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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核电产业现状及其发展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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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文章针对湖南经济发展受能源制约的问题提出应大力发展核电的策略。结合目前湖南核电产业发展中存在

的制约因素, 提出应从资金、技术、安全宣传、产业协同等方面来促进湖南核电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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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经济发展较快,目前经济总量居全国第 12位。然

而, 经济的高速增长遇到了能源瓶颈的制约。湖南电力发展

存在三大问题。一是总量严重不足。从 2003年起, 湖南省

出现了严重的拉闸限电。二是结构不合理, 水电比重偏大,

季节性缺电严重, 电网调峰能力严重不足。三是布局不合

理。长株潭负荷中心区占全省用电的 40% , 电源只占全省

总量的 1 /4[ 1] ,大部分电源分布在湘西北地区。如何解决湖

南电力匮乏问题, 促进湖南经济快速稳定增长; 核电作为一

种潜力巨大的清洁能源, 能否在湖南大力发展以及如何健康

发展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湖南需要大力发展核电

(一 )湖南能源结构特点

湖南无油少煤, 煤炭长期徘徊在年产 4000万吨左右, 按

电力发展规划, 到 2020年全省新增用煤近 4000万吨, 全部

需要从外省调入。仅从运输条件来看,这将是一个十分困难

的问题。湖南水资源虽然较丰富,特别是还有一些中型水电

资源有待开发, 但是开发潜力不大,因而水电开发也受到一

定的限制。因此, 最理想的办法就是积极发展核电, 核电作

为一种清洁、安全并且极具市场潜力的能源, 既可以解决湖

南用电紧张的问题又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国情,应该得到大力

发展, 从而实现核电、水电、火电互补的发展模式。

(二 )湖南发展核电的优势

1、建有丰富的核燃料基地

湖南是我国重要的核燃料基地之一, 在铀矿地质勘探、

铀矿开采、核燃料加工等方面具有良好的人才和技术基础,

曾提供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原料。湖南早在 1955年就设

立了核工业地质局, 同时建有四个铀矿及天然铀提炼厂, 先

后向国家提交各种类型的铀矿床 86个,并且拥有丰富的铀

矿储量,约占全国已探明铀矿储量的 1/4以上 [ 2]。

2、具有强有力的经济、人力支持

近几年湖南省经济实现了每年以两位数速度增长的持

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 12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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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融资

能力。而且核电产业方面人力资源充足, 我国核工业系统有

多所高校和研究院设立于湖南,为我国核电事业提供了基础

扎实,专项突出, 富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级专门人才,

对核电产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力支持。

3、核电运作机制已见雏形

湖南核电已经积累了多年的研究成果和前期规划基础。

早在 1977年,湖南就已未雨绸缪, 启动了核电的前期工作,

并积累了大量成果。 1992 - 1996年, 专家在湖南核电站厂

址普查过程中,从 12个可能厂址中筛选出华容、桃源、湘阴

等县共 7个厂址, 编制形成了 5湖南核电普选厂址调研报

告6, 并在地震地质等方面展开了研究。 2004年 9月, 湖南

完成5湖南省核电站规划选址报告6, 初步确定以华容县小

墨山厂址和桃源县九龙山 2个厂址为工作重点 , 并于 2005

年 1月通过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的厂址预评审。2008年 2月

1日, 桃花江核电站项目正式获得国家发改委 /同意开展前

期工作0的批复, 首台机组计划在 2010年 10月开工, 可望在

2015年 4月建成投产。作为内陆首批核电项目之一的桃花

江核电项目采用的是世界目前最先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预

计到 2020年, 机组全部投产后将为湖南提供 500万千瓦的

电力保障。这些都标志着湖南核电产业的发展已步入一个



新的阶段。

二  湖南核电产业发展制约因素

(一 )核电建设资本垄断性较强, 政策依赖性较大

湖南核电尚在前期准备阶段,虽然在建设资金方面有一

定的优势, 但是其对政策的依赖很强。国家在提倡积极发展

核电的同时, 若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倾斜性政策,会从许多

方面对核电发展造成威胁。尤其是在核电建设过程中涉及

到许多敏感的环节, 如果脱离了政府的支持, 将会对社会产

生不利的影响 [ 3]。

(二 )核电技术落后, 自主化与国产化程度低

我国在核电设备设计和制造技术的引进和自主开发上

存在比较严重的分歧, 加之我国核电机组设备从多个国家引

进, 使用不同国家的标准和技术, 导致制造行业标准体系混

乱, 不利于核电产业自主化与国产化的发展。

我国特种材料研制方面进展缓慢,关键性材料对外依赖

性大, 制约着主设备的国产化。

(三 )公众对核电认识存在误区

人们对核电安全性的认识还不够。核电的安全性一直

都是人们最关注的事情, 对核电站而言, 社会公众对核能的

认识和接受程度是其面临的最主要的社会文化环境。由于

宣传力度与安全教育程度的缺乏, 民众谈及 /核0就会自然

而然的与原子弹联系起来, 下意识的对核能产生了深深的恐

惧。 1979年发生的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对核能发展产生

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 4]。加之 1986年 4月 26日发生在前苏

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爆炸及放射性物质外泄的事

件更加深了人们对核电站的排斥。

(四 )核电产业组织模式不清

核电产业组织模式是指处于核电产业链上的包括核电

业主企业、核电设备供应商、核燃料供应商、核电设计和核电

建设公司等各个环节的组织形式和相互关系,其决定了核电

产业组织的有效性和协同性。中国在核电产业组织模式的

发展上仍旧模糊不清, 主要表现在我国核电产业组织结果松

散, 各环节、各主体间联系不够紧密, 集中度低。而且从核电

工程建设到装备制造都缺乏一定的专业化分工,即缺乏有效

统一的运行协调机制 ,协同程度不足。长期处于这种松散型

的组织关系, 使得各环节、各主体间很难建立深入持久的战

略合作关系, 也难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组织模式 [ 5]。

三  湖南核电产业发展战略

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看到, 无论是从安全因素、经济可

持续发展要求方面考虑, 还是从其他因素考虑, 发展核电产

业是保证湖南能源供应、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

但是, 针对目前湖南核电产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

产业初具规模, 融资渠道有限、国产化、自主化程度低以及技

术不先进、核电安全意识淡薄、产业协同效应欠缺等,如何让

其蓬勃发展, 以满足湖南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需求, 笔者认

为有以下几点:

(一 )资金投产上必须有政府的支持

要发展湖南省的核电产业,必须抓住机遇, 主动出击, 吸

引战略合作者,鼓励资金与相关资源的投资。积极推进新厂

址、新项目的建设工作, 共同推进湖南省核电建设, 而这些措

施的实施必须有来自政府的政策支持与法律支持。

1、政策支持

政策支持首先要求制定统一的产业政策, 从而保证核电

产业的有效运行,更具竞争力;另一方面使投资者掌握相关

政策和法规,放心投资, 规避投资风险。政府对核电产业的

政策支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1)鼓励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尤其是一次能源缺

乏、环境压力较大的地区的电力公司投资于湖南省核电, 满

足核电建设对高额资金的需求。

( 2)在电厂选址、技术路线、核电站设计和建造的资格

申请、核电站的经营许可以及核电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审批过

程中,应尽量提高审批效率,缩减审批时间, 从而使核电建设

周期大大缩短,并由国家原子能机构和核安全局负责实施。

( 3)放宽核电产业贷款的偿还期限。核电产业在初期

投产时资金需求大, 投资回收期长, 多数的民营投资商没有

能力加入核电建设的投资。因此, 制定适当的金融政策可以

使民营资本更好的进入核电产业。

( 4) 追加核电技术研究经费, 研究开发更先进的技术和

装备,例如核反应堆技术 ,核废料处理技术等 [6] ,增强核电的

安全性和经济性。

2、法律支持

法律支持就是将相关政策法律化, 保障投资者的投资收

益。制订核事故损害赔偿法以及为核电投资者提供保险担

保,降低核电公司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进入湖南省核电市场。

(二 )强化核科技基础能力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自主创新能力是通过核电工程建设、科学研发以及系统

维护等实践活动,配合中外合作关系逐步提高的。现阶段我

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也必须通过核电工程实践和运行实践来

验证。因此,必须把自主实践、技术开发和引进消化吸收国

外技术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有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1、坚持以自主化为中心,引进消化吸收国外技术

在国际上,压水堆核电技术已日渐成熟, 通过引进和借

鉴国外的成熟技术, 是提高核电自主设计水平、加速核电国

产化进程的一条有效途径。这就要求我们在立足自主创新

的同时,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 当然, 我

们也应认识到单靠成套设备的引进和翻版构建是不可能真

正掌握技术和实现核电的规模化发展的。结合本国的研发

水平,引进外国技术加以消化吸收,不仅要知其然, 更要知其

所以然,把引进的技术转变成自己的技术, 摆脱或减弱外商

的控制;学习借鉴国外核电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努力提

高我国核电的技术装备水平和运行管理水平并通过国产化

机型的批量建设,采用标准化、系列化策略提高技术水平和

核电的经济性,促进核电的大规模发展。

2、加强技术开发,形成自主品牌和技术创新能力

核电的发展要真正做到以我为主, 只有通过自主开发技

术,才能掌握主动权; 对外的过度依赖, 在核电的经济性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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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上难免受制于人。各类核电相关技术要通过自主设

计的系统集成, 才能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产品。所以

说, 我们必须树立品牌意识,在技术开发过程中,不仅要结合

我国国情建立起标准规范体系和拥有先进科研设计工具、试

验验证手段的技术开发平台, 更要开发出标准化的核电设计

产品, 这样才能满足我国核电规模发展的需要 [8]。

(三 )加大核电安全宣传力度

目前, 核电安全宣传力度不够, 社会上还存在 /谈核色

变0的现象。所以, 在今后, 相关部门要加大核安全宣传力

度, 向社会公众普及核电知识, 引导公众了解核电、接受核

电, 这是创建核电站健康运营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有效途径,

也是新核电站上马的前提条件。

(四 )以核电站为基准点, 深化改革、创新管理体制, 优

化核工业产业链

目前, 桃花江核电站的建设开工在即 ,我们要根据电力

市场需求、电价水平、能源结构和电网特征等条件,做好项目

选择与项目发展顺序安排, 将核电产业的发展融入电力市场

分析, 使之相互促进,相互配合, 协同发展。从而快速形成以

核技术应用产业化为龙头, 以核燃料循环产业为支撑,以核

电发展为重点, 以核电零部件加工、核辐射材料改造加工、核

医疗器械、核检测设备加工为突破口的核工业产业链。

五  结论

总之, 湖南核电产业的发展在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推

动湖南核电人力资源水平的提高, 解决湖南电力缺乏问题,

走新型环保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

义。湖南核电的发展当然也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积极引导。

通过制定相关的法规政策, 发展核电科技, 注重核电安全宣

传,以核电站建设为轴心, 积极发展周边核电产业必将有力

地促进湖南省核电产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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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 ent ofHunan Nuclear Power Industry

ZOU Shu- liang, LIQ ing

(University of Sou 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Th is paper suggests tha tw e shou ld strong ly deve lop nuc lear pow er for the issue o fHunan s' econom ic deve lopm ent re-

stricted by the energy shortages. And comb ining the constra ints ex isted in the deve lopm ent of the nuclear pow er industry in H unan, the

paper propo ses that w e should prom ote the development of nuc lear powe r industry in H unan from the capita,l technology, security pub-

lic ity, industry collabor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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