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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电“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柳卫平

１　 核电“走出去”的背景
目前中国核电“走出去”已经具备了“天时”、

“地利”和“人和”的条件。
天时：国际市场上蕴藏着无限的机遇。在人口

增长、气候变化、工业和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越来
越多的国家想发展核电，总计共有７２个国家已经
或正在计划发展核电，其中在“一带一路”上的国家
有４１个，“一带一路”周边还有１１个国家正在发展
核电。

地利：国家层面有意助推核电“走出去”。在新
一届国家领导人的推动之下，核电“走出去”已取得
一定成果，２０１４年以来相继与巴基斯坦、英国、阿
根廷签订核电站投资协议，与意大利、西班牙等五
国签署合作备忘录。

人和：出口技术成熟。我国核电经过近３０年
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条，自主研发的
“华龙一号”已通过国家主管部门和国际原子能机构
的评审。
２　 核电“走出去”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核电走出去面临竞争激烈、经验不足、组
织结构尚未实现国际化、核电标准的地区差异等问
题。核电“走出去”面临诸多挑战。

到２０２０年全球将新建约１３０台核电机组，到
２０３０年前这一数字将达到约３００台（其中我国国内
约占３０％），“一带一路”国家和周边国家将占到新
建机组数的约８０％。如果我国能够在２０３０年前获
得“一带一路”沿线２０％的市场份额，即约３０台海
外市场机组，这将直接产生近１万亿元产值，创造
５００万个就业机会，全寿期将产生约３万亿元产值。
由此可见，核电走出去的市场潜力巨大。

３　 核电“走出去”的建议
通过调研俄罗斯、法国和韩国核电出口战略，

参考韩国核电自主化和标准化的进程，为我国核电
“走出去”提出以下建议。
３ １　 形成合力，争取政策支持

国内三大核电公司相对独立且技术路线不统
一，向海外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竞争关系。

俄罗斯、法国和韩国，其内部均不存在竞争，
因此可实现整体的利益最大化。俄罗斯是核工业一
体化模式，法国和韩国都是分工合作模式。对我国
建议如下：
１）共同出资成立海外业务公司，统一对外平

台。
２）共同协商，划分国际市场，明确各自的市场

范围。
３）利用核电产业联盟加强沟通，信息共享，营

造良好的合作氛围。
４）争取政策支持，由高层推动“走出去”战略实

施。
３ ２　 发展技术，加快形成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多次核电技术的引进，造成国内核电技术路线
的不统一，自主知识产权被边缘化。

俄、法、韩三国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堆型。
韩国也曾面临着多种堆型的问题，但及时开始核电
厂的标准化设计统一堆型，设计出符合美国先进轻
水堆设计要求的“韩国标准核电厂（ＫＳＮＰ
ＯＰＲ１０００）”，也开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ＡＰＲ１４００成功出口阿联酋。对我国建议如下：
１）加强自主创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２）统一技术路线，有利于核电产业链整体的安

全性、经济性和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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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加强技术合作，与海外科研机构、企业或大
学开展技术合作，成立研发中心或技术共享中心。
３ ３　 优化组织机构，注重国际化人才培养

我国核电企业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存在国际
化反应慢、管理碎片化等问题。

俄罗斯、法国、韩国都有支撑其“走出去”战略
的组织机构；韩国重视国内核电人才的培养和对外
人才的培训，ＫＥＰＣＯ及其下属企业均建有教育培
训机构，建立了国际核电研究生院，以更好地为海
外项目培训人才。对我国建议如下：
１）学习世界一流核能企业集团国际化的经验，

优化组织结构；设立海外事业部、分公司、海外信
息中心、销售中心、市场办公室等机构，将“触角”
伸向国际市场。
２）执行国际规范的质量认证标准，建立国际标

准的财务评估与管理体系。
３）逐步完善国际业务的管理流程，积累经验。
４）引进海外人才，选派技术或管理人员到相关

企业、机构培训或进修。
３ ４　 充分利用我国的制造业和金融优势

核电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巨大，对于大多数
国家来说，核电建设的成本和能否提供资金支持是
获得订单的关键因素。

俄罗斯为国际核电建造项目提供融资渠道，成
立了全球首家专门为核燃料交易服务的银行；韩国
设立了政府和民间各占一定比例、总金额达近３００
亿美元的海外建设基金，以解决韩国建筑公司承包
海外工程的融资问题。对我国建议如下：
１）充分利用国内金融机构，发挥我国在投资、

融资方面的优势。成立核能发展银行，创新融资模
式。如利用我国发起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行，利用我国外汇储备量大这一优势，帮助客户解
决资金困难，也可以直接以投资或自建自营的方式
在海外开展项目。
２）发挥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优势。我国具有较为

完备的先进核电设备整机配套能力与供应体系，目
前我国核电装备产业整体产能每年可满足１０个机
组的建设需要，是核电“走出去”的坚实支撑。

３ ５　 创新“走出去”方式，积极开拓市场和业务范围
　 　 目前我国核电走出去的方式主要是矿产资源的
开采、核燃料的制造和铀产品的供应以及核电站的
设计建造。业务范围较窄，业务量少。

俄罗斯核能出口策略为以核电出口为主导，各
相关产业密切配合的全产业链、全寿期的“百年专
业化一条龙”出口服务模式。对我国建议如下：
１）创新走出去的方式，可以工程建设、设备制

造、技术转让、合作开发、运营服务、股权投资、
并购等方式“走出去”。
２）选择“先易后难”的模式，重点开拓发展中国

家市场。
３）利用我国拥有完整核能产业链的优势拓展业

务范围，可以提供从铀矿开采到乏燃料处理、核设
施退役、延寿、核厂址价值开发等一系列的服务，
既可按照ＥＰＣ（设计、采购和施工）模式，也可按照
ＢＯＯ（建设、拥有和运营）模式进行。
３ ６　 建立并推广自己的核电标准体系

目前我国还没有权威、统一、协调、与我国工
业体系和技术基础相适应的核电标准体系。出口不
仅面临多种堆型的选择，也面临着多种标准的选
择。

俄、法、韩三国均建立了在国际上有一定认可
度的本国核电标准体系。对我国建议如下：
１）主推一种堆型（如华龙一号），建立我国的核

电标准体系。
２）梳理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对于

能够适用的标准直接采用，对于可以借鉴的标准经
过改编后转化采用，对于没有相对应的可借鉴的标
准重新编制。
３）统一编号，翻译成英文版本。
４）在国际上推广我国的核电标准体系，提高影

响力，为今后的核电输出打下基础。
４　 结语

我国核电“走出去”已具备良好基础和优势条件，
并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
断深入，核电将成为我国“走出去”战略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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