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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4 月 20 日至 22 日，“面向 21 世纪核能部长级国际大会”在北京举行，61

个国家和 7 个国际组织的部长、高级官员和专家总计 808 人出席会议。大会由国际原

子能机构主办，中国政府委托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承办，经合组织核能机构与中国核

能行业协会协办。会议的目的是分析核能现状，讨论核技术发展，展望核能未来，并

为正在考虑利用核电改善能源结构的国家提供有益的论坛。 

为期三天的会议讨论了涉及核能发展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能源资源与环境、核能

技术进展、基础结构建设、燃料保障供应、乏燃料和废物管理等。会议代表通过专题

报告、讨论和磋商等各种形式，就核能的未来充分交换了意见。会议凝聚了共识，达

到了预期的目的。 

会议认识到，核电发展的积极势头正在显现，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做出了发展核能的决策。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在发言中指出，目前已有 60 多个

国家，其中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向机构表示有意发展核电。在尊重各国有权依据其

国际义务制订本国能源政策的同时，绝大多数会议代表认为，核能作为一种成熟、清

洁、安全和有竞争力的技术，在 21 世纪及未来，将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的贡

献。会议就以下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 

－ 核电有助于保障全球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空气污染； 

－ 核电是一种基荷电力来源，能够为 21 世纪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  核能能够为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有益贡献。 

大会对核电发展面临的机遇表示欢迎，为抓住这一机遇，会议代表指出： 

－ 应加强国际防扩散努力，各国应履行各自防扩散义务，加强出口控制，与国

际原子能机构深入合作以确保履行其保障义务。应继续加强上述领域的国际

合作。 

－ 世界范围的在运核电站保持了出色的安全记录。核电站的持续安全运行对于

提高人们的信心十分重要。所有国家包括已经发展或将要发展核电的国家都

应高度重视核安全问题。此外，各国应参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导则，采取适



  
 
  

当有效的实物保护措施。为此，应当鼓励就核安全和核保安开展国际合作与

交流。 

－ 应采取措施，在保持国际核燃料市场正常运作的情况下，确保核燃料的可靠

供应。国际社会应当深入讨论，并从技术、法律、政治、经济等方面全面分

析，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下建立多边核燃料保障供应机制的建议。国际原

子能机构总干事希望向六月理事会提出此类建议。 

－ 乏燃料安全管理和放射性废物处置，对核电的可持续发展极为重要。对一些

国家来说，乏燃料安全管理还包括后处理和再循环。各国对各自乏燃料和放

射性废物的管理负有责任。会议代表鼓励在上述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各国应

采取适当措施，确保充足的资金, 用于核装置整个寿期内包括退役阶段的安全

管理, 以及乏燃料和放射性废物的安全管理。 

－ 计划发展核电的国家，应当建立必要的基础结构。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一

些国家可以向已经具备基础结构和技术能力的国家寻求援助和支持。应当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以帮助其建立必要的基础结构，并满足其特殊需求。

具体的援助可以包括以下方面：建立法律和监管框架；开展培训，增进对各

种核技术的了解；促进和支持新核电站融资等。 

－ 应继续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先进核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在进一步加强核电站

安全、核保安和抗扩散的同时，技术开发方还应根据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的不同需求，对核电的经济竞争性给予应有的重视。 

－ 经合组织秘书长和其他会议代表表示，核能应在后京都议定书灵活机制方面

发挥更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自 2005 年巴黎会议以来，核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有意建造核电站的

国家数量增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协助各国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大会鼓励国际原子能机构继续与成员国和经合组织核能机构等国际组织开展国际

合作。为此，会议代表期待四年后再次举行部长级大会，并认为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

出的重要一步，将强化有关国家对核能和平利用的支持和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