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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我国第 1 部《核能经济学》出版了,这是一部经

国防科工委立项出版的专著。
核能经济是知识经济、创新经济、新能源、新技

术的综合经济。 是核能(电)项目经济、核能产业经

济、核技术经济的基础与本源学科。 阐明核能经济

体系、内涵、经济发展方向,建立安全、高效核能产业

经济,提高核能在诸能源中的地位、作用、竞争性具

有重要意义,对能源可持续发展、对人类生态优化、
环境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核能经济学》是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以任

德曦教授为主的第 4 部核能经济与管理著作,它也

是中核集团公司、中广核集团公司及相关企业诸位

专家集体智慧的成果。 该著作有如下特点、优点、创
新之处值得提出。

(一)科学总结、高度概括了核能历史定位。 人

类开辟了一个新的能源时代———核能开发、使用时

代;发现了一个资源丰富、前途广阔、规模宏大的能

源宝库;找到了一个清洁、高效、不排放、少排放温室

气体及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替代能源; 开发了一

个多功能、广用途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发展了

一个高科技、有前途但又具有风险的产业。
(二)论述了世界能源发展对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意义,阐明了发展核能的必要性。 在分析化石能

源的资源、生产、消费的贡献及不可再生后,探讨了

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与不足,剖析了核能的投入、成
长、成熟期及核事故波折,最后展望了世界未来低碳

能源格局:即未来能源发展将以清洁、安全能源为主

体的多种能源共存的格局。
(三)全面分析了中国能源发展的巨大成就与

发展导向,阐明了中国核电发展战略。 著作详尽论

述了中国发展核电的必然性、布局、发展战略与规

划、发展方针、发展目标与发展阶段。
(四)科学地划分与提出了核能十大技术经济

体系,并用系统图全面作了论证。 十大核能系统包

括:核科学、技术与发展系统,核资源、地质勘测开发

系统,核燃料系统,反应堆系统,核电站系统,核武器

系统,放射性同位素与辐射技术应用系统,核专用设

备、仪器、装置、装备制造系统,核安全、核环保与辐

射防护系统,核能经济与管理系统。
(五)阐明了核安全、核环保高于一切、重于一

切,为核能(电)生命线。 专章论述了核安全是核能

生命线的意义,列入中国核安全规划内容,并在核能

各系统中渗透安全、环保理念与举措; 将安全置于

核事业、产业、技术、经济、产品之上;置核安全、核环

保于法律、法规、制度、组织之中,重于一切;落实在

规划、设计、建造、制造、运行、退役、废物处置之内,
敦促国家、地区、核企业、群体、个体视核安全为核能

生命线。
(六)探讨了核能经济分析与评价的方法,从宏

观与微观、产业与产品、技术与经济、成本与价格等

方面剖析了核能的经济性。 主要从能源战略需求、
能源安全、经济安全、能源替代与节约、能源结构改

善、循环经济与综合利用、各能源比较评价等方面进

行了核能的综合经济评价。 核燃料、核电站、辐射产

业经济评价各有侧重与特点。 核燃料经济评价主要

包括净能分析的能比高,温室气体减排、清洁,核燃

料循环利用与增殖,燃料价格稳定、高效能、低成本,
核能企业布局不受资源与运力所制约,社会效益好

等方面内容。
(七)分析反应堆类型、功能,研究核电发展技



术路线与核电站分代,从而剖析、评价核电与核电站

的经济性。 反应堆与核能(电)装置是核能产业的

核心,是将核能转变(换)电能、热能、推进动力的装

置。 首先,分析、比较各类热中子堆的优缺点与经济

性,分析某些堆型在发展,比如压水堆占到世界运行

堆的 60%以上,有的反应堆在萎缩、淘汰;再从核电

技术路线的热中子堆、快中子堆、聚变堆的发展及现

行的二代、三代、四代堆的演进作技术经济对比、评
价;著作最后用两节阐述了核动力舰船、空间核能源

与核动力装置。 如核潜艇、核巡洋舰、核航空母舰、
原子破冰船等,这是一个庞大的推进动力群体,它用

的反应堆数比核电站使用的反应堆数还多,研究核

能技术经济应将其包括在内。 虽然其内容敏感且具

保密性,资料不齐全、且不一定非常准确,著作还是

做了有益的试探。
(八)科学分析、有创见地阐明应用最广泛的辐

射技术产业。 第一次从技术经济角度探讨了放射性

同位素与辐射技术在工业、农业、医学、社会、国防、
科研中的广泛应用;第一次提出核医学、核农学、社
会应用的人本经济理念,拓展核能在人类可持续发

展中的作用。 辐射技术是除信息技术外,人类应用

最广泛、且深入的技术经济产业。

(九)提出以核科学、核技术研究、开发为先导,
自主建设我国完整的核能体系,自主建设安全、高效

的核电(站)产业。 中国将是一个 14 亿人口的大

国,要建设一个核能大国、核电强国,必须以科学技

术研究开发为先导,通过“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
主建造、自主运行冶来建设这个体系,特别要建立自

主核能(电)装备制造体系,才能挺起中国核能(电)
产业的脊梁。

综上所述,《核能经济学》精心策划、潜心著述,
阐述了能源革命对人类进步的巨大意义,能源危机

带来的损害;论述了核能的兴起与“原子能时代冶的
必然性;憧憬、展望了未来的能源发展将是一个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多种能源共存的世界,包括化石

能源、可再生能源的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

丰富的核能。 著作既论述了核能经济的基本概念、
基本内容、基本方法,采用了不少新成就、新技术、新
方法,又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理念、新内容,如核能

经济的新概念、评价方法、核能的人本经济理念、核
能体系的划分与构成、核电的定价机制等。 著作具

有前瞻性、先进性、系统性、综合性、创见性特点,是
一部有总结、有创新、有建树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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