水污染物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及部分行业的

最高允许污水总排放量。 

铅的排放限值为：1.0mg/L 

 此条标准可在以下网站查到： 

http://cer.jlu.edu.cn/shuiwen/Gfbz/wshzhpf.pdf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自 1997年 1月 1日起实施，规

定了 33 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限值，和标准执行中的各种要求。在排气口，铅的限值

是：0.90mg/m3   

   此条标准可在以下网站查到： 

http://www.watergasheat.com/shuibzgf/GB16297-1996.pdf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自 1996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提出了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的要求，包括空气中铅浓度的限值。有三个等级的环境空气质量

范畴，但是只有一种适用于所有铅企业。铅浓度限值为（所有等级）：季平均

1.50ug/m3；年平均 1.00ug/m3。 

http://www.gov.cn/flfg/2008-08/29/content_1084355.htm
http://www.gov.cn/flfg/2008-08/29/content_1084355.htm
http://cer.jlu.edu.cn/shuiwen/Gfbz/wshzhpf.pdf
http://www.watergasheat.com/shuibzgf/GB16297-199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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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条标准可在以下网站查到： 

http://www.nthb.cn/standard/standard03/20030411161748.html 

 

《工业窑炉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9078-1996），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实

施，对各种工业窑炉的排放作出限值规定。下表中是与铅排放有关的规定。表中的

三个等级分别对应《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中的三部分内容。 

 

表二：工业窑炉的排放标准 

 

  

污染物 

  

  

等级 

1997 年 1月 1日

前安装的熔炉 

1997 年 1月 1日

后安装或重装的

熔炉 

排放浓度(mg/m3) 排放浓度(mg/m3) 

  

  

铅 

  

熔炼 

 1 5 无排放 

2 30 10 

3 45 35 

  

其它程序 

1 0.5 无排放 

2 0.10 0.10 

3 0.20 0.10 

http://www.nthb.cn/standard/standard03/200304111617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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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条政策可在以下网站查到：

http://wenku.baidu.com/view/0de1560103d8ce2f0066236e.html?from=related 

《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5466-2010)，自 2010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规定了生产铅锌金属及矿产品的初级产业的废水及废气的排放限值（本标准不涉及

二级铅工业）。对于现有企业，标准规定了新的要求，于 2012 年 1 月 1 日后执行。

对位于在环境保护方面有特别要求的地区内的企业，废水的排放限值会更低。本标

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铅排放限定见下表： 

表三：铅锌行业的排放标准 

  

企业 

废水中总铅量* 

(mg/L) 

废气中的铅及其

化合物** （熔

炼）   

(mg/m3) 

企业边界空气

中的铅及其化

合物*** 

(mg/m3) 

已有企业 2012 年前 1.0 10   

       0.006 
2012 年后 0.5 8 

新建企业 0.5   

8 
特殊地区的企业 0.2 

* 水中铅的测试点在废水排放点。   

**废气中铅的测试点在空气净化设备的排放点。  

***企业边界的铅及其化合物的限值是指任意选定的一个小时测得的平均

铅水平。   

 此条政策可在以下网站查到：   

http://wenku.baidu.com/view/0de1560103d8ce2f0066236e.html?from=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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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zepb.gov.cn/flhbz/zxfg/201010/P020101018376215462136.pdf 

 

国家职业安全卫生标准 

  《铅作业安全卫生规程》（GB13746-1992）对铅作业提出了安全及卫生要求，

它涵盖的工业范围很广，其中包括铅电池的制造。它规定了在铅电池制造中对加工

设备的要求，并规定用于收集和运输铅的设备必须密封。设备的进口和出口处必须

有排气及净化装置。 

此规程可在以下网站查到： 

http://wenku.baidu.com/view/ea9ffacda1c7aa00b52acbe6.html 

《工作场所有害物职业接触限值》（GBZ2-2002）适用于多种制造、使用及产生

有害物的设施。它对工作场所的卫生以及如何对这些污染物进行监控和检测提出了

详细要求。工作场所的铅烟限值为 0.03mg/m3，铅尘限值：0.05mg/m3 

此条标准可在以下网站查到： http://www.china-osh.com/bzh/35.html 

  

《职业接触铅及其化合物的生物限值》（WS/T112-1999）规定了铅职业接触中

对血铅水平，生物限值，监控方式和检测方法的生物监控指标。它要求对涉及铅及

其化合物职业接触的工人进行血铅水平的生物监控。如血铅水平高于 400ug/L 则表

明该工人铅接触过度。 

此条政策可在以下网站查到：http://www.wwwstandard.cn/index.php?doc-view-

81795.html 

《职业性慢性铅中毒的诊断标准》（GBZ37-2002）设定了用以判断工人是否患

上慢性铅中毒的各项标准。要断定铅中毒，工人除必须有职业性铅接触外还应满足：  

尿铅含量≥7.04ug/dL 或 9.94ug/dL/24h*； 

血铅含量≥39.34 ug/dL* 

http://www.mzepb.gov.cn/flhbz/zxfg/201010/P020101018376215462136.pdf
http://wenku.baidu.com/view/ea9ffacda1c7aa00b52acbe6.html
http://www.china-osh.com/bzh/35.html
http://www.wwwstandard.cn/index.php?doc-view-81795.html
http://www.wwwstandard.cn/index.php?doc-view-81795.html


9 

 

表四. 不同程度铅中毒诊断指标 

 

 血尿铅含量  症状  

轻度 血铅 ≥600μg/L  

或 

尿铅 ≥ 120μg/L 

1.(ALA)≥8000μg/L  或 

2. (EP)≥ 2000μg/L  或   

3. (ZPP)≥ 13.0μg/gHb  或 

4. 腹胀, 大便不通                                     

中度 没有指标  除了轻度中毒的症状外,中毒的工人还至

少会有以下三种症状 

1.腹部疼痛 或 

2贫血或 

3. 周围神经病变 

严重 没有指标 中毒工人有以下症状 

1.铅瘫痪或 

2.脑中毒 

 

  此条标准可在以下网站查到：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18/322/331/200806/44860.shtml 

 

《铅冶炼防尘防毒技术规程》（GB/T 17398-1998）规定了原生铅和再生铅的熔

炼厂在熔炼过程中对空气中的铅进行监控并使其最小化的具体要求。规定包括：  

          工厂地面必须平整且易于清洁；  

http://www.hbsafety.cn/article/318/322/331/200806/4486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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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尘控制措施必须被包含在工厂的整体管理规划中；  

       应定期进行监控空气含铅量的检测并将检测记录存档；  

       应设立员工的技术培训课程；以及  

       铅作业人员应进行岗前及定期健康检查。 

此技术规程可在以下网站查到：http://www.docin.com/p-200013358.html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GBZ188-2007，自 2007年 10月 1日实施，介绍了

职业健康监护的基本原则，包含了所有铅作业的工业。雇主应向铅作业劳动者提供

岗前及雇佣结束后的体检。所有雇员都必须得到年度体检。  

  此技术规范可在以下网站查到：

http://dir.dda.gov.cn/uploads/1568/files/201003240902120348.pdf 

 

http://www.docin.com/p-200013358.html
http://dir.dda.gov.cn/uploads/1568/files/20100324090212034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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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环境违规 

虽然在实施环境法规方面，中国面临很多挑战，但一套用于搜集和总结从地方和

省级环保机构上报的环境违规数据的系统已经形成。这一信息由各地环境保护部门

发布，由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IPE）搜集整理到它的可查询的网站数据库。63

中国政府针对铅电池生产和回收企业的违规记录的类型大致可以分为四种： 

一，废水违规； 

二，废气排放违规； 

三，固体废物违规； 

四，程序违规（包括选址标准，许可证和其他的准入条件等）。 

  

自 2004年开始，据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铅电池生产和回收行

业的违规记录包括了 361家企业共 403 条记录。下表显示了当地环保机构发布的

每种违规类型的数量（和比例）。 

表五 铅电池生产和回收行业环境违规信息汇总（2004-2011）64 

违规类型 违规数量 所占比例% 

废水违规 310 77 

废气违规 44 11 

固体废物违规 20 5 

程序违规 2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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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工信部测算，2009 年电池企业排放含重金属废水的总量超过 1200 万吨，其中

铅酸电池企业排放废水 1000 多万吨。65 从这些记录看，铅电池生产和回收企业被报

告的违规记录中的大部分是废水污染。大多数违规生产企业的废水处理设施不完备

或长期停运，废水和污水直排入淡水中，造成了河流，湖泊和地表水中的铅含量超

标。这给居住在污染企业周围的居民的饮用水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威胁。 

铅电池回收企业也有很多废水违规的记录。虽然违规记录一般不提供具体的污

染浓度水平，但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企业排出的废水中铅的浓度超过国家 1.0mg/L 的

标准。 

在数据库中第二种最常见的违规类型是废气排放违规，很多企业没有收集和过

滤在生产过程中排出的气体，而是直接排放到空气中。在熔铅、碾磨、焊接等工段

产生的铅烟，粉尘和硫酸雾都是污染环境，毒害人体健康的有害物质。废气排放违

规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很有可能比其他违规种类大很多。 

固体废物违规是第三种常见的违规类型。2009 年所有电池企业产生的含重金属

的固体废物超过 22 万吨，其中含铅固体废物占 95%（21 万吨）。
66
特别是铅电池的

回收企业产生了大量的熔渣。铅电池企业固废违规主要表现在：企业无相应的许可

证，含铅固体废物外运出工厂处置不当，没有根据标准储存有害废弃物，以及其他

有关事项。 

第四种常见的违规类型涉及企业选址标准，错误的或没有许可证及其它审批手

续，企业此类违规表现在：没有执行“三同时制度”，即建设项目中预防和控制污

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制度。其它程序违

规包括没有履行环保审批手续，未批先建，或者未经批准擅自改变生产线，等等。 

另一种在数据库中频繁出现的严重的程序违规是，铅电池生产和回收企业没有

按照规定与居住区保持足够的卫生防护距离。铅电池企业卫生防护距离不合格的原

因有多种原因，如当地政府未履行搬迁承诺。或者是企业未履行环评要求就投入生

产。例如：在浙江省德清县血铅中毒事件中，当地政府曾经承诺一年半内完成搬迁

工作，但最终未履行承诺。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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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擅自改变铅电池企业周边的土地用途，也会导致卫生防

护距离违规。例如，在安徽省怀宁县血铅中毒事件中，肇事铅电池企业与邻近的居

民区只隔着一条小路，而环境法规要求工厂与居民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为 500 米。

68 有的铅电池企业在建厂时卫生防护距离是合格的，但是后来由于居民区扩大，导致

企业被居民区包围。这也是地方政府对不断增长的人口缺乏合理规划，并且没有严

格 执 行 现 有 的 分 区 标 准 的 后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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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铅电池供应链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铅酸蓄电池制造商的大致数量已达到 1500 家，

其中约 1300 家取得了生产许可证。69铅酸蓄电池行业在国民经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汽车、船舶、摩托车、军工、拖拉机和其他行业提供启动蓄电池。电动自行车、

电动叉车和其他电动汽车依靠铅蓄电池作为动力来源。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系统也利

用铅蓄电池来储能。在中国，大部分依赖于铅酸蓄电池的行业发展迅速。 

根据发达国家的一些公司监控其供应商的经验，主要购买商可以为他们的铅酸

蓄电池供应商提供重要的指导，以鼓励他们作出改进，进行清洁生产。在某些情况

下，购买商可以向供应商提供技术援助，或鼓励他们寻求独立的第三方认证或审核。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购买商都可以利用购买力的杠杆作用，引起供应商对环境健康

和安全问题的关注，否则铅蓄电池生产商可能不会重视这两个问题。以下内容总结

了我们针对依赖于铅酸蓄电池技术的中、外企业的主要供应商的研究。 

据宜兴法阿姆（FAAM）工业电池有限公司官方网站的信息显示，一些知名汽车

公司，其中包括奥迪、大众、丰田都是其产品的主要购买者。然而，这家公司在中

国宜兴的电池生产工厂，多次违反了环保法规。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行业，中国

和国际诸多知名摩托车企业从浙江海久电池有限公司购买电池，而这家企业导致了

浙江德清的集体铅中毒事件。70 

在电信行业，公开的信息表明，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供应商里都

有河源三威电池有限公司和佛山市中商国通电子有限公司。河源三威电池有限公司

超标排放被证实是广州 70 人铅中毒的来源。71 佛山市中商国通电子有限公司也有违

规记录表明其违法处置危险废物。72  

很多铅中毒事件是由于铅蓄电池企业未安装和运行必要的污染控制设备导致的。

事件中所涉及的一些公司是大企业，并且有许多良好的客户。例如，在江苏省大丰

市，51 名儿童被测出血铅超标。政府调查后，该事件的起因被确定为盛翔电源有限

公司的污染，该公司主要生产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板，它的客户包括江苏红豆集团、

广东省中山市昌发有限公司等等。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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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查看的几百条铅蓄电池公司的违规记录中，在中国的外资企业的违规纪

录不多但也有例外，纪录列举如下： 

武汉非凡电源有限公司（位于湖北武汉）是意大利 Fiamm 集团的一部分，年生

产能力达两百万只电池。这家工厂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未经批准生产； 

         危险废物标记不当； 

         废水中的铅含量超标。74 

宜兴法阿姆工业电池有限公司（位于江苏宜兴）也存在违规纪录：      

         长期停用污水处理设施； 

         长期直排铅含量超标的污水废水到河流湖泊。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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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电信部门的铅电池供应商的铅污染调查  

 

我们一开始就非常关注电信行业内的铅电池主要购买商，电信行业在中国正快速

增长。有 8 亿的移动手机用户和成千上万的装有大型铅电池的手机基站。762010 年，

电信行业创造了 1400 亿美元的营业额，预计在未来几年仍将以 8.8％的速度继续增

长，到 2014 年将达到为 1870 亿美元。77为电信行业提供电池的企业，往往专门针对

电信行业的应用生产铅电池，这就使电池买家对制造商的行为措施有更大的影响力。

此外，电信行业公司所购买的电池一般都是用在电信公司拥有或租用的场所或者由

他们的分包商管理的地点。而不是像其它行业（如电动自行车或汽车制造）被分发

到下游用户，电信公司能够完全控制废旧电池的回收。因此，我们与在中国的电信

公司进行沟通，告知其供应商的违规记录，如下所述。 

近年来，中国铅蓄电池行业的环境污染导致铅中毒事件频频发生。在检索了超过

85000 条政府公开的企业环境监管记录以后，环保组织发现，一些有环境违法违规记

录的电池生产厂是国际和国内电信企业的供货商。
78
10 家中国环保组织遂联合采取了

行动。 

2011 年 8 月，环保组织致信 21 家电信企业，指出其电池供应商存在环境违法违

规行为，呼吁电信企业采取行动，促使电池供应商改善环境表现。在信中，环保组

织不仅提供了铅蓄电池生产商名称和违法记录年份，还附上了“绿色选择倡议”网

站收录这些生产商环境表现详情的链接。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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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电信企业的信中，环保组织提出了下列问题，请对方在 30天内给予答复： 

 

1. 贵公司的直接供应商或者二级供应商是否包括上述企业，不管是目前还是过去？ 

2. 如果上述企业是贵公司的供应商，贵公司是否知晓这些企业的环境违法记录？ 

3. 若贵公司对上述情况有所了解，是否对此采取了措施？若贵公司之前并不了解，

在看到这封信所列举的情况后，贵公司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4. 贵公司是否还有其它的供应商存在环境违规问题？贵公司是通过何种渠道获知这

些信息的？ 

5. 除了合规守法以外，贵公司是否还有衡量电池供应商环境表现的标准？是否建立

了评估环境管理体系和电池供应商环境行为的审核制度？ 

 

下表是各电信企业的回复情况，按下面三种颜色分类标示： 

 

表六：电信企业的回复情况 

 

√ 已存档 √ 部分存档 X 还未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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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回复

收到

与否 

了解

背景

情况 

跟进供货商违

规记录 

利用公开信息

加强供应商管

理 

推动供应商整

改并公示环境

信息 

推动环境管理

向供应链深处

延伸 

产品管理 

初步

调查 

深入

调查 

考虑

建立

检索

机制 

决定

建立

检索

机制 

做出

整改

并公

开说

明 

定期

公开

排放

数据 

直接

延伸

到主

要材

料供

应商 

推动

一级

供应

商检

索二

级供

应商

环境

表现 

建立

废弃

物登

记系

统追

踪使

用过

的铅

蓄电

池的

去向 

将所

有铅

蓄电

池交

给有

资质

的回

收商

处理 

监控

回收

设施

的运

转情

况 

西门子 √ √ √ √ √ √ √ X X X X X X 

曼尼斯曼 √ √ √ √ √ √ √ X X √ X X X 

诺基亚 √ √ √ √ √ √ √ X X X X X X 

阿尔卡特-朗讯 √ √ √ √ √ √ √ X X X X X X 

英国电信 √ √ √ √ √ √ X X X √ X X X 

三星 √ √ √ √ √ X X X X X X X X 

法国电信 √ √ √ √ X X X X X X X X X 

斯普林特

Nextel 

√ √ √ √ X X X X X X X X X 

爱立信 √ √ √ X X X √ X X X X X X 

新加坡电信 √ √ √ X X X X X X X X X X 

意大利电信 √ √ X X X X X X X X X X X 

泰科电子 √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中国移动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中国电信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中国联通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广东移动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艾默生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西班牙电信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美瑞泰克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南方贝尔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威讯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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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21家电信企业就第一封信所提问题与环保组织的沟通情况划分出不同等级。

一些电信企业的回复坦诚而富有建设性，而其他企业迄今没有任何反应。请见附件B：

截止至2011年10月1日12家有回复的企业与环保组织的沟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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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  建议 

在中国，要减少铅电池行业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应采取一系列减少在铅电池

的生产和回收过程中的铅排放的措施。以下列举几项实现这一目标的建议： 

 

A.政府 

 

完善和执行现有的标准和指导准则 

    政府针对铅电池行业有很多规章制度，为了防止本报告中提到的环境违规行为

出现，必需加大强制执行的力度，对违规者处以更高的惩罚。此外，仅仅符合现行

标准并不足以防止对健康和环境造成的影响。本报告中提到了环境空气中铅含量标

准与劳动保护职业暴露限值就存在着不足。我们应该加强这两个标准，以包含人们

最新的对铅在低剂量范围对健康影响的知识，并与最严格的国际标准相一致。 

 

针对大规模的有效的收集和回收废旧铅电池制定指导准则  

尽管现在政府要求电池生产商必需回收废旧电池，但是并没有具体的指导该如

何回收。如本报告提到的，在中国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废旧电池是由铅电池的生产商

直接回收的。如果电池是由生产商大规模回收，就能够实施一套控制污染的更高效

的系统，追踪运输一直到授权回收商。为了便于生产商收集废旧电池，必须通过规

范的过程建立统一的激励机制以鼓励个人和企业将回收的废旧电池送到有授权的回

收站。这种激励可以采取存放费或购买折扣的形式（例如，如果交回旧电池，买新

电池时就可以从价格中减掉一部分事先规定的金额）。统一的费用必须设置在足够

高的水平，从而使经销商和未经授权的回收商的收集业务都无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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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行业透明度 

如果大宗消费者了解到铅电池供应商违反监管规定或导致铅中毒和污染，他们

可以迫使这些公司作出改善。在本报告所述的现有系统的基础上，铅蓄电池制造和

回收公司应当被要求披露其每年在空气、水和废弃物中的铅排放量。 

 

B.铅电池企业 

采用 BEST 标准 

    可持续性环境目标体系 BEST标准，是一套针对铅电池生产企业的全面的自愿的

环保认证标准，包括排放，废物处理，能源和水消耗，以及回收废旧电池等规定。

铅电池生产企业采用这些标准将使中国在环境绩效指标上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采用这一自愿环保认证标准将会大幅度降低铅电池生产企业在健康和环境方面的影

响。采用 BEST认证，将会使自己的产品贴上生态标签，从而在竞争中取得优势。 

 

提高透明度 

铅电池的制造商和回收商应披露其环境政策和所有减少废气排放，减少废弃物，

提高废旧电池收集的行为。公司还必须披露他们每年在空气、水和废弃物中的铅排

放量。 

 

C. 大批量买家 

要求供应商提供 BEST 认证 

购买大批量铅电池的公司，应要求其供应商采用 BEST 标准，并在该系统下得到

认证。如果购买商选择那些达到环境行为标准的供应商，就会促使铅电池生产商做

出改进。购买商也应考量他们的供应商的环保合规记录和对社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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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供应商回收废旧铅酸电池 

    电池的购买者在与电池供应商的合同中应坚持要求由电池供应商回收废旧电池。

这些回收的政策应包括规定只在授权的企业回收电池，并且应该建立一个能够追溯

运到这些回收厂家的电池的单次货运舱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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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结论 

污染企业的快速增长导致环境受到污染、人体健康受到危害，并易引起社会问题，中国由此正面

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这种情况在铅电池生产和回收企业的周边社区表现得更为严重。最近几年出现

的大量有关集体铅中毒事件的报道即反映出了铅污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证据也显

示出很多铅电池有关企业的工人及工厂附近的儿童血铅水平超过标准。  

就中国现有的在此行业中加强污染控制、提高工业效率和减少工人暴露的专业水平来说，目前的

污染问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本报告对中国铅电池的产品生命周期进行了分析，从进口铅矿石一直到回收再利用，我们发现了

一些迫切需要改进的领域，其中一些需要政府的干预，但更多的工作可以由业界投资者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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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附件 A： 

中国发生的集体铅中毒事件（2005-2011）  

 

1. 2011 年，中国上海 

上海康花新村发生 25 名儿童血铅中毒事件。其中，至少 10 名儿童需要住院治疗。

上海环保局关闭了两家距离事发地 700 米远的工厂。其中一家是由美国江森自控公

司经营，另一家是上海新明源汽车配件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中国公司，生产含铅车

轮平衡块，但是它没有生产含铅产品的授权。 

 

2. 2011 年，中国江苏省  

常州日村电池科技公司是江苏省东部的一家台资企业，该公司三分之一的员工被

查出血铅超标，达 28-48ug/dL。最初是工厂的一名怀孕员工体检时发现血铅水平超

出正常值的一倍，然后工厂所有的员工都进行了检查。现在工厂的生产已经暂停。  

 

3. 2011 年， 中国浙江省杨汛桥 

包括 103 名儿童在内的 600 多名在锡箔工厂的工人或居住在锡箔工厂附近的居民

发现血铅超标。工人就此进行了抗议。之后，政府对中毒的工人和儿童提供了补偿。  

 

4. 2011 年，中国浙江省德清县  

浙江海久电池公司违规排放铅，造成当地 53 人铅中毒，需住院接受治疗。该地

区还有 275 人被查出血铅水平超过正常值。这一事件之后，政府勒令这家工厂停产，

并对该省其它 273 家电池生产商进行调查。  

 

5. 2011 年，中国广东省紫金县 

广东省紫金县三威电池公司附近居住的 44 名儿童被查出血铅超标，其中一些儿

童血铅含量高达 60 ug/dL。最初，接受检查的 199 人中只有 3 人被查出血铅水平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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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据媒体报道，当地的一些居民怀疑这次检查结果，于是前往广州重新化验，发

现血铅超标的人数远远多于最初的 3人。  

 

6. 2011 年，中国浙江省台州市  

位于台州市峰江街道的一家蓄电池公司造成周围 168 名居民铅中毒的事件得到证

实后，该公司已经被关闭。其中一名中毒者血铅含量高达 79 ug/dL。血铅超标的患

者中至少有 53名儿童。当地三名环保局官员被停职，该厂厂长被逮捕。  

 

7. 2011 年，中国安徽省怀宁县 

博瑞电源有限公司和另一家电池工厂已被关闭，因为这两家工厂被证实造成附近

的新山社区 200 多名儿童血铅超标。其中 24 名儿童被诊断为中度到重度铅中毒，需

要住院治疗。这些孩子中有很多还不到一岁。 

 

8. 2010 年，中国江苏省滨海县 

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超威电源有限公司附近的阜中村居住的 10 名儿童有铅中毒

的症状。 

 

9. 2010 年，中国山东省宁阳县 

山东省宁阳县吴家林村居民向第一财经日报提交了一份诉状，称电池生产商超威

电源有限公司的污染导致该村的村民集体铅中毒。据悉，接受检查的 145 名村民中

有 121人血铅含量超过 10 ug/dL。 

 

10. 2010 年，中国安徽省泗县 

惠丰电源厂是安徽省泗县经济开发区一家生产铅酸蓄电池的工厂，在造成附近

100 多名儿童血铅超标后，仍然继续生产，遭到了当地居民的抗议。工厂附近有很多

住户，还有三所学校，至少有 8000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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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0 年，中国江苏省新沂 

耐尔蓄电池有限公司是江苏省新沂市生产铅酸蓄电池的工厂，目前已被关闭，因

为经过抽血化验确认至少有 4 名生活在工厂周围的儿童血铅超标。该公司厂区距离

住宅区不到 150 米。当地政府表示，将为该地区所有居民进行体检，4 个铅中毒儿童

的家庭将获得赔偿 

 

12. 2010 年，年湖北省崇阳县 

在崇阳县工业区，至少有 30 名居民（其中包括 16 名儿童）血铅超标，其中三

分之二的患者住院治疗。该事件发生在生产铅蓄电池的湖北吉通电瓶有限公司附近

的社区。据报道，涉铅作业的工人可能因接触铅而将铅污染带回家，从而导致儿童

铅中毒。县政府已勒令该电池厂停产，进行调查。 

 

13. 2010 年，中国湖南省郴州 

位于郴州市包括元山废铅回收厂在内的三家铅冶炼厂，造成居住在附近社区的约

200 名儿童铅中毒。接受检查的一些儿童的血铅含量超标四到五倍，已住院治疗。郴

州市环保局现已关闭了肇事冶炼厂。 

  

14. 2011 年，中国四川省内江，隆昌县 

四川内江市隆昌县周家寺村一村民在日常体检中发现血铅水平超标。县政府责令

（当地的）忠义合金有限公司立即停产， 并组织企业周边 800 米范围内的居民

进行抽血体检。发现 88名儿童血铅超标。其中 7名儿童到成都住院接受治疗。 

 

15. 2010 年，2010 年中国江苏省盐城，大丰 

    大丰工业区一家铅蓄电池厂附近居住的 110 名儿童接受了血铅含量的检查，大

约有一半血铅含量超过 10 ug/dL。现在已经关闭了距离村庄不足 100 米的污染源—

—盛翔电源有限公司，并责令其搬迁。 

 

16. 2009 年，中国河南省济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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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省济源市，居住在铅冶炼厂附近的 1000 名儿童经化验血铅含量超过 25

μg/dL。三家大型工厂是这次事件的污染源，它们分别是：豫光金铅集团、万洋冶

炼集团和金利冶炼公司。居住在离这些企业 1km 范围内的家庭已经要求搬家，政府

提供小额搬迁补助。 

17. 2009 年，中国广东省清远市 

    已证实，位于清远市工业区的则良蓄电池厂（Aokelai）导致 40 多名儿童铅中

毒。工厂距离居民区不足 50 米，居住的主要是附近铝厂的工人及其家属。工厂已被

勒令关闭，直到它符合环保标准为止。 

 

18. 2009 年，中国福建省上杭县，蛟洋，崇头，塘厦 

已证实一家电池生产厂导致了福建三个村庄至少 121 名儿童铅中毒。上杭县华强

电池厂于 2006 年投产，由于周边地区居民提出抗议，政府责令其暂时停产。据报道，

大多数儿童的血铅含量偏高，为 10-20μg/dL，至少有一名儿童的血铅含量超过 21

μg/dL。 

 

19. 2009 年，中国云南省昆明市 

在昆明市区外的工业区，超过 200 名儿童铅中毒测试呈阳性。昆明铅中毒防治中

心指出，在云南省采矿密集区，平均有 50%-60％的 14 岁以下儿童遭受着铅中毒的危

害。 

 

20. 2009 年中国湖南省，文坪 

   中国东南部的文坪镇，在一家未经批准的新投产锰冶炼厂附近居住的 1300 多名

儿童的血铅浓度过高。70％接受化验的儿童血铅浓度超过 100 微克/升。这些儿童中

至少有 17 人由于重度铅中毒在附近医院接受治疗。政府已下令关闭该冶炼厂，直至

它达到环保标准，两名工厂负责人由于无照经营而被拘留。据新华社报道，在距离

该冶炼厂的距离不足 1700 英尺（500 米）范围内有一所幼儿园，一所小学和一所中

学。 

  

21. 2009 年中国陕西省，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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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中国第四大铅锌冶炼厂，东岭金属冶炼厂附近的 851 名儿童的铅中毒检测

呈阳性。其中一些儿童的血铅水平超过中国目前 100 微克/升标准的 10 倍以上。愤

怒的家长和村民进行了暴力抗议活动，致使当地政府暂时关闭冶炼厂，直到它符合

环保标准。早在此几个星期前，当地环境主管部门就建议该厂暂停生产直到它环境

标准达标，但是企业最初并没有采纳此项建议。当地政府早在 2006 年就承诺搬迁东

岭金属冶炼厂附近主要工业区内的居民。 

  

22. 2008 年，中国江苏省邳州市 

居住在新三河村近的近 100 名儿童被确认血铅水平超过 100 微克/升。距离有

大量人口居住的村庄不足 100 米的电池企业——江苏春兴胜科合金有限公司对此次

中毒事件负完全责任。此次中毒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关闭了该企业。 

 

23. 2006 年中国河南省卢氏县 

约 450 名生活在卢氏县星火冶炼厂周围地区的居民接受了血铅检查，结果表明血

铅水平都偏高。虽然中国政府已经下令关闭工厂，但它仍在中毒事件发生后持续生

产了近一年。法庭审理认为当地环保部门官员犯玩忽职守罪，并最终勒令工厂停产。 

  

24. 2006 年中国甘肃省，新寺和牟坝村 

甘肃省有关居民行程数百公里去医疗机构进行检测，以确定当地炼铅厂是否导致

他们及他们的孩子铅中毒。当地医院拒绝对居民进行铅中毒检查，因此他们行程 300

公里到达西京医院，在那里有 954 儿童被发现血液中铅含量大于 100 微克/升。十个

孩子住院治疗，其中至少有 4 人为重度中毒。此外，该地区的 43 名成年人血液中铅

含量超过 400 微克/升。中国媒体报道，为了更容易逃避政府检查，徽县有色金属冶

炼有限公司选择这个郊外地区。在停产前，该企业每年生产 5000 个铅锭并将废弃物

倒入露天的炉渣堆。 

  

25. 2005 年中国河南省，马坊村 

2003 年 6 月，东方金铅有限公司在马坊村附近新建了一家铅冶炼厂。该公司事

先并没有做新厂址的环境影响评估。一投产随即导致了二氧化硫和铅尘的超标排放。 

2005 年，259 名马坊村儿童接受了血铅检测。 80％的儿童的血铅含量超过 100 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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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其中有 8 名儿童超过 300 微克/升。村民告诉当地媒体，村里的孩子们大部分

已经离开家到远处上学以避免受到健康方面的危害。 

  

26. 2005 年中国浙江省，煤山镇 

煤山镇是天能铅蓄电池厂的所在地。2005 年 5 月，1300 名儿童在附近医院接受

了血铅检测，结果发现 700 名儿童血铅含量超过 100 微克/升。8 月份，当地居民将

工厂员工锁在工厂内，以此表示抗议。他们要求政府关闭或搬迁工厂，因为工厂导

致他们的孩子铅中毒。国家环保局的负责人说，先前在 2004 年 10 月对工厂的检查

结果是设备符合废弃物排放标准。当地政府同意采取措施以维护居民利益。 

  

27. 2005 年中国广州南方 

2005 年，中国汽车电池的主要生产商，广州南方光源高能蓄电池有限公司的许

多工人开始出现恶心和胃痛症状。该公司 400 名工人进行了体检，140 名工人被诊断

为铅中毒并在附近医院接受治疗。在接受螯合法治疗后，工人被迫立即返回工作条

件并没有显著变化的原工厂继续工作。该公司否认了其有任何错误行为，并且声称

他们在招聘时已经就铅中毒的危险向工人进行了警告说明，并且制定了保护工人的

安全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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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附件 B：  

电信企业反馈 

西门子 

- 2011 年 8月 24 日：环保组织发出关于铅蓄电池生产商导致环境污染和铅中毒的第一

封信。 

- 2011 年 8月 24日：西门子回复已收到环保组织的信。 

- 2011 年 8月 25 日：西门子致电环保组织，询问从何处获知西门子与信中列举的电池

生产商有商业关系，并称，通过检索，西门子发现这些生产商并不是西门子供应链

的组成部分。西门子承诺将与环保组织继续进行对话。 

- 2011 年 8月 25 日：环保组织将显示第一封信中所列电池生产商与西门子有商业关系

的资料发给西门子。 

- 2011 年 8月 25 日：西门子与环保组织联系，称已经开展调查，将就调查发现和根据

公司政策采取的解决措施与环保组织沟通。 

- 2011 年 8月 30 日：西门子称，已经借助内部资源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污染地图数据

库进行了内部调查，没有发现供应链上有环境违法违规的供应商。 

- 2011 年 9月 21 日：西门子造访环保组织办公室，希望与环保组织建立更灵活的沟通

机制。西门子的目标是加大力度，加快供应链管理进展，扩大可持续发展的成果。

西门子承认环保组织第一封信中列举的三家生产商中有两家通过分包商在中国之外

与西门子的供应链有间接关系。在了解信中提到的问题后，西门子的中国供应商环

境表现检索工作有了新的关注方向，西门子正在制定计划，将供应商的守法程度提

高到新的水平。 

2011年 9月 23日，环保组织未再收到进一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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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尼斯曼（沃达丰子公司） 

- 2011 年 8月 24 日：环保组织发出关于铅蓄电池生产商导致环境污染和铅中毒的第一

封信。 

- 2011 年 8月 24 日：曼尼斯曼的母公司沃达丰确认邮件已收到，称公司将从内部协调，

继续以公开、透明而有建设性的方式处理此事。 

- 2011 年 8月 25日：环保组织对沃达丰积极跟进感到高兴，期盼早日看到调查结果。 

- 截至 2011 年 9月 23日，环保组织尚未收到进一步消息。 

诺基亚 

- 2011 年 8月 24 日：环保组织发出关于铅蓄电池生产商导致环境污染和铅中毒的第一

封信。 

- 2011 年 8月 30日：诺基亚回复称将开展调查，一有结果将立即告知环保组织。 

- 2011 年 9 月 2 日：诺基亚致信环保组织称，已与环保组织积极协作，决定“采用企

业环境监管信息这一颇有价值的数据库作为信息来源。”为了回答环保组织的问题，

诺基亚在收到提示信后立即着手调查，发现信中列举的生产商的确不是诺基亚的一

级或二级供应商。诺基亚继而详细介绍了公司的环境表现标准。 

- 2011 年 9 月 5 日：环保组织回复诺基亚，肯定了诺基亚在检索供应商环境守法情况

方面的显著进展。环保组织希望诺基亚继续推动供应商整改并进一步公开其整改措

施和常规环境数据。环保组织还希望这些良好实践能推广到诺基亚整个供应链。 

- 2011年 9月 23日，环保组织未再收到进一步消息。 

阿尔卡特-朗讯 

- 2011 年 8月 24 日：环保组织发出关于铅蓄电池生产商导致环境污染和铅中毒的第一

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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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9 月 6 日：阿尔卡特确认已收到环保组织的信，正在起草一份正式回复，已

安排于接下来几周就此事进行一次积极而开诚布公的面对面会谈。 

- 2011 年 9 月 6 日：环保组织回复阿尔卡特，提议了面谈的具体时间，并希望了解更

多调查发现。 

- 2011 年 9月 22 日：在给环保组织的信中，阿尔卡特表示愿将环保组织收集的企业环

境监管记录作为外部信息来源，调查潜在供应商的环境违法违规情况。在进行内部

调查并要求供应商检查之后，阿尔卡特只能确认环保组织第一封信中提及的一家生

产商是阿尔卡特的供应商。目前阿尔卡特正在推动包括这家企业在内的供应商公开

解释整改措施。阿尔卡特介绍，2010 年，公司启动了对电池供应商管理系统的评估，

并要求评估结果不尽如人意的供应商制定整改计划或者进行现场审核。 

- 2011年 9月 23日，环保组织未再收到进一步消息。 

英国电信 

- 2011 年 8月 24 日：环保组织发出关于铅蓄电池生产商导致环境污染和铅中毒的第一

封信。 

- 2011 年 9 月 8 日：英国电信回复已收到环保组织的信，正在检查信中的信息，但根

据初步调查，没有发现英国电信与信中列举的生产商有商业关系。公司随后将给予

正式答复。 

- 截至 2011 年 9月 23日，环保组织尚未收到进一步消息。 

三星集团 

- 2011 年 8月 24 日：环保组织发出关于铅蓄电池生产商导致环境污染和铅中毒的第一

封信。 

- 2011 年 8月 25日：三星回复将调查此事并尽快答复。 

- 2011 年 9月 25日：环保组织回复期待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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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8月 30 日：三星回复环保组织称，信中提及的生产商与三星没有直接商业关

系，而是三星的二级供应商，曾于 2006 年向三星的其他承包商提供蓄电池，但从那

以后再没有业务往来。 

- 2011 年 9 月 5 日：环保组织回复，已知晓三星与信中提到的生产商没有直接关系，

询问三星是否了解其他供应商的环境守法情况。 

- 截至 2011 年 9月 23日，环保组织尚未收到进一步消息。 

法国电信 

- 2011 年 8月 24 日：环保组织发出关于铅蓄电池生产商导致环境污染和铅中毒的第一

封信。 

- 2011 年 8月 24 日：法国电信回复环保组织，将于“收集了所有必要信息”后给予详

细答复。 

- 2011 年 8月 25 日：环保组织回复法国电信，非常高兴看到法国电信积极跟进，期待

调查结果。 

- 2011 年 8月 31 日：法国电信回复称，已经调查了环保组织第一封信中提到的情况并

将邮件发送给了公司总裁。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已经回答了信中的问题，将于一周内

提供正式书面答复。 

- 2011 年 9月 6日：环保组织致信法国电信，希望看到企业社会责任部门的回复。 

- 2011 年 9月 8日：法国电信回复称，信件将很快发出。 

- 2011 年 9月 16 日：法国电信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环保组织第一封信中提及的违法生

产商的确是法国电信的供应商，公司对此非常重视。法国电信虽然之前并不知晓该

企业的违规记录，但在最近的供应商筛选过程中已将其列为“有环境风险的供应

商”。法国电信已告知该供应商不采取整改措施的后果，并介绍了公司的环境行为

标准和全球铅酸电池回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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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9月 20 日：环保组织回复法国电信，已了解第一封信中提到的供应商是法国

电信供应链的一部分，希望获得更多法国电信检索供应商守法情况和可持续发展风

险的信息。环保组织中介绍了提高环境信息公开程度的步骤，几百家供应商已经在

客户企业的推动下公开了对环境违规事件的解释，并提供文件证明已经采取了整改

措施。环保组织询问法国电信是否计划利用政府公开的企业环境监管信息检索供应

商的环境表现并说服供应商向公众公开整改措施的详情。 

- 2011 年 9月 21 日：法国电信致电环保组织，对使用政府公开数据检索供应商很感兴

趣。在询问了数据库使用上的一系列技术问题之后，法国电信告诉环保组织，因为

受制于与供应商既有的商业协议和流程，公司可能在公开供应商整改措施和环境数

据方面存在一些困难。环保组织告诉法国电信，不会公开公司机密或商业秘密，供

应商环境监管记录将一直保留在网站前台，直到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法国电信希望

与环保组织合作，了解在推动电池供应商的环境表现和电池回收方面还能做什么。 

- 2011年 9月 23日，环保组织未再收到进一步消息。 

斯普林特 NEXTEL  

- 2011 年 8月 24 日：环保组织发出关于铅蓄电池生产商导致环境污染和铅中毒的第一

封信。 

- 2011 年 8月 25 日：斯普林特回复，公司已发动内部多个部门调查是否与信中所列生

产商有直接或间接商业关系。斯普林特还表示希望了解环保组织信中提及的电池种

类和显示供应商与斯普林特有关的文件出处。 

- 2011 年 8月 25 日：环保组织向斯普林特提供了疑似供应商的环境监管记录链接和表

明这些生产商与斯普林特有商业关系的屏幕截图，建议斯普林特如果有任何问题可

以立即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联系。 

- 2011 年 9月 14 日：斯普林特做了详细回复，进一步表达了对事件的关注。公司已经

立即开始调查，发现虽然环保组织第一封信中提及的中国电池生产商不是斯普林特

的供应商，但用于公司网络运营备份的铅酸电池是通过分包商从同一家母公司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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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兄弟公司购买的。该分包商向斯普林特保证，电池和所有原材料和零件都购自同

一集团的美国供应商，而非中国工厂。在分包商的保证得到确认之前，斯普林特暂

停了从该集团采购所有铅酸电池。斯普林特继而介绍了公司的行为准则，其中没有

对电池制造商提出额外的环境要求。斯普林特愿意就该领域向环保组织寻求专业意

见和指导，并详细介绍了公司铅酸蓄电池回收措施。 

- 2011 年 9月 15 日：环保组织回复，赞赏斯普林特的迅速回应和关注。环保组织了解

到斯普林特购买的电池产自美国而非中国。环保组织向斯普林特介绍了如何利用政

府公开的环境信息，运用购买权，向所有分包商和供应商推行绿色采购和对环境负

责的制造过程。环保组织询问斯普林特是否建立了快速准确地检索供应商环境监管

记录的机制或系统，向斯普林特介绍可以利用政府公开的企业环境监管信息检索供

应商的环境守法情况，询问斯普林特是否有意推动被查出有污染问题的供应商公开

违法记录详情，以及已经采取或将要采取的整改措施的细节。 

- 截至 2011 年 9月 23日，环保组织尚未收到进一步消息。 

爱立信 

- 2011 年 8月 24 日：环保组织发出关于铅蓄电池生产商导致环境污染和铅中毒的第一

封信。 

- 2011 年 8月 25日：爱立信确认已收到环保组织的信，将尽快答复。 

- 2011 年 8月 25 日：环保组织回信感谢爱立信的迅速回应，希望爱立信直接回答 8月

24日信中提出的问题。 

- 2011 年 9 月 3 日：爱立信回信，环保组织第一封信中提到的一家生产商在过去四年

中不是爱立信的直接供应商，也没有发现证据表明该企业在此之前曾是公司的直接

供应商。另一家生产商是欧洲的地区小规模供应商，在欧洲工厂生产电池。爱立信

称公司没有从中国工厂采购过任何产品，但是，爱立信力图在中国工厂开展充分的

供应商行为准则审核。爱立信还告诉环保组织，爱立信的产品已经中国市级环保局

的认可达到了废水排放和废气排放标准，通过了清洁生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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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9 月 7 日：环保组织回复，很高兴看到爱立信检查了第一封信中提及的生产

商与爱立信的关系，对爱立信在中国工厂执行充分的供应商行为准则审核表示欢迎。

环保组织强调了环境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建议爱立信公开审核发现、整改计划和任

何相关信息（即爱立信上一封信提到的政府部门后续监管文件）。环保组织询问爱

立信是否建立了快速准确地检索供应商环境监管记录的机制或系统，向爱立信介绍

可以利用政府公开的企业环境监管信息检索供应商的环境守法情况，询问爱立信是

否有意推动已查出有污染问题的供应商公开违法记录详情，以及已经采取或将要采

取的整改措施的细节。 

- 截至 2011 年 9月 23日，环保组织尚未收到进一步消息。 

新加坡电信 

- 2011 年 8月 24 日：环保组织发出关于铅蓄电池生产商导致环境污染和铅中毒的第一

封信。 

- 2011 年 9月 22 日：新加坡电信回复称，新加坡电信网络和采购部门经过检查确定环

保组织信中提到的供应商与新加坡电信没有商业关系。 

- 20111 年 9 月 22 日：环保组织回复，询问新加坡电信是否与信中所列生产商同属一

家母公司的其他兄弟企业有商业关系，或者该生产商是否通过分包商或下级供应商

与新加坡电信建立了业务联系。环保组织继而询问了检索过程，介绍了中国环境信

息公开的进展，企业可通过检索政府公开的环境监管记录掌握供应商的环境合规守

法情况。环保组织还询问新加波电信是否愿意使用供应商环境表现检索工具推动供

应商公开环境违规情况。 

2011年 9月 23日，环保组织未再收到进一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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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电信 

- 2011 年 8月 24 日：环保组织发出关于铅蓄电池生产商导致环境污染和铅中毒的第一

封信。 

- 2011 年 8月 24 日：意大利电信称，已将环保组织的信发送至联合委员会，审核包括

意大利电信、法国电信和德国电信在内的供应商。 

- 2011 年 8月 25 日：环保组织回信，希望很快收到意大利电信的回复，并希望意大利

电信直接回复 8月 24日信件中的问题。 

- 截至 2011 年 9月 23日，环保组织尚未收到进一步消息。 

泰科电子 

- 2011 年 8 月 24 日：环保组织发出关于铅蓄电池生产商导致环境污染和铅中毒的第一

封信。 

- 2011年 8月 24日：泰科电子回复称不生产电池。 

- 2011 年 8 月 29 日：环保组织再次致信：泰科虽然不自行生产电池，但有公开信息表

明，泰科可能向一家有环境违法记录的电池生产商购买电池，希望泰科复查 8 月 24

日的信中所提的问题并尽快回复。 

- 截至 2011 年 9月 23日，环保组织尚未收到进一步消息。 

未回复的电信企业 

截至 2011 年 9 月 23 日，下列电信企业没有任何回复：  

 -中国移动 

- 中国电信 

-   中国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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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移动 

-艾默生 

   -  西班牙电信 

   -  美瑞泰克（SBC/AT&T子公司） 

   -   南方贝尔（AT&T子公司） 

   -   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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