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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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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动力电池回收问题日益凸显

。

02

动力电池回收对资源节约、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03

博弈论作为研究决策过程的

数学理论，可为动力电池回

收问题提供有效分析方法。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01

国内外在动力电池回收政策、技术和市场等方面取

得一定成果。

02

博弈论在动力电池回收领域的应用逐渐受到关注，

但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未来研究方向包括博弈模型精细化、多主体博弈、

政策与市场机制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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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动力电池回收博弈模型，分析政府、

企业和消费者等主体行为策略，探讨动力

电池回收的最优路径。

研究内容

为政府制定动力电池回收政策和企业制定

回收策略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研究目的

运用博弈论、数学建模、仿真模拟等方法，

结合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对动力电池回

收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目的和方法



博弈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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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03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过程中各参与方之间相互作用

和影响的一门学科。

博弈论通过数学建模和分析方法，研究在特定条

件下，理性参与者如何做出最优决策。

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

域，为解决复杂问题提供了有效工具。

博弈论概述



均衡
博弈中所有参与者最优策略的
组合，达到一种稳定状态。

信息
参与者在博弈中所拥有的知识
和信息，包括对其他参与者策
略、收益等的了解。

收益
参与者在博弈中获得的结果或
收益，可以是经济利益、社会
地位等。

参与者
博弈中的决策主体，可以是个
人、组织或国家等。

策略
参与者在博弈中可选择的行动
方案或决策变量。

博弈论基本要素



零和博弈
参与者之间利益完全对立，一方所

得即另一方所失，求解方法包括最

小最大定理、线性规划等。

非零和博弈
参与者之间利益不完全对立，存在

共同利益和合作可能性，求解方法

包括纳什均衡、合作博弈理论等。

完全信息博弈
所有参与者对彼此的策略和收益有

完全了解，求解方法包括静态博弈

和动态博弈的求解方法，如逆推归

纳法、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等。

不完全信息博弈
参与者对彼此的策略和收益了解不

完全或有误判，求解方法包括贝叶

斯纳什均衡、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

等。

博弈类型和求解方法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现状及
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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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回收网络初步建立

我国已经建立了覆盖主要城市

的车用动力电池回收网络，包

括回收站、中转站和处理中心

等。

02

回收技术不断提升

随着技术的进步，车用动力电

池的回收效率不断提高，同时

回收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也得到

了有效控制。

03

政策法规逐步完善

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

规，对车用动力电池的回收、

利用和处置等环节进行规范和

管理。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现状



回收渠道不畅

目前车用动力电池的回收渠道相

对单一，主要依赖于专业的回收

企业和处理中心，缺乏多元化的

回收渠道。

回收价格不合理

由于车用动力电池的剩余价值评

估困难，导致回收价格不合理，

影响了车主的回收积极性。

技术标准不统一

目前车用动力电池的回收处理技

术标准不统一，导致回收处理过

程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

回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车用动力电池的回收处理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提高技术水平以降低处理成

本和减少环境污染。

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目前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市场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导致回收渠道不畅和价格

不合理。

市场机制不完善

虽然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法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监管不到位、执行力度不

够等问题，导致技术标准不统一和环境污染问题。

政策法规不健全



基于博弈分析的车用动力
电池回收模型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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