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用动力电池编码标准》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目前国内外没有统一的汽车用动力电池编码的标准，在进行动力电池产业管

理、电动汽车关键参数监控以及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工作时，电池信息确认的一

致性和唯一性无法实现，迫切需要统一的电池编码规则进行支撑，这是本标准制

定的整体背景。 

行业管理方面，由于动力电池行业没有统一的编码规则，在行业管理执行时，

缺乏标准的支撑，这是本标准制定的背景之一。 

电动汽车关键参数监控工作方面，由全国汽标委电动车辆分标委组织制定的

《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3项系列标准中，明确提出了将可充

电储能系统编码作为车辆登入监控系统的数据进行上传，当发生可充电储能系统

更换时，新的编码需要重新上传，而国内缺少统一的电池编码标准，该条款的贯

彻实施缺少标准支撑，也是本标准制定的背景之一。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方面，为了控制和减少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废弃后对环

境造成的污染，规范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以下简

称“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以下简称“节能司”）委托中国汽车技术研究

中心数据资源中心（以下简称“数据资源中心”）开展《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

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研究工作。动力蓄电池回收利

用管理的核心是立足产品全生命周期，通过溯源实现对动力蓄电池从“出生”到

“再生”的全面管控。现阶段，国内各企业对动力蓄电池产品的编码规则各异，

阻碍了溯源管理的实施，因此研究制定行业统一的编码标准具有必要性。 

在此背景下，2016 年 3 月，《暂行办法》研究工作正式开始，动力电池产品

编码标准的研究同步启动， 并于 2016年 7月完成国家推荐性标准立项答辩工作，

目前标准立项正在进行过程中，考虑到标准需要的迫切性，经工信部同意，标准

研究与立项工作同步进行。 

2016 年 8 月，根据前期工作的情况，由工信部统筹协调，将动力电池产业



管理、电动汽车关键参数监控需要的动力电池编码标准工作与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暂行办法》研究工作合并进行，由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联合中国汽车技术研

究中心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等研究机构和企业开展标准制定工作。 

2、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由数据资源中心牵头，考虑动力

蓄电池回收利用的需要，开展《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产品编码规则》草案讨论；

第二阶段由工信部统筹协调，将动力电池产业管理、电动汽车关键参数监控需要

的动力电池编码标准工作与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暂行办法》研究工作合并进行，

由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联合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等

研究机构和企业开展标准制定工作，经商定，标准名称确定为《汽车用动力电池

编码标准》。 

第一阶段工作： 

根据节能司对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政策研究的要求，数据资源中心组织

行业成立“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政策研究课题组”，依托课题组

开展动力蓄电池产品编码标准的研究制定工作。   

（1）2016年 4 月，数据资源中心经过对国内主流电池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和

实地走访，初步确定了编码规则的适用范围、编码原则、编码对象、代码结构、

数据载体等内容，并向节能司领导详细汇报编码规则研究进展情况。会后结合领

导专家意见，形成《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产品编码规则》（草稿）； 

（2）2016年 5 月，数据资源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

池回收利用管理政策研究”工作座谈会，会上向课题组成员单位介绍《新能源汽

车动力蓄电池产品编码规则》的主要思路，并向企业征求意见。会后结合专家意

见，对草稿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形成讨论稿； 

（3）2016年 6 月，节能司领导听取数据资源中心关于《新能源汽车动力蓄

电池产品编码规则》（讨论稿）的汇报，会后结合领导专家意见，对讨论稿进行

了第二次修改； 

（4）2016 年 7 月，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产品编码规则》（讨论稿）

向课题组成员单位进行意见征求，并根据反馈意见对编码规则进行了第三次修改； 

第二阶段工作： 



由工信部装备工业司统筹协调，由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联合中国汽车技术

研究中心和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等研究机构和企业开展《汽车用动力电池编码标

准》的制定工作。 

（1）2016年 8 月 4日，工信部装备工业司组织召开了标准讨论会议，会议

听取了数据资源中心和标准工作组有关标准的制定情况，与会的各单位对编码标

准的编制提出了意见。会议决定，由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牵头起草编码标准草

案，在征集主要整车、电池和回收企业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标准草案，并开展征

询意见工作。 

（2）2016年 8 月 4日至 8月 17日，根据 2016年 08月 04日会议要求，国

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修改了标准草案，向 18 家整车、电池系统、电池及回收单

位征求意见，给予反馈意见单位中，有接近半数单位对于标准草案没有提出异议，

针对其他单位提出的修改建议，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 

（3）2016 年 8 月 18 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组织

召开了标准讨论会议，邀请了整车、电池系统、电池及回收相关的 7 家企业，针

对此版标准草案，与会单位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并提出修改意见，国家动力电池

创新中心按照会议意见再次修改了标准草案。 

（4）2016 年 8 月 31 日，国家动力电池创新中心会同起草组向工信部装备

工业司相关领导汇报了标准制定工作进展，听取了各位专家对于标准草案的修改

意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修改完善，确定标准名称为《汽车用动力电池编码标

准》，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编制原则 

（1）实现汽车用动力电池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溯源与管理； 

（2）立足国内汽车用动力电池编码的现状，参考国内外先进经验以及相关

企业标准、行业标准； 

（3）整车企业、电池系统企业、电池企业及回收利用企业共同参与方案讨

论，典型企业、政府机构、行业专家共同参与标准的起草和讨论。 

2、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用动力电池产品编码的基本原则、编码对象、代码结构和

数据载体。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用动力电池产品生产、销售、使用、维护、回收、梯级利

用、再生利用等全生命周期的溯源与管理。 

本标准主要内容如下： 

——编码对象：为汽车用动力电池包（组）、电池模块、单体电池及梯级利

用的动力电池包（组）、电池模块、单体电池，且动力电池包（组）、电池模块与

单体电池，梯级利用的动力电池包（组）、电池模块与单体电池的编码应建立对

应关系。 

——代码结构包括两部分（表1和表2），第一部分为设计信息，第二部分为

生产信息，两部分可以分别编码或合并编码。 

本代码结构同样适用于梯级利用动力电池产品，对于梯级利用动力电池产品

需要重新按照编码规则进行编码，原动力电池产品的编码需要保留，编写过程中

无扩展结构1的追溯信息代码。 

表 1 第一部分代码结构 

基本结构 扩展结构 1 
含义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X18 X19 X20 X21 X22 

X1  X2  X3  X4  X5  厂商代码 

                   X6  产品类型代码 

                       X7  电池类型代码 

                            X8  X9  X10 X11 X12  X13 X14 X15    规格代码 

  X16  X17 X18 X19 X20 X21 X22 追溯信息代码 

表 2 第二部分代码结构 

基本结构 扩展结构 2 
含义 

X23  X24  X25  X26  X27  X28  X29  X30 X31 X32 X33 X34 X35 X36 X37 

X23  X24  X25  X26  X27                           生产日期代码 

X28  X29  生产线代码 

                                   X30 X31 X32 X33 X34 X35                 序列号 

三、 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均不涉及专利。 

四、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目前国内外没有统一的汽车用动力电池编码的标准，在进行动力电池产业管

理、电动汽车关键参数监控以及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工作时，电池信息确认的一



致性和唯一性无法实现，迫切需要统一的电池编码规则进行支撑。 

《汽车用动力电池编码标准》作为行业内首个动力电池编码领域的统一标准，

适用于动力蓄电池、燃料电池、超级电容器等，规定了动力电池包（组）、电池

模块、单体电池及梯级利用的动力电池包（组）、电池模块、单体电池的编码规

则，建立了动力电池包（组）、电池模块与单体电池，梯级利用的动力电池包（组）、

电池模块与单体电池之间的追溯关系，有效地实现了动力蓄电池产品生产、销售、

使用、维护、回收、梯级利用、再生利用全生命周期的溯源和管理，对汽车用动

力电池产业发展、电动汽车关键参数监控及电池回收利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五、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

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六、 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汽车用动力电池编码标准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现有的电动汽车术语、整车

及发动机编码规则等标准内容，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保持协调

一致。本标准制定完成后将对《电动汽车远程服务与管理系统技术规范》、《车用

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等多项系列标准起到协调一致的支撑作用，推动相关标准的

落地实施。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的分歧意见。 

八、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可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指导汽车用动力电池的统一编码，并可作为准

入管理的引用标准。 

九、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对于动力电池产业管理、电动汽车关键参数监控以及动力电池回收利

用等工作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建议电池生产企业、电池模块和电池包（组）集成



企业、整车企业以及回收利用企业进行贯彻实施，保证标准的有效贯彻，建议有

关主管部门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性文件。 

十、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