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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国核电技术发展高峰论坛报告

中国核电发展的进展与战略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徐玉明

１　 核电最新进展
截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全球３１个国家（地

区）在役核电机组４３７台，发电总功率约为３７７ ７
ＧＷｅ，核电发电量占比曾经达到１７ ６％（１９９６年），
２０１１年福岛核事故以后有所下降。核电仍然是
ＯＥＣＤ国家中最大的低碳电力来源，超过ＯＥＣＤ国
家电力市场份额的２１％。福岛事故后，绝大多数国
家依然坚持发展核电，预测２０３０年，全球核发电
量比现在增长２０％以上。今后世界核电发展的主要
市场在亚洲，而亚洲的核电看中国。中国新增核电
机组的数量将占全球新增数量的一半左右，印度等
新兴经济体国家也有很大潜力。

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中国大陆在役、在建、批
准待建的核电机组总数达到５２台，分布在沿海的８
个省区、１３个核电基地，总装机容量约５ ４００万千
瓦（５４ ＧＷ），见表１。已经投入运行机组３０台
（２０１５年新投入运行８台），正在建设中的机组有
２１台，批准待建的１台。不久，中国核电总装机将
超过３ ０００万千瓦（３０ ＧＷ），超过韩国、俄罗斯，
列世界第四。发电量位列全球第三。

我国核电机组安全状态良好，主要运行指标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周围自然和人文环境友好、
和谐；核电发电成本低，经济效益好，为周边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国家积极发
展核电方针鼓舞下，整个中国核电产业链———先
进核电技术研究开发、核电设计、核电厂建造、
关键设备设计制造———的国产化、自主化有了长
足进步。核电装备制造业已经具备每年生产１０套
以上大型核电机组的能力，可以为国际市场提供
高质量的产品。

２　 核电未来发展分析
表１　 中国大陆（不含台湾地区）核电的最新进展

（截止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机型 运行机组（台数） 在建及批准

待建机组（台数） 总数
３００ ＭＷｅ 浙江秦山一期（１） １

ＣＰＲ１０００

广东大亚湾（２）
广东岭澳（４）

辽宁红沿河（３）
福建宁德（３）
广东阳江（３）
福建福清（２）
浙江方家山（２）
广西防城港（１）

辽宁红沿河（３）
福建宁德（１）
广东阳江（３）
福建福清（２）
广西防城港（１）

３０

ＣＰＲ６００
浙江秦山二期（４）
海南昌江（１） 海南昌江（１） ６

华龙一号 福建福清二期（１ ＋１） １ ＋１

ＣＡＮＤＵ ６ 浙江秦山三期（２） ２

ＡＰ１０００
浙江三门（２）
山东海阳（２） ４

ＥＰＲ 广东台山（２） ２

ＡＥＳ—９１ 江苏田湾（２） 江苏田湾（２） ４

ＨＴＲＰＭ 山东石岛湾（１） １

总计 ３０ ２１ ５１ ＋１

注：代表其中有１台机组是２０１５年新投入运行；代表其中有
２台机组是２０１５年新投入运行。

２０２０年我国核电装机将达到５ ８００万千瓦，十
三五期间平均每年新开工５ ～ ６台机组，是全球新
建核电最多的国家。新建机组要采用国际最先进的
标准，进一步降低堆芯融化及放射性释放概率。华
龙一号、ＣＡＰ１０００、ＣＡＰ１４００等三代核电技术成为
未来中国核电发展的主流机型，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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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中国大陆（不含台湾地区）新建核电项目机型分析
机型 特点 拟建项目

华龙１号 自主开发的三代技术，
福清二期（５ ／ ６号项目）

防城港３、４号；宁德５、
６号；河北海兴

ＡＰ１０００
美国三代技术，三门１、
２号，海阳１、２号

三门二期、海阳二期，
徐大堡，广东陆丰，内陆

ＣＡＰ１４００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山东石岛湾
ＡＣＰ１０００ 对ＣＰ１０００的进一步改进 田湾５、６号
ＨＴＲ 高温气冷堆，山东石岛湾项目 江西项目
ＡＥＳ９１ 俄罗斯技术，江苏田湾１ ～ ４号
ＥＰＲ

法国三代技术，
广东台山１、２号 广东台山３、４号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充足的电力供应，２０３０
年全社会发电量将增加１倍。能源生产革命要求改
变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核电是唯一可以大规模替
代化石能源的低碳清洁能源，是我国能源绿色发展
的支柱。２０３０年，核电规模有望达到（１ ２ ～ １ ５）
亿千瓦，核电发电量占比达到８％ ～ １０％；核电的
布局也更加合理。

中国核电企业积极走向国外，已经与巴基斯
坦、英国、罗马尼亚、南非、阿根廷、土耳其、埃
及、肯尼亚、约旦、沙特、亚美尼亚等许多国家签
订核电合作协议，有的项目已经落地，有的正在积
极推进中。核电“走出去”是中国核电产业发展的必
然要求，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近期主要是探
索及积累经验，从“借船出海”、“租船出海”到“造
船出海”要有个过程。

十三五期间我国核电发展重点任务：提高核电
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突破三代技术的瓶颈，为中国
核电的批量化、国产化、自主化发展、为中国核电
“走出去”奠定坚实基础。
３　 发展战略认识与思考

我国核电发展的理念为“安全、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核电发展目标为“打造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核电产业，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
大的动力支撑”。
３ １　 安全发展

１）大力推进全行业的核安全文化建设，把安全
发展理念落实到核电设计、建造、运行、退役的全
过程，涵盖整个产业链的所有环节。
２）采用国际最先进的安全标准，确保运行核电

机组安全，实际上消除放射性大规模释放的可能性。

３）加强安全监管的法制建设、队伍建设与能力
建设，实施最严格的、科学有效的核安全监管。
３ ２　 创新发展

１）加强科技创新自主创新，全面掌握三代核电
关键技术，成功研制自主品牌核燃料组件，解决关
键设备和重要原材料国产化、自主化的瓶颈。
２）加大原始创新及自主创新，开展先进核电技

术研发、工程化验证，从核电大国转向核电强国。
３）稳妥有序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调整和优化核

电管理体制和产业结构。
３ ３　 协调发展

１）制定科学、权威的核电发展规划指导，指导
和引导核电产业健康发展。
２）核电发展要与核燃料循环产业相协调（铀资

源保障与海外铀资源开发，乏燃料贮存与后处理工
厂建设，闭式核燃料循环与快堆发展等）。
３ ４　 绿色发展

１）建设及运行过程中，保护自然环境，降低原
材料消耗，减少废弃物排放。
２）实施核燃料闭式循环，推进核能可持续发

展。
３）落实“放射性废物最小化”理念及措施。

３ ５　 开放发展
１）全球核电大家庭，“一荣俱荣、一枯俱枯”。
２）在核电关键设备材料供应、天然铀供应、先

进技术研发方面，中国离不开世界。我们欢迎国外
企业到中国发展，中国核电发展为国际一流企业提
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３）“走出去”是中国核电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长期的战略任务。
３ ６　 共享发展

１）核电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及周围民众的支持及
理解，公众对核电的接受程度直接影响核电发展。
２）建立合理有效的利益共享机制，促进核电发展。

４　 结语
我国核电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存

在严峻的挑战。
要坚定信心、坚持安全发展、高效发展，把核

安全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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