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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分析了湖南能源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湖南核电产业内、外部环境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四个因素 

进行了综合客观的分析评价，依此得 出积极发展湖南核电产业是解决湖南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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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产业不仅仅指“核”，也不仅仅指“电”，而是指与 

核电站的系统设计、设备制造、施工建设、调试营运、核燃料 

供应等有关的产业链条中的主要环节组成的产业群。目前， 

湖南面临“中部崛起”和 “推进工业化经济建设”以及“两型 

社会”的良好机遇，然而，能源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湖南经济发 

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核电作为一种安全、经济、可靠的清洁 

能源，积极发展核电产业能为湖南解决能源问题，并为湖南 

迅速崛起于中部提供一个较好的发展途径，成为湖南经济持 

续快速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  湖南能源资源状况 

目前 ，湖南能源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湖南能源紧张，缺油少煤，资源条件差。据湖南省 

统计局数据分析，“十一五”期间，湖南的用电量将增长300 

亿__4oo亿千瓦时，装机容量将达2000--3000万千瓦，水电 

已经开发到80％以上，可开发的空间很小，而且湖南煤矿蕴 

藏量少，且煤质差、开采难度大，省内煤炭企业年产约 5000 

万吨，每年可供发电用煤仅为 1200万吨左右，远远不能满足 

电煤的需求。截至 2007年底 ，湖南省总装机容量约为 2000 

万千瓦，其中水电 1000万千瓦，火电 1000万千瓦，各占总容 

量的50％，按照湖南省电力发展规划，到2030年左右，全省 

要实现小康水平，总装机容量至少要达到8000万千瓦，除了 

目前的2000万千瓦，从三峡、葛洲坝和四川购买 1000万千 

瓦的水电，再利用外省煤炭发电 1000万千瓦，加上部分生物 

能，还有将近4000万千瓦的缺口。 

(二)湖南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产生了巨大的环境压 

力——产生严重的酸雨和温室效应。湖南本地煤含硫量偏 

高，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国家核定的SO 总量有限，区域环境 

质量已接近标准边缘。根据湖南省环保局统计，由于大量地 

使用化石燃料，湖南省除郴州市外的13个市州均受到不同 

程度的酸雨污染。 

根据经济学上投入产出模型定量和弹性理论分析，经济 

增长与能源消耗绝对数量呈正相关。即能源是影响区域经 

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然而目前湖南的能源状况显然不 

能满足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因此，湖南必须积极寻找能源 

上的出路，而发展核电则正好给了湖南一个良好的选择。Ll 

二 湖南核电产业 SWOT分析 

SWOT分析法是企业战略管理 中比较流行的一种系统 

分析工具，本文对湖南核电产业进行综合客观的分析评价， 

首先对湖南核电产业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主要是 

着眼于其自身的实力及与竞争对手的比较，进而分析湖南核 

电产业面临的机会和威胁，主要将注意力放在外部环境的变 

化及其对湖南核电产业产生的可能影响上。L2 

(一)湖南核电产业内部因素评价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筹建核电站以来，中国核电产业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核电在优化我国能源结构、调整能源布 

局、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湖 

南作为中国最具发展核电潜力的省份之一，与其它能源相 

比，湖南核电产业在中国核电发展中具备一定自身所特有的 

优势。 

1、湖南核电产业的优势(Strengths)分析 

(1)核燃料储备丰富。湖南省铀矿资源较为丰富，是我 

国重要的核燃料基地之一，曾提供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 

核原料。湖南省铀矿开采历史较长，1955年3月25日，在毛 

泽东主席及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部署下，湖南设立了核工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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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局，后又建立了核工业部的七一一、七一二 、七一五、七一 

六四个铀矿，而国家唯一的天然铀提炼厂二七二厂就设立于 

湖南省衡阳市，并一直承担我 国天然铀提炼重任，先后 向国 

家提交各种类型的铀矿床 86个，全省有丰富的铀矿储量，约 

占全国已探明铀矿储量的 1／4以上。 

(2)经济支持平台形成。从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来看，湖 

南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近年来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 

长，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 12位，规划到 2008年全省经济总 

量比2000年翻一番。2007年湖南省 GDP为9145亿元，比 

上年增长 14．4％，也明显高于全国同期增长率 11．4％ ，2007 

年湖南省GDP增速也比上年加快 2．2个百分点，这些明显 

超过浙江和广东当年开始核电项 目建设时的水平 ，湖南经济 

条件的提升使湖南具备了核电建设的经济实力和投融资能 

力；从需求方面看，按照湖南省电力发展规划，到 2030年左 

右，湖南省还将近有4000万千瓦的电力缺口，未来湖南电力 

需求强劲上升 ，目前电价则与浙江、江苏等省接近，表明湖南 

具有核电的需求前景和消费能力。_4 

(3)核人力资源优势突出。我国核工业系统 曾有多所 

高校和研究院所设立于湖南，如原长沙工业学院、衡阳矿冶 

学院(现并人南华大学)、二十三所及原第四设计院、第六研 

究所等。其中，地处湖南衡阳的南华大学已先后为核工业培 

养了3万多名基础扎实、专长突出、实践能力强、富有创新精 

神、勤勉务实、甘于奉献的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 同时，湖 

南在地质勘探、铀矿开采、核燃料加工等方面具有高素质人 

才和核电专门人才也将为湖南核电产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 

人力资源基础和技术基础。 

(4)核电运作机制基本形成。湖南对核电已积累多年 

的研究成果和前期规划基础。早在1992年就成立了核电建 

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部门开展 了核电厂址的普查，2003 

年岳阳华容、益阳桃花江两处初选厂址作为重点进行考察， 

2004年开始可行性预研 ，国家发改委分别于 2005年 11月和 

2006年 6月正式批准湖南岳阳小墨山、益阳桃花江核电项 

目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同时，2007年 2月 14日由中国核工 

业集团公司发起，中国三峡总公司、华润集团、湖南湘投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参股投资的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成立 ，同 

年 3月，五凌公司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合作成立湖南核电有 

限公司。此外，湖南与粤港能源的合作也迈 出了实质性步 

伐，粤港的核安全咨询委员会、广东大亚湾和岭澳核电站安 

全咨询委员会积极探讨与湖南的核电合作开发，实力雄居全 

国之首的广东核电集团对与湖南的合作也兴趣浓厚 ，更为可 

喜的是，2008年 2月，国家发改委同意中核集团公司湖南桃 

花江核电项目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这些都标志着湖南核电产 

业发展已步人一个新阶段。 

2、湖南核电产业的劣势(Weakness)分析 

(1)地处内陆影响核电选址。2007年11月，国家发改委 

正式公布的《国家核电发展专题规划(2005—2020年)》强 

调，国家核电发展在核电站选址上将优先考虑浙江、江苏、广 

东等沿海经济发达但一次能源匮乏的省份 ，并考虑在尚无核 

电的山东、福建、广西等沿海省(区)各安排一座核电站。所 

以，虽然湖南具备盛产铀矿、核电专业人才等资源优势，但由 

于受其地处内陆等方面因素的影响，湖南发展核电产业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了制约。 

(2)安全性认识受制约。核电的安全性一直以来遭到人 

们的质疑，尤其在发生了三哩岛事故和切尔诺贝利事故后， 

世界反核浪潮到达顶点 ，德国甚至决定在 2020年后放弃核 

电。但实际上，核电作为一种安全的能源，人们之所以置事 

实于不顾 ，对核电的反对到了有些偏执的地步，除某些政党 

或媒体为达到某种 目的，有意误导人们对核电的认识外，更 

重要的是人们潜在的心理作怪。大家都知道核武器的威力， 

加之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苏联和美国为了确保对对方的 

威慑，制造了大量核武器，使人类长期生活在蘑菇云的阴影 

下 ，对核有了一种本能的恐惧 ，结果导致极度夸大核电站的 

一 些风险，总认为核电站的存在始终对自己的生存造成威 

胁 ，这种认识短时间内不会消失。 。 

(3)核电建设未纳入国家发展规划。虽然湖南已将其核 

电项 目纳入全省电力“十一五”计划和 2020年长远规划中， 

同时，国家发改委通过验收了《小墨山近区域地质构造调查 

及厂址附近范围地质构造调查》及《小墨山水域和第四系覆 

盖区断层调查》，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与湖南省人民政府共 

同推动湖南桃花江核电项目前期工作启动，湖南桃花江核电 

有限公司筹建处在湖南益阳市正式揭牌成立，然而受国家电 

源建设规划的影响，湖南核电迟迟没有纳入国家核电发展规 

划，尚停留在选址阶段，未有实质性建设工作的开展。 

(二)湖南核电产业外部因素评价 

1、湖南核电产业的机会(Opportunities)分析 

(1)政府大力支持。发展核电是湖南省电力优先发展的 

选择。早在 1984年湖南省就成立了由副省长担任组长的核 

电工作领导小组，先后组织进行了全省范围核电厂址的普 

查，并推荐了可建设核电站的四个区域和二十多个备选厂 

址。湖南省委、省政府对湖南桃花江核电项目筹建工作十分 

重视。在中共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上，省委领导明确表示省 

委、省政府全力支持桃花江核电项 目建设，举全省之力与中 

核集团公司共同打造内陆第一座核电站。同时，从湖南桃花 

江核电项 目筹建处揭牌到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从项 目的前 

期工作计划到每一阶段的具体工作 ，各级政府对湖南核电都 

给予了及时的指导和协调。在政府各级部门多方的共同努 

力下，2008年 2月 1日，国家发改委召开 内陆地区核电发展 

工作会议，同意中核集团公司湖南桃花江核电项目开展项目 

前期工作，这标志着湖南桃花江核电项目拿到了国家首批内 

陆核电站的“准生证”。 

(2)内陆核电发展正式起步。在法国、美国、德国等核电 

大国，内陆核电站的数量都超过沿海核电站。法国的20座 

核电站58台机组中，内陆电站数量占75％，机组台数占 

69％，装机容量占65．1％。美国内陆核电的站址数、机组数 

和装机容量则分别占总数的77．3％、75．7％和75．7％。我 

国的核电建设虽然是在沿海率先开放的总体战略下起步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核电建设 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技 

术也 日臻成熟 ，内陆核电站的安全和环保问题完全可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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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同时，内陆地区一次能源、电力短缺和环境压力等问题 日 

益突出；内陆地区经济也 日趋发达，对核电电价承受力已经 

大大增强 ，公众对内陆核电的误解以及不必要的担心也正在 

逐步消除。因此，发展核电就成为缓解内陆一次能源和电力 

紧张，优化电源结构的较佳方案，也是促使内陆经济腾飞的 

加速器。2008年上半年 ，国家发改委先后批准湖北咸宁大 

畈核电项目、湖南益阳桃花江核电项目和江西彭泽核电项目 

三个核电项目开展前期工作，这标志着华中三省核电项目有 

望获批，中国内陆核电发展将正式起步。而湖南也必将抓住 

内陆核电发展正式起步的契机加快核电发展的进程。 

(3)核电发展前景广阔。核电在世界能源结构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是优化国家或地区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安全性和 

经济性的重要力量。如美 国核电占发电量 比例的 20％，法 

国占78％，日本占 25％，德国占 32％，俄罗斯占 16％，英 国 

占24％，韩国占38％。但在中国大陆，核电占发电量比例还 

不到2％。发展核电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调整国家能源结 

构的需要。到 2020年，中国的核电运行装机容量将争取达 

到4000万千瓦；核电年发电量达到2600--2800亿千瓦时。 

在目前在建和运行核电容量 1696．8万千瓦的基础上，新投 

产核电装机容量约 2300万千瓦。同时，考虑核电的后续发 

展，2020年末在建核电容量应保持 1800万千瓦左右，这表明 

核电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对湖南发展核电更是一次千载难 

逢的好机会。 

(4)核电经济性不断加强。全球处在一个经济时代，核 

电的投资方都希望投资能够得到经济回报。在发达国家，核 

电发电成本普遍低于燃煤 、燃油发电成本，法国核电发电成 

本／燃煤发电成本的折现成本为 0．69，德国为 0．70，13本为 

0．79，比利时为 0．56，意大利为 0．69，此组数据足以说明核 

电的经济性。 通 常核 电站核燃 料消耗 费用 只占成本 的 

20％以下，而常规电厂燃料消耗费用占发电成本的60％以 

上，随着全球燃料储存总量的下降，开采难度和全球需求量 

的增加 ，燃料费用必定上涨，发电成本上升 ，核电的综合效益 

将更为明显。同时，2001年年中，欧洲发表了一份重点研究 

煤和核能的不同燃料循环外部费用的报告 J，报告显示，核 

电费用约为煤 电的 1／10。如果考虑外部费用，欧盟煤 电价 

格将翻一番，天然气 电价将增加 30％，而且 ，核电平均价格 

为 0．4欧~j'／kWh，煤电在 4．0欧分／kwh以上(4．1～7．3欧 

y~／kWh)，天然气为 1．3～2．3欧~／kWh。因此，相对与其 

他能源的成本比较，核电的经济性具有明显的优势。 

(5)拟建“标杆 ”核电站。在各省对发展内陆核 电更加 

迫切和现实之际，中核集团公司作为国内核电企业的龙头， 

凭借其强大的技术、建造等综合优势和专业核电人才队伍， 

斥巨资调动各方面人力物力，依托湖南益阳桃花江核电项 

目，在吸取我国核电几十年设计建造运行的经验、对国外内 

陆核电的技术调研、消化吸收8个引进核电机组技术的基础 

上，精心研究内陆核电与沿海核电在核安全法规统一要求下 

处理方式的差异 ，率先开展 内陆核电设计技术改造工作 ，力 

求通过对国外内陆核电的技术调研以及少量的技术引进和 

湖南的核电资源优势 ，努力把桃花江核电项 目建设成为我国 

内陆首座“示范”和“标杆”核电站。L9 

2、湖南核电产业的威胁(Threats)分析 

(1)内陆省市的竞争。我国除粤、浙、苏三省已建核电站 

并计划扩大规模以外，山东、福建、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 

川等省市也都已开始核电站前期准备。从湖南周边省市情 

况看，发展核电的理由集中在三点：一是确保电力供应 ；二是 

优化电力结构。如川、鄂等水能丰富，安徽则煤炭充足，但都 

要求通过核电改变电力结构单一现状。三是保护环境。各 

省前期工作进展相差不大，均提出了各自候选厂址，并开始 

了初步可行性研究，确定了各自合作伙伴。湖南周边各内陆 

省市均期望其核电项目都能进入全国核电发展规划 中，这在 

一 定程度上对湖南核电产业形成了竞争威胁。 

(2)政策的依赖性。湖南核电尚在前期准备阶段，对政 

策的依赖很强，如果国家对核电的发展没有一个长期、稳定 

的倾斜性政策，将从许多方面对起其核电发展造成威胁 ： 

第一 ，核电建设涉及许多敏感环节 ，没有政府支持，将会 

产生不利的社会环境。 

第二 ，核电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设备投资约 占总投资 

的50％_55％，前一阶段，我国核电建设主要依赖进 口设 

备，大量使用了国外卖方信贷，取得了核电站建设资金的重 

要来源，如果不就有关政策、运作提供支持，就目前在中国金 

融系统开展国内卖方信贷业务尚不普遍的情况下，将会造成 

许多不良后果。 

第三，其他新能源的发展。新能源是相对于传统能源而 

言的，主要包括核能、风能、生物能、太阳能等。太阳能是太 

阳内部连续不断的核聚变反应过程产生的能量，它既是一次 

能源，又是可再生能源，其资源丰富，既可免费使用，又无需 

运输，对环境无任何污染 ，直接利用太阳能提供动力是人类 

真正做到使用清洁能源的最终选择；风能作为一种无污染和 

可再生的高效清洁新能源正日益受到重视，由于地理位置和 

地形的影响，湖南省风能资源虽比不上东南沿海、东北、西北 

北部等地，但我省风能开发利用的潜力仍然很大，属于风能 

资源可利用区；生物能是太阳能以化学能形式贮存在生物中 

的一种能量形式，是一种以生物质为载体的能量，它的开发 

利用潜力较大。随着新能源开发力度的加强，太 阳能、风能、 

生物能等新能源的发展将是核能面临的主要威胁。 

三 结论 

通过对湖南核电产业的内、外部环境 中存在的机会、威 

胁、优势、劣势进行分析 ，可以得知，无论是从国家及能源的 

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来考虑，还是出于对湖南经济可持续发展 

等方面考虑，湖南都必须积极发展核电产业。大力推进湖南 

核电建设，加速打造湖南核电产业，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强大的动力保障，同时，是解决湖南能源问题的根本出路， 

也是促进湖南建设“两型社会”和整个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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