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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雷桐甚至不敢张口大笑。常年跟废旧铅酸电池打交道的他，连牙齿也被重金
属深深地腐蚀了，一笑，牙齿就会钻心地疼痛。

“你看，这颗已经掉了，还有这颗，现在也开始松动了。”雷桐张开嘴，指着其中
一颗门牙说。作为中部某省的一个废旧铅酸电池回收从业者，雷桐身上的职业印迹
不止于此，比如手上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痣，他说，这是一次搬移铅酸电池时，被
硫酸烫伤的。

不过，现在他认为，这个行业的种种乱象给他带来的痛苦已经超过了身体的伤痛。
一方面，当地相关政策执行的变异，让他有心“转正”而不得。另一方面，不断涌
入的不法从业者，一边不断抬高收购价格，一边制造更多污染，以至于像他这样原
本想坚持合法合规经营的从业者，不得不向现实低头“随波逐流”，因为如果不把
收上来的废旧电池售卖给违法的冶炼作坊，他们就无利可图。

“这个行业里，没人关注环保，更没人在意什么污染，大家关注的只有利润。”雷
桐亲眼见证废旧铅酸电池行业内正在隐然形成的地下灰色产业链，正在将良心未泯
的从业者逼到墙角——要么同流合污，要么从这个行业灰溜溜地离场。

第一财经1℃记者采访发现，在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尴尬背景下，甚至一些规
模甚大、具有国资背景的废旧铅酸电池回收企业，也不得不低下身段，向这条灰色
产业链妥协。

被“证”逼进灰色地带

雷桐的公司有数十名业务员，他们日常打交道的对象，是分布于城乡大街小巷的各
种电动车维修店。他们先从店主手里以不等的价格，将不同规格的铅酸电池回收上
来，然后再分类储存，等积攒到一定量，再分别运送到一些拥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
证（下称“危废许可证”）的回收厂家。但令人尴尬的是，雷桐自己的公司始终游
走于灰色地带。

按照生态环境部规定，从事废铅蓄电池收集、贮存的企业，应依法获得危废许可证
。但雷桐发现，到了他所在的省份，这一要求变成只有同时从事废铅蓄电池收集、
贮存、利用、
处置经营活动的单位，才具
备获得危废许可证的资格。
当地对领证资格的调整，给雷桐这类从业者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哪怕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进行废铅蓄电池的收集和贮存活动，但因为不进行后续的“利用”和“处置
”，也无法获得危废许可证，其经营行为因此可视为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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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棠的这种说法，与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的2020年、2021年全国两会提案不谋
而合。张天任在提案中称，在回收环节，企业“正规军”干不过“游击队”；在冶
炼环节，正规企业又面临“吃不饱”，成本高。

为何“正规军”干不过“游击队”？张天任在提案中称，废铅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
，正规回收企业运输铅酸电池必须采用危化品物流专用车，价格是普通物流车的两
倍以上，增加了企业成本，而且跨省转运需要办理的审批手续繁琐，即便各项审批
程序顺利，也需要3个月左右，还得配套建设专用仓储；但“低小散”的小商小贩
，走街串巷违规收购，将电池出售给无资质的小作坊、小冶炼厂，这些小作坊直接
将电解液（主要是硫酸和铅泥）倒入土壤或排水系统，根本不投入任何环保成本。

到了冶炼环节，正规回收企业既要在环保、安全生产上投入巨大，又要依法缴纳税
收，而一些藏身于城乡接合部的非法冶炼厂，环保设施简陋，甚至没有任何环保安
防设备，还肆意偷税逃税，有的还办起“厂中厂”，即以正规工厂作掩护，暗地里
搞非法铅冶炼；还有的甚至把小炉子安装在汽车上，流动冶炼，经常更换冶炼地点
，躲避监管，结果就造成正规回收企业收购成本高、冶炼成本高，而非法小冶炼厂
的再生铅流到市场之后，反而更有价格竞争力。

非法冶炼作坊“野火烧不尽”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是一些长期向它们供货的商贩们
，甚至自己还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这也跟正规回收工厂“吃不饱”有关。

由于收购价格没有竞争力，即便是一些正规的回收工厂，也难以从小商贩手中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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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足够的废旧铅酸电池，为了获得货源，这些工厂只好睁一只闭一只眼，与这些商
贩达成默契，“我给你提供手续，证明你是替我收（电池）的，你每年把收上来的
一定量的电池以我定的比较低的价格卖给我，至于你收的剩余的电池、以多高的价
格卖给小作坊，那是你的自由。”雷桐说，这才是警方与环保部门联合查处时，遇
到的最大苦恼：明明知道是非法收购，但对方却拿出一套正规回收厂给他出具的手
续。

“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正规的持证回收厂，实际上已经成了非法商贩的‘护身符’
。”最终的结果是，诸如雷桐这样不愿意将废旧电池卖给非法冶炼厂的中间商，也
逐渐被排挤出市场，而整个行业甚至开始异化出一个类似“黑吃黑”的废旧电池收
购的“另类江湖”。

最终，“劣币驱逐良币”，“正规军”干不过“游击队”，成为整个废旧铅酸电池
的尴尬现状。

随着废旧铅酸电池污染事故频发，国家也在不断加大针对违法处理废旧铅酸电池的
整治力度。其中，仅裁判文书网上，就先后公开了数百起因非法冶炼铅酸电池造成
环境污染的刑事判决书。

一份由湖北省仙桃市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书，还原了非法冶炼作坊收购、冶炼的地
下产业链条：数十名犯罪嫌疑人，先是以仙桃市某生猪养殖场为掩护，秘密开办废
铅加工厂，然后分别从河南、安徽等地小商贩手中收购废旧铅酸电池，经非法冶炼
后，将还原铅售卖给江西、安徽的电源公司、金属公司，最终在牟取暴利之后，将
污染留给了仙桃市。

“该加工厂未报环保部门进行环评，也没有办理危废许可证。经湖北汇信昱荣检测
有限公司对该废铅板加工厂周围水样和土壤进行检测，加工厂周围水样和土样的含
铅量均严重超过国家标准。”最终，仙桃市人民法院分别以污染环境罪判处上述犯
罪嫌疑人一年至四年以上不等的有期徒刑。

第一财经1℃记者查询发现，先后以污染环境罪判处这些小冶炼作坊从业者有期徒
刑的，除湖北外，还有北京、河南、浙江、安徽等20多个省份的各级法院。

屡禁不止

一系列严厉判决之下，非法冶炼作坊仍然屡禁不止，原因何在？

乔棠告诉记者，非法冶炼能带来暴利，因此总会有源源不断的商贩为了获得更多利
润，愿意高价为非法冶炼提供同样以违法手段收购来的货源。这些小商贩既没有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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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办公地址，也没有固定使用的联系方式。“一辆车、一个人，就是他们的全部
作案工具。”乔棠感慨，这种到处流窜的不确定性，给警方的查处与证据固定，带
来了很大困难。

“就跟当年的非法卷烟厂一样，刚开始是躲到民宅，再后来是躲到农田，或者干脆
挖一个地下室，干两三个月就换地方。”曾与小冶炼作坊打过交道的商贩陈军在接
受第一财经1℃记者采访时说，自己以前也曾跟一些非法冶炼作坊打过交道，但后
来，新的固废法出台以后，他感觉违法成本要比以前高，就逐渐退出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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