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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核电产业“走出去”战略思考
■上海市核电办公室核电产业处处长 顾银祥

１　 核电“走出去”的背景及意义
核电是全球能源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国际上核电发达国家纷纷把核电“走出去”作为国家
战略，从而带动本国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推动
核电“走出去”已成为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
重要领域。
２　 国际核电市场概况
２ １　 国际核电市场空间巨大

据ＩＡＥＡ统计，截至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全球３１
个国家（地区）在运核电机组４３７台、总装机容量约
３７７ ７ ＧＷ；另外，共有１５个国家（地区）在建核电
机组７０台，总装机容量约为７３ ５ ＧＷ；已获批准
且建设资金到位，或已有郑重承诺，大部分将在未
来８ ～ １０年投运的计划中机组１８３台，总装机容量
约为２０３ ６ ＧＷ；有明确计划或厂址建议，大部分
将在未来１５年内投运的核电机组３１１台，总装机
容量约３４０ ２ ＧＷ。从需求看，核电未来发展的主
要市场是在新兴经济的发展中国家。
２ ２　 全球核电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从未来看，全球核电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
预测至２０３０年，全球核电总量的增长率低值将为
８％，而高值为８８％。

一带一路市场：相关统计显示，在我国一带一
路沿线的多个国家中，除中国外，涉及已有核电的
国家有１９个；计划发展核电的国家有２５个。规划
建设的核电机组有１４０台左右，总投资规模将超过
１ ２万亿美元。

机组延寿市场：在未来１０ ～ ２０年，预计全球
延寿机组共有２３０ ～ ２８０台左右，市场规模达到
１ ２００亿～ １ ５００亿美元。

国际市场的需求为中国核电”走出去”带来良好
契机！
３　 我国核电走出去现状
３ １　 核电“走出去”已上升为国家战略

截止２０１５年１１月，中国共有运行核电机组３０
台，在建及批准待建核电机组２１台，中国已进入
核电大国的行列，基本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国家能源局首次提出核电“走出

去”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亲自推动核
电装备走向国际市场，核电“走出去”已上升为国家
战略，并先后出台了相关文件和政策鼓励核电“走
出去”。
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５日，我国核电技术装备“走出

去”产业联盟成立。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８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核电等我国装备“走
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提升合作层次。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

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一带一路”战
略机遇下，核电等行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２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外贸

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发布，该意见称，要鼓励
较高技术水平的核电、轨道交通到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投资。
３ ２　 在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我国核电“走出去”

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我国已与巴基斯坦、阿根廷、罗马尼亚、英国
分别签订了政府间核能合作协议（声明），与南非、
土耳其、捷克、埃及、沙特、巴西等国家的核电合
作也在积极推进当中。与此同时，四代商用高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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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堆也得到了新兴核电国家的关注。
３ ３　 当前具备出口条件的自主三代核电技术

中核集团和中广核集团联合研发了华龙一号，
国内示范工程：福清５、６号机组、防城港３、４号
机组。其中福清５号机组已于２０１５年５年７日正式
开工。国外目标市场：巴基斯坦、阿根廷、英国、
罗马尼亚、非洲等。

国家核电公司引进消化吸收ＡＰ１０００核电技术，
自主研发ＣＡＰ１４００核电技术，国内示范工程：山
东荣成石岛湾，有望于年内开工。国外目标市场：
南非、土耳其等。
３ ４　 现阶段我国核电“走出去”三种主要模式

一是通过投资参与国外核电项目建设：如英国
欣克利角Ｃ项目，主要以法国为主，我国参与项目
建设投资。

二是通过与国外企业合作参与项目建设：采用
别国技术，通过合作提供中国的设备，带动装备制
造走出去。如：罗马尼亚Ｃｅｒｎａｖｏｄａ３ ＼ ４重水堆核
电项目和阿根廷Ａｔｕｃｈａ３重水堆核电项目。

三是通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技术出口：
带动国内装备制造、工程建设和技术服务企业整体
“走出去”，这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走出去”。如“华
龙一号”技术有望取得突破。
４　 上海核电产业“走出去”基础与优势
４ １　 上海在我国核电“走出去”中的定位和作用

上海作为国内核电装备制造的主要基地之一，
在４０余年的发展中，始终坚持服从、服务国家核
电发展战略，伴随着我国核工业的发展而逐步壮
大。

在融入国家“走出去”整体战略中，上海将积极
参与海外核电项目建设，努力成为优秀的核电装备
供应商和服务商，为我国核电“走出去”提供有力支
撑。
１）具备良好的产业装备基础、较为完整的核电

产业链。
现已形成了以上海电气为主、较为完整的核电

装备制造体系，并集聚了一批核电在沪央企，初步
形成了研发设计、工程承包、运行服务等一系列服
务体系。

同时，上核公司等一批企业已取得了ＡＳＭＥ核
电生产许可证书及钢印，这就意味着具备了核电设

备出口的国际资质。已建成的临港、闵行和宝钢专
业化制造基地都具备一定的批量化、产业化能力。
２）积累了核电项目建设经验。
上海几乎参与了我国所有核电站及出口巴基斯

坦核电项目的建设。截至２０１５年３月底，已累计
承接各堆型核电主设备共计２８７台／套；已交付主
设备１４５台／套，核级容器２０００台，各类仪器仪表
近万台。

通过项目建设，企业形成、固化了批量生产百
万级机组的制造和管理体系，所有设备交付至今质
量安全可靠。
３）基本掌握了三代核电制造技术。
通过三门、海阳ＡＰ１０００和台山ＥＰＲ项目建

设，上海已基本掌握了三代核电制造技术。
２０１４年，上海率先在国内完成三代ＡＰ１０００核

岛主设备（压力容器、蒸发器、稳压器、控制棒驱
动机构）产品的交付，２０１５年ＡＰ１０００首台堆内构
件、ＥＰＲ首台堆内构件也将完成交付。
４）具备了核电科研综合实力。
通过国家重大专项实施，上海在核电科研设施

建设、重大科研技术突破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均有
了较大的提升。“十二五”以来上海累计实施核电项
目９０余项，总投入达９３ ５亿元，形成各项专利
３３７项。
４ ２　 与国际同行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上海核电产业与国际同行相比仍存在较大差
距，主要表现在：

一是核岛设备制造企业缺乏自主设计能力，仅
处于来图加工水平；部分核心产品的一次合格率与
国际同行相比偏低，工艺成熟性和质量稳定性有待
进一步提高。

二是虽然已积累了国内核电项目建设经验，但
除出口巴基斯坦外，海外核电项目业绩不多、经验
不足。

三是缺乏国际化高端人才，包括技术、商务、
管理、信息分析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等。
５　 上海核电产业“走出去”路径与举措

对于核电“走出去”，可以从其他国家（日本东
芝、法国阿海珐、俄罗斯原子能公司）总结出如下
的经验和启示：

首先，应加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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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装备技术研发，为“走出去”奠定基础。
其次，打造设备成套供应体系；设备供应商、

核电业主、服务商要建立联盟，组成联队，形成合
力共同参与国际竞争。

再次，除了要有完整的核工业体系外，还应具
备融资能力、法律支持、人员培训等完善的服务体
系。

最后，品牌的建立是“走出去”的前提和基础，
这其中包括良好的运行业绩、产品制造的精湛工
艺、有效交付的能力。
５ １　 上海核电产业“走出去”的路径

第一步：通过国际合作实现单件设备出口。初
期针对国际核电设备检修维护市场，发挥上海核电
装备制造技术先进，生产和配套服务成本较低的优
势，通过与国外核电总承包商合作，争取分包任
务。如２０１５年３月，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通过与法国ＡＲＥＶＡ公司合作，争取南非核电站６
台蒸汽发生器更换项目的分包合同。这种方式有利
于熟悉海外项目制造和管理经验，从而为争取未来
海外核电项目做好准备。

第二步：通过搭船出海实现核电设备小成套出
口。成为合格设备供应商；形成小成套供货能力，
通过与国内核电业主集团建立战略联盟，随着国内
核电装备走出去，实现小成套供货。如：核岛ＮＳ
ＳＳ、常规岛ＴＧ、辅助ＬＯＴ等。这种方式有利于在
国际上建立核电业绩，提高国际知名度。

第三步：通过组成联队实现设备和服务的全产
业链出口。发挥上海核电产业链完整的优势，建立
上海核电产业联盟；通过与国内核电业主集团形成
联队，争取实现核电技术研发、设备供应和运维服
务等全产业链出口。这种方式有利于带动上海整个
核电产业链的转型升级，从而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业
和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
５ ２　 上海核电”走出去“的主要举措

形成“产业联盟＋产业基地＋产业金融＋服务
平台＋产业论坛＋项目管理＋人才培养”六位一体
的上海核电产业发展模式，服务“核电走出去发展

战略”。
措施一是加快技术研发，打造设备集成和综合

服务供应商：加强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支持相关
企业突破高端领域和核心瓶颈；积极支持国内外各
大核电集团在沪设立区域中心或研发机构；培育在
沪核电龙头企业形成设备集成及工程总承包能力。

措施二是组建中国（上海）核电产业战略联盟，
打造上海核电品牌：响应中国核电“走出去”的国家
战略，支持企业建立上海核电产业联盟。推进上海
核电服务高端产业向漕河泾开发区集聚，打造上海
核电服务产业创新基地。

措施三是建立上海核电服务创新基地：选址漕
河泾开发区；筹建机构由上海市核电办、经信委园
区处、徐汇区商务委、漕河泾开发区等联合组成；
主要功能包括核电技术交流展示、核电服务集聚外
包、核电企业窗口对接、核电技术培育孵化、核电
工程承包与咨询管理、核电科普与教育培训；目标
群体包括国际知名企业分支机构、国内核电业主办
事处、国内服务业大型企业分支机构或研发中心、
核电服务业中小型企业、各地核电相关制造企业联
络处等。

措施四是对接上海自贸区，推动上海核电产融
结合：吸引各大核电集团在沪发展金融业务，推动
核电设备融资租赁、自营保险等核电金融业务创新
发展；推动上海核电银企对接，为核电企业“走出
去”提供融资便利。

措施五是强化核安全意识，加快核电国际化人
才培养：把推进核电设备质量作为重中之重，积极
响应国家核安全局核安全文化宣贯推进的专项行
动；加快培养一批了解国际核电市场环境、精通国
际核电市场规则、熟悉国际法与投资地相关法律的
综合型人才，满足核电走出去发展需求。
６　 结语

展望未来，我们将积极顺应核电产业发展大
势，抓住机遇，融入我国核电“走出去”战略，共同
为中国核电迈向国际舞台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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