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握机遇，应对挑战，促进核电健康发展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   李干杰 
 

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取

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环境问

题也日益凸显，特别是由于能源结构不合理所带来的环

境问题尤为突出。为了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

调、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中国迫切需要加强环境保护、推行节能减排、大力开发

和利用清洁能源。 

为此，中国制定了“积极推进核电建设”的政策，并

有一系列核电机组新近开工或即将开工建设，核电发展

形势迅猛。那么，中国核电的发展道路上面临哪些挑

战？面对这些挑战，中国需要采取哪些应对措施？这是

目前中国核电发展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核电是中国加强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的必

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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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切实保障公众生命健康，呵护好人类赖以生存

的地球家园，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将环境保护作

为基本国策，提出要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形成

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

消费模式。核电作为一种安全、经济、清洁的能源，是

当今 现实可行、能大规模发展的替代能源，在中国大

力发展核电无疑有着十分显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大力开发利用核能是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

源安全的客观需要 

据统计，2008 年中国的电力装机容量构成中，火

电占 76％，水电占 22％，核电占 1％，风电等约占 1

％，而火电机组中燃煤机组装机容量占 98%左右。从中

可以看出，煤炭依存度明显过高，能源结构不尽合理。

这种过度依赖煤炭的能源结构在消耗大量资源的同时，

给环境和交通运输带来了巨大压力。 

经过五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世界核能利用技术日

臻成熟，已经与火电、水电一起构成世界电力供应的三

大支柱。法国、韩国、日本等国通过大力发展核能，基

本实现了核电的国产化、标准化和规模化，核电所占比

例较大。美国、俄罗斯等国也形成了倚重核电的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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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供应。 

因此，中国也完全应当和能够积极发展核能，提高

核电在能源结构中的比例，降低煤炭的依存度，优化能

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 

（二）大力开发利用核能是厉行节能减排、减少环

境污染的有效途径 

目前，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

环境问题，在中国短时间里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

合型、压缩型特点。而能源生产和消耗所带来的环境污

染是中国总体环境问题的重要方面。 

要实现节能和减排的目标，必须大力发展清洁能

源，而核电是 佳技术选择。与火电相比，核电基本不

会产生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目前中国已有运行核电

装机容量 910 万千瓦，折算每年减少的二氧化硫约 16

万吨，氮氧化物约 32－40 万吨，烟尘约 19 万吨，后续

随着装机容量的不断提高，减排效果将更加显著。 

（三）大力发展核电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

变化的重要举措 

按照中国目前的核电发电量测算，相当于每年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约 5300 万吨。核电与风电、水电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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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作用相当，而核电还具有

容量大和基本不受天气等外部因素影响的优点，能够在

很小环境影响的情况下稳定地供应大量电力。因此积极

发展核电也是中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的

重要举措。 

二、中国发展核电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实事求是地讲，目前中国发展核电还面临着一些明

显的短板与瓶颈问题，需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努力克

服。在现阶段，如果扩张过于迅猛，必然引发人力资源

分配、国产化战略推进、放射性废物管理、核安全监管

和公众可接受性等深层次结构性矛盾，进而威胁到核电

的建造质量和运行安全。 

（一）核电建设人力资源总体短缺 

核电项目的建设周期较长，期间需要大量高素质、

有经验、专业化的各类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例如一个

两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的建设项目，有四年以上的建

设高峰期，大约需要业主和各类承包商专业技术和管理

人员上千人，其中相当数量人员应是具备相关经验的“高

端人才”。由于世界核电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低谷，国际、

国内有经验、具备较高素质的“高端人才”总量有限。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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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新建核电项目的逐步开工，“高端人才”还将不断稀释。

因此人力资源总体短缺问题相当突出。 

（二）核电研发和设计能力尚不完备 

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在核电技术研发和

工程设计方面已经打下了一定基础。但同时，我们必须

看到在以下方面还存在不足：一是中国还没有全面掌握

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的设计技术，一些关键技术的设计目

前仍处在“模仿”阶段。二是中国尚未建立起真正属于自

己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完整的核电技术标准规范

体系，多国标准规范混用的局面依然存在。三是中国投

入不足，配套不全，责任不明确，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距离全面承担大规模核电发展的研发和设计任务还有

较大差距。 

（三）设备制造和安装能力不足 

中国核设备制造技术力量和装备水平近年来有很大

提高，但主泵、部分关键核级泵和核级阀门、堆内构件、

大型铸锻件、蒸发器传热管以及部分特殊材料等制造能

力仍有待加强。此外，中国真正具有资质和业绩的核岛

安装队伍总体安装能力也还有限。 

（四）放射性废物管理体系还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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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放射性废物管理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和成

绩，但当前仍然面临着政策研究欠缺、法规制定滞后、

废物处理处置能力不足、历史遗留的废物还未得到完全

治理、铀矿冶的三废治理在技术和设施上比较落后等问

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核电的健康发展。 

（五）核安全监管力量薄弱 

核安全监管是发展核电的必须支撑和必然要求。随

着中国核能和核技术利用的发展，核安全监管任务日趋

繁重，监管难度日益加大，目前中国的核安全监管力量

已经远不能适应核能和核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主要表

现在监管人员少、技术手段落后、经费投入不足等方面。 

（六）公众宣传工作严重滞后，部分公众心存疑虑 

虽然中国在核电公众宣传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基

本获得了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不能

满足未来核电大规模发展的需要。 

当然，上述影响和制约核电快速发展的问题，是任

何国家在核电发展中都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必须面对的

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客观看待核

电发展的制约条件，统筹考虑，循序渐进，并采取积极

有效的针对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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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筹兼顾，积极应对，推动中国核电又好又快

又安全地发展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能源紧缺、环境压力和金融危

机给核电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全球范围的新一轮核

电建设热潮即将到来。中国政府将把握机遇，采取有效

措施，积极应对挑战，在确保核安全的前提下，稳妥和

有序地加快中国核电建设的步伐。 

（一）制定核电发展规划，引导和规范核电产业快

速发展 

2007 年，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核电发展专题规

划（2005－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有 4000 万千瓦

核电装机容量投入运行，并有 1800 万千瓦在建。目前，

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调整核电发展规划，以图进一步

增强引导和规范核电发展的力度。 

（二）积极引进国际先进核电技术，发展民族核电

产业 

 目前，中国政府已经明确了未来核电发展的主要

技术路线，一方面，建设一批技术成熟的二代改进型核

电机组，满足电力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引进国际先进

核电技术，提高核电工业技术水平，并积极探索发展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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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核电产业的道路。 

（三）大力发展核电产业链，为核电健康发展提供

支撑 

中国政府将积极制定政策，促进核电产业链的有序

发展，并建立长效机制，解决铀矿冶和放射性废物处理

处置等问题。在核设备的设计制造、工程安装、核电厂

运行管理等领域强化许可证管理，引入竞争机制，切实

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 

（四）理顺核电投资管理体制，促进核电良性发展 

目前，中国已形成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广东

核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控股建设核电项

目，其他公司参股的稳定局面，核电发展必须的投资资

本金已有保证，投融资基础进一步夯实，稳固的投资体

系已经形成，为实现核电中长期发展目标提供了保障。 

（五）构筑核安全监管大厦,切实加强核安全监管  

为了有效地履行核安全监管的职责，中国政府将着

力夯实三个基石,构筑起一座坚固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

大厦”。 

一是夯实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机构队伍基石。总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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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形成力量充足、运转高效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组织

体系。 

二是夯实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能力基石。其中,

重点是要加强核安全研究和分析、核安全设备质量检

测、放射性废物管理、辐射环境监测、核事故应急等方

面的技术能力建设。 

三是夯实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法规标准基石。我们计

划在短期内有新突破，5 年内取得明显进展，到 2012

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并与国际接轨的法规标准体

系，为后续核电建设和核安全监管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是世界上 大的发展中国家，能源需求持续增

长，保护环境任重道远，迫切需要核电作为稳定供应的

清洁能源。目前，国际国内环境为我们提供了加快发展

核电的良好机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始终坚持“质

量第一，安全第一”的根本方针，有效应对核电迅速发展

过程中的各种挑战，以确保中国核电又好又快又安全地

发展。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