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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主发展核电的决策激发了装备制造业的热情。  

许连义最近很忙。在《科学时报》记者采访他的过程中，他不断接到其他媒体要求采访的电话。作

为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专家委员会委员，原机械工业部重大装备司司长，核电工程升温使他的媒体关注度

骤然升高。 

 

此前，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项措施”，到2010年底

前将投资4万亿元实施工程建设。核电项目成为其中的重要部分。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1月1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核准总投资955亿元的广东阳江核电工程和

浙江秦山核电厂扩建工程。 

 

在未来的中国，从广东、浙江、江苏、辽宁、福建、山东、广西等沿海省份到湖北、湖南、江西、

河南、吉林、河北等内陆地区，几十座核电站将拔地而起。伴随而来的，是核电的自主化发展成为大家

关注的热点。 

 

第三代核电亦要“中国制造”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目前核电建设中，我们的材料、设备技术还都不成熟，需要向国外引进或者

购买，这是发展过程中一个合理的阶段。”许连义说。 

 

据悉，目前我国在核电技术的研究开发、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已具

备了相当的基础、实力和经验。国家也将大规模引进AP1000核电技术，作为我国第三代核电技术发展的

方向，并以浙江三门和山东海阳核电站（共4台核电机组）为其自主化依托项目。 

 

许连义说：“这4台机组国产化率平均约为60％，前面两台机组都是由国外提供，我们慢慢学习建

造，从第三台开始要向国产化设备过渡，并最终实现完全国产化。” 

 

许连义介绍说，在技术转让中，美国西屋电气公司承诺转让核岛工艺与系统设计，提供主要设备的

技术规格书和指导图，以及核蒸汽供应系统的主设备基础设计。其他设备，由西屋（分包方）联队提供

核电技术：从引进消化到中国制造

小字号  

中字号  

大字号 



设备的设计与制造技术。已经签订并正在执行的项目有反应堆压力容器和蒸汽发生器（南韩斗山）、反

应堆内件与控制棒驱动机构（世界能源委员会下属的核电设备制造部NCMD)、爆破阀（美国SPX公司)

等。 

 

除以上项目外，国产化难度高的大锻件、主管道和关键核级阀门等不属于转让范围，还需要相关单

位进行攻关，急需时就从国外直接购买。 

 

许连义说：“在核电施工中，由于新的AP1000技术属于非能动的核电技术，并且设备数量减少、系

统大为简化，较以前的核电技术，在设计安装和施工上大不一样，在这方面，国外还是更有经验，我们

也需要国外的指导。在设备上，大型铸锻件世界范围内都很紧张。有时向国外购买别人都不一定会卖。

并且，大型铸锻件占设备的比重大，因此需要自主研制。目前，第一重型机械厂已经开始研制，也取得

了一定成果。此外，还有核安全级阀门，一个百万千瓦级核电站的核岛、常规岛和厂用部分共需阀门3

万多台。如果这些阀门能实现国产化，一方面将提高国内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也可降低造价。

过去我们都是进口别人的产品，现在国家也开始组织一些单位参与研制。” 

 

“虽然我们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发展核电的条件，硬件设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同时也要更注重软

件上的提高，比如管理，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核电真正的自主化。”许连义说。 

 

自主化发展的春天 

 

“2006年3月22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2005-2020年）》，这是核电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核电专委会原秘

书长夏国钧说：“以前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也错失过一些机会，遇到了一些障碍，但不管怎样，我们磕磕

碰碰发展到现在，终于迎来了核电自主化发展的春天。” 

 

《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年)》中指出，到2020年，我国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

万千瓦；核电年发电量达到2600亿～2800亿千瓦时。在核电自主化方面，要实现先进百万千瓦级压水堆

核电站的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建设和自主运营，全面建立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建设和运营管理

模式，形成比较完整的自主化核电工业体系。 

 

据记者了解，在自主设计方面，国内已形成了多家具有资质的核蒸汽系统或核电工程设计队伍。多

年来，除了自主设计建造秦山一期、二期和二期扩建工程外，岭澳二期工程已从岭澳一期核岛设计以外

方为主过渡为完全以我国为主自主设计全部工程。我国已基本掌握二代改进型百万千瓦级核电技术，具

备了批量化建造的能力。设备制造方面，近两年来，我国核电装备制造能力提升较快，已形成了以东

北、四川、上海三大核电装备制造基地，以及以第一、第二重型机械制造集团和上重集团为重点的大型

铸锻件和压力容器制造基地。 

 

“目前，我国运行的11台核电机组，基本采用的是第二代技术或第二代改进技术，在建的岭澳二

期、秦山二期扩建工程属于第二代改进技术。”教育部高等学校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

员、华北电力大学核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陆道纲教授说，“秦山一期一台30万千瓦机组和秦山二期两台

60万千瓦机组都是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设备国产化率可以达到70%左右。” 

 

许连义认为，我国核电技术发展20年来，30万千瓦、60万千瓦机组及大亚湾100万千瓦机组改进型

基本上都是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核电技术基础上进行创新，这些机组未来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内制

造能力，提高国产化比例。 

 

研发与制造应紧密结合 

 

今年10月24日，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和清华大学合作成立了致力于核能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发展的产学

研用相结合的联合研发机构——国家核电技术研发中心。这是加快提升我国核能技术研发水平，推动我

国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站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的创新研发，积极推进我国第三代核电自主化发展而采取的

一项重要举措。 

 

夏国钧认为，我们要真正实现核电自主化发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我们目前在体制上还存在



一定的问题，如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电力公司都在像投资建设水电一样投资建设、经营管理核电。在观

念上，我们也应把核电与水电、火电、可再生能源等同样看待，统一纳入电力市场中。另外，在一定程

度上，我国的设计研发和制造还存在脱节的问题，还需要进行不断整合。如在核电设备制造上，可以把

核蒸汽系统设计、设备设计和制造融合在一起，形成统一的核电设备供货商。按照市场的需求，根据资

源优化配置原则有机地重新组合。 

 

谈到核电自主化发展，陆道纲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自主化而自主化。首先，制定合理的核电规划，

继续发展第二代核电，并逐步实现第三代核电设备的自主化。其次，注重发展过程中的技术路线，强调

发展的质量以及核安全。最后，国家应适当引导，加快并规范核电人才培养。 

 

陆道纲表示，在实现核电设备的国产化方面，以前民营企业的参与比较薄弱，而依赖于大型国有企

业也有一定的局限。大型国有企业还需兼顾其他设备制造，不能全身心投入到核电设备的制造中来，因

此应当多调动民营企业参与核电设备制造的积极性。其次，要有创新精神，加强对科研的投入，让创新

有土壤。此外，要充分发挥高校的力量，集中国家力量建设大型工程中心，实现产学研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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