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电宝充电宝：：33CC认证下的安全合规追问认证下的安全合规追问

热热 点点 03032025年7月14日星期一
编辑：于大勇组版：沙欣
邮箱：yudy@stdaily.com

目前，我国充电宝市场规模已达数百

亿元。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关产品

质量参差不齐、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日益

显现。

2023年8月1日，我国对充电宝正式实

施强制性 3C认证管理，但从市场实际情况

看，政策落地效果并不理想。2025年 6月

26日，民航局发布“3C禁令”，明确禁止旅客

携带无3C标识及被召回的充电宝乘坐境内

航班。在此背景下，充电宝行业面临前所

未有的监管压力：一方面，无认证产品大量

流通的现状将受到整治；另一方面，企业需

在合规经营与成本控制之间寻求平衡。行

业未来将如何实施监管要求，实现规范发

展，成为业界关注焦点。

连锁反应撕开行业乱象

自 2025年 6月开始，北京多所高校陆

续发布安全提醒称：接上级主管部门提醒，

近期发现 2万毫安的某品牌充电器在充电

时，相较其他品牌型号充电器，更容易发生

爆炸现象。

6月 16日，深圳罗马仕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罗马仕”）宣布召回近50万台产

品；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紧随其后，

召回超70万台。

召回潮尚未平息，监管部门再出重拳，

6月2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全国认证认可

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显示，罗马仕及相关公

司的快充移动电源 3C认证被大批撤销，证

书状态显示“暂停”。

6月 26日，民航局发布的“3C禁令”直

接给行业戴上“紧箍咒”：自6月28日起，无

3C标识、标识不清或被召回的充电宝，禁止

旅客携带乘坐境内航班。

“考虑到公共交通安全的共性需求，

未来该禁令有可能拓展至其他交通领

域。”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

帅认为，此次民航局发布“3C 禁令”无疑

是基于对航空安全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深

度考量。

从校园预警到航空禁令，从品牌召回

再到认证撤销，这一连串环环相扣的事件，

不仅撕开了行业的遮羞布，更暴露出 3C认

证在落地执行中的重重困境。

价格与安全失衡的博弈

知名新经济产业第三方数据挖掘和分

析机构艾媒咨询此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共

享充电宝市场消费行为调查数据》显示，

2025年，中国消费者使用共享充电宝的频

率，其中“偶尔使用”占比最高，达到59.61%，

而几乎每天都使用的用户接近三成。

值得关注的是，43.92%的消费者表示，

共享充电宝最突出的问题是“安全性难以

保障”。

据了解，“安全性难以保障”主要来自

长期以来的“价格战”。市面上，一块2万毫

安的充电宝，安全合规的成本为八九十元，

市面上售价只要二三十元。而在电商平台

上，售价几元至十几元的“白菜价”充电宝

随处可见。

支撑“价格战”无限探底的是劣质的品

控。业内人士透露，一条暗藏隐患的生产

链条早已形成：品牌找代工厂，代工厂外包

采购电芯，层层转包之下，偷工减料成了公

开的“秘密”。

行业的鱼龙混杂，使得行业监管也变

得困难重重。

当前，市面上或消费者手中仍存在相

当数量未取得3C认证的充电宝，美团、怪兽

充电、街电、小电等一些主流共享充电宝平

台提供的产品也存在无 3C认证标识的情

况。

在国际注册创新管理师、鹿客岛科技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卢克林看来，无 3C认

证充电宝大量存在的根源在于成本与利润

的博弈。部分企业为降低成本，选择绕过

认证环节，低价抢占市场。

“3C认证对企业而言意味着更高的生

产成本和更长的生产周期。企业需投入资

源进行产品检测、认证申请及可能的工艺

改进，以确保产品符合标准，这无疑增加了

成本负担，并可能因认证流程的复杂性而

延长产品上市时间。”袁帅说。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表

示，政策实施前生产的无 3C标识产品仍存

在库存，商家通过低价清仓的方式继续销

售。这种现象在共享充电宝领域尤为突

出，“新旧设备混杂，早期未标注 3C标识的

产品仍在使用，形成监管漏洞。”

监管重压驱动行业破局

民航局的“3C 禁令”和大规模召回事

件，让行业经历阵痛，但也为规范化发展按

下了“加速键”。

“为确保合规，企业需对设备进行全面

检测与更换，部分老旧设备将提前退役。”

袁帅说。

短期看，单台设备的认证费用，叠加后

续定期抽查产生的维护成本，大幅度增加

了企业的资金支出与合规成本。但从长远

看，合规化运营有助于提升用户信任度，吸

引更多B端合作拓展盈利空间。

“大量无法达标的小作坊将被淘汰，头

部企业优势会更加明显，”王鹏分析说，为

满足认证要求，企业会加大研发投入，快充

技术、无线充电等相关技术有望迎来发展。

“3C认证也将进一步推动产业全链条

的整合与升级。”王鹏表示，在上游电芯供

应商中，低质厂商被淘汰，推动行业向提升

能量密度、应用新型材料的方向发展；中游

制造商，有望引入AI（人工智能）视觉检测

系统，建立严格的质量管控体系；下游销售

渠道将加强审核，要求产品公示 3C证书编

号。

多位专家表示，缺乏全流程品控能力

的品牌将在新一轮监管收紧中面临更大淘

汰。未来行业的安全底线将回归于“自建

产线+供应链透明”的标准路径。

王鹏表示，消费者选购充电宝时，安全

性成为首要考量因素，但在实际使用过程

中还经常面临容量虚标、快充发热严重、接

口不兼容等问题。基于这些痛点，用户对

充电宝的未来功能提出新期待，如具备AI
能源管理功能，可实时识别设备负载、自动

调整充电策略；增加太阳能充电功能，满足

户外场景需求；改进无线充电技术，通过磁

吸定位解决对位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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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铁道科学

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

公司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

国际现代化铁路技术装备

展览会在北京举行。本届

铁路展主题为“高速铁路：

创新发展让生活更美好”，

展览面积达 4 万平方米，

展览范围涵盖铁路各专业

最新技术、装备和产品，分

为室内和室外两大展区。

图为观众在第十七届

中国国际现代化铁路技术

装备展览会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

AI拓展信息通信业新天地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

年前 5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

成 748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 。

5G、千兆光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网

络建设和应用不断推进，网络连

接用户规模稳步增加。移动通信

与人工智能（AI）技术深度融合，

正不断拓展信息通信业边界，带

来更多新增长。

专家表示，随着 5G-A/6G与AI
等技术的融合，通信网络呈现新的

发展趋势，包括天地一体化，卫星

与地面网络融合，构建全域覆盖的

通信网络；通感一体化，通信网络

向全面多维感知升级，实现全场景

感知；通智一体化，通信网络与AI
深度融合，推动智能化应用，加速

释放“连接+智能”的效应。推进从

5G-A向 6G发展，不仅是技术的迭

代，更是数智时代的价值倍增。

《经济日报》2025.7.3 黄鑫

西部绿电利用率迎来“拐点”？

7月2日，全国新能源消纳监测

预警中心发布全国各地的风光发

电利用率数据，西部风光富集区1-
5月持续走低，尤其是光伏发电利

用率除宁夏外均不足90%。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截至 4
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已

突破20亿千瓦，同比增长58%。其

中，风电、光伏合计装机达 15.3 亿

千瓦。

新能源装机容量飞速增长，新

能源发电（绿电）利用率却波动下

降。电网消纳“吃力”，导致多个主

要绿电供给地区利用率难以达到

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的“放宽新能源

利用率目标，原则上不低于90%”的

标准。

专家表示，未来场景下，“西电

西用”可能是一条安全可靠的能源

替代路径。如果大规模、低成本的

风光能源在西部转化为绿色电力、

液体燃料、大宗工业产品，通过电

力网、油气管网、物流网等多渠道

流转全国，将为能源安全、低碳新

质生产力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科技日报》2025.7.3 张佳星

▶ 本报记者 李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