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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果找市场”揭榜挂帅 2025 年第
二批榜单

榜单 32：全封闭式锂离子电池活性材料再生系统应用及产业化

技术成果简介

描述成果的创新性、先进性及关键技术指标。（300 字以内）

本项目创造性地将湿法冶金和电化学反应相结合，开发出了“全

封闭式锂离子电池活性材料再生系统”，该系统能使系统内的所有

物料封闭式循环，包括硫酸根、铵根等被其它技术放弃的物质。本

技术形成的再生系统内没有废水和废气的排放，物料利用率高，回

收经济效益明显。

本项目实现了锂元素的高效率回收再生，锂金属的回收率超过

95%，镍钴锰金属的回收率可达到 98%。

本项目经四川工信科技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评定为：项目成果总

体技术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本项目在第二十五届全国发明展览会

获得“发明创业奖项目奖”铜奖，获得 2022年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银

奖。获得 2023年巴黎发明展铜奖。

拟转化（研究）内

容

描述相关成果转化以及技术更新迭代的内容，如标志性产品

研制、技术应用场景、应用示范及规模等。（300 字以内）

本技术使锂电池正极材料在全无机的环境下再生，杜绝了有机

废液/物的污染。系统内各关键元素的回收率显著高于现有技术。其

中，锂的回收率可达到 95%以上，镍、钴、锰的回收率可达到 98%
以上，镍、钴、锰、锂金属的回收再生成本比传统湿法降低 15%-20%。

目前本项目已完成了实验室公斤级的流程验证，实验室制备工

艺贯通，获得的样品包括电池级氢氧化锂晶体和镍钴锰硫酸盐混合

溶液。试制样品通过了第三方检测验证。技术人员已完成 2000吨中

试产线的设计，项目整体处于工程化阶段初期。

项目下一阶段须完成千吨级年处理量的工业化生产线设计和搭

建，完成工业化试验目标。本项目预计可在两年内建成一条年处理

4000吨锂离子正极黑粉的生产线，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50-100人，年

产值达到 1.6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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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指标

提出具体考核指标，如：技术参数指标、人才培养指标、专

利、论文等科研成果情况、应用示范目标、产业化目标（新

增利润或销售收入）等。

本项目工业化开发期间计划培养高级工程师 2名，中级工程师

3名，申请发明专利 3项，实用新型专利 2项。预计可在两年内建

成一条年处理 4000吨锂离子正极黑粉的生产线，培养专业技术人员

50-100人，年产值达到 1.6亿元人民币。

拟合作方式及拟

合作金额

技术转让或作价入股

3000万元(人民币)

知识产权归属

明确发榜方和揭榜方在合作过程中各自提供的技术、资料、

数据等，以及共同研发和转化过程形成的技术成果和知识产

权归属

技术合作生效之后，知识产权归双方共同所有（合作前为清华

四川院独有）。共同给研发和转化过程中形成的技术成果和知识产

权为双方共同所有。

对揭榜方的要求

提出时间节点（几个阶段）、揭榜方资产、人才团队、科研

条件，落地转化区域等要求。

项目合作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完成 4000吨/年黑粉再生

线的工业化设计和搭建，取得工业化工艺贯通，获得市场认可的批

量产品，包括电池级氢氧化锂晶体和镍钴锰硫酸盐混合溶液产品。

第二阶段建成 4 条 2500 吨黑粉再生生产线，总黑粉年处理量达到

10000吨。项目预计投资 1.2亿元，销售额预计 4亿元（随市场价格

波动），利润率可达 4000万元以上。

揭榜方需提供该阶段的建设费用和工程人才团队。落地转化区

域以四川地区为佳。

联系人及联系方

式

清华四川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戴老师 15208315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