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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核电站在广东的建设运营与发展 

张一心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深圳，518031） 

在20年前，如果说我国核能界对在全世界已经应用多年的核能发电技术的先进性和安全性相对乐观的

话，但对在中国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建设大型商用核电站的经济性和市场前景却感到相当悲观或怀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多年过去了，作为吃这第一只螃蟹的广东核电，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

呢？本文通过对广东核电“以核养核、滚动发展”的创新之路的简要回顾与展望，来说明一个重要昭

示，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商用核电站具有强大的市场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1 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和运营，证明核电在中国具有市场生命力 

1.1 改革开放和市场需要，催生了大亚湾核电站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国策指引下，国家领导人开始考虑通过高起点引进国外核电技术

和设备，跨越式地在中国建设大型商用核电站。当时困扰决策者的不是核电的技术和安全，而是巨额外

汇资金来源和偿还。以40亿美元来投资建设200万kW的核电站，如此高昂的造价使国家在比较多种筹资方

式后，认为唯一的选择是走市场经济之路。但建设首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就要靠市场机制来运作，既需要

决策者的胆识，更需要执行者的勇气。历史的使命降临到广东核电的肩上。广东核电在中央和地方各方

面领导和部门的支持下，充分利用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粤港的电力需求增长和电网联网运行、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试点等有利条件，创造了“引进技术，合资办厂，借贷建设，售电还钱”的大亚湾核电

站建设模式。这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在制度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等方面迈出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步。

建设期间，尽管有香港百万人签名要求停建或缓建大亚湾核电站的事件发生，但广大公众还是相信欧洲

核电技术是安全可靠的。人们尚存疑虑的有两点：一是中国人能否建好管好大型商用核电站；二是依靠

市场运作能否保证核电站的还本付息和经济效益。人们期待着大亚湾核电站以事实发言。 

1.2 大亚湾核电站九年建设，十年商运，成绩斐然 

从1986年开工建设到1994年投入商业运行，大亚湾核电站在九年建设中，中外各方精诚合作，历经艰

苦，克服了工程建设、设备制造、生产准备、调试启动、投产商运、故障处理等方面的重重困难，在中

国建成了举世瞩目的首座百万千瓦级商用核电站，投产当年即获得了美国《国际电力》评选的业绩卓著

电站大奖，评价大亚湾核电站成功地推动了中国进入商业性核电的竞技场。在大亚湾核电站与粤港联网

运行的十年中，确保了安全稳定运行，近三年平均负荷因子超过了85%。在2002年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十

项评比指标中，有三项指标位居世界前列。在与法国核电站的安全运行竞赛中，连续两年获得冠军。发

电生产业绩喜人，截止到2004年2月底，累计商业售电量达1296亿kWh，其中873亿kWh出口香港。 

1.3 大亚湾核电站良好的经济性令世人瞩目 

根据当初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大亚湾核电站合资经营二十年的前十年亏损，后十年赢利，合营期二十年

盈亏基本持平。但十年实际经营情况是：前五年出口香港的上网电价低于香港同期煤电电价，后五年略

高于6美分/kWh。十年内销广东的电价平均约为5.2美分/kWh，低于广东、深圳同期投产的煤电上网电

价。二十年合营期平均发电成本从原来预测的6美分/kWh降到3.79美分/kWh；平均上网电价从8.6美

分/kWh降到5.98美分/kWh。预计到2014年合营结束时，核电站总资产折旧完后，发电成本将低于1.8美

分/kWh，经济效益将更加可观。截止到2003年底，大亚湾核电站累计发电销售收入635亿元，其中创汇52

亿美元；目前已累计偿还基建贷款48.15亿美元，占全部贷款本息的90.4%。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运营业

绩数据充分说明，我们不仅可以全面驾驭核电这一先进生产力，而且完全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功地

进行商业经营，创造优良经济效益。经营大亚湾核电站的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的资信等级一直保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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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被美国《财富》杂志列为“中国财务状况良好企业”，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外商投资双优企

业、十大高出口创汇企业、十大高营业额企业和十大均高利税企业。 

2 岭澳核电站的提前投产，证明广东核电滚动发展机制十分成功 

2.12.1 自主建设的岭澳核电站，工程圆满竣工，商运首年告捷 

岭澳核电站是在1994年大亚湾核电站成功投产商运后，广东核电集团利用发电收益作为资本金滚动投入

兴建的广东第二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它与大亚湾核电站规模相同，虽不象大亚湾核电站当年那样显赫著

名，但它在默默耕耘之中，开创了中国核电发展史上的新篇章。其突出贡献在于：在百万千瓦级商用核

电站建设领域，全面实现了工程管理自主化、施工建设自主化、调试启动自主化和生产准备自主化；部

分实现了设计自主化和设备制造国产化，核岛国产化率约11%，常规岛国产化率约23%，电站配套设备国

产化率约50%，全厂国产化能力覆盖率约30%。进度控制方面，1号机组提前48天、2号机组提前66天投入

商业运行。投资控制方面，工程预算造价为40.72亿美元，预计单位造价为2069美元/kW；而实际工程总

支出约36亿美元，单位造价约1800美元/kW，节省工程投资约11%。各项建设指标都表明，岭澳工程的总

体技术水平、工程建设质量、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均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岭澳核电站2号机创造了调试

期间无非计划停机停堆的世界最好记录；1号机和2号机提前投产后在第一个燃料循环周期内分别取得了

连续运行332天和293天的优异成绩。至2004年2月底已累计发电192亿kWh，大大缓解了广东地区电力供应

紧张局面，为粤港两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联网安全稳定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2.2 岭澳核电站变经济压力为动力，主动适应市场竞争 

岭澳核电站全面投产之际，正值我国电力市场和电价机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岭澳核电站面临

着如何将巨大的市场压力转化为经营动力的艰巨挑战。在国务院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计岭澳核

电站上网电价为7.5美分/kWh。但广东电网通过整顿电力市场，大幅降低电价，大量购入西电，使岭澳核

电站预计的上网电价几乎不可能被市场所接受。广东核电认识到：只有适应市场经济规律，核电才有生

命力；只有提高核电的市场竞争力，核电才有可能继续滚动发展。岭澳核电站通过内部消化成本，调整

财务管理模型，优化贷款资金运作，最后含税上网电价确定在5.2美分/kWh（约人民币0.432元/kWh）。

此电价尽管稍高于广东电网平均上网电价，但远低于可研报告的预测水平，也低于广东地区同期投产的

脱硫火电上网电价，增强了核电市场竞争力。2003年岭澳核电站发电收入48.77亿人民币，还本付息3.31

亿美元，占应还贷款本息总额的7%，开始进入正常安全生产和商业经营时期。如果说，大亚湾核电站是

通过向香港与国际接轨的电力市场出口电量赚得了“第一桶金”，那么，岭澳核电站则是完全在中国广

东的电力市场上站稳了经济脚跟，它对中国大陆发展大型商用核电站的示范效应更加令人信服。 

2.3 岭澳核电站投入商运后，广东核电滚动综合效果日益显著 

岭澳核电站顺利商业运行是广东核电“滚动发展”机制成功的最好例证。广东核电滚动发展机制的建

立，对中国其他地区开发建设核电具有重要的经验借鉴和典型示范作用。滚动发展机制，不仅仅是项目

资本金的滚动投入，还包括人才队伍滚动、经验反馈滚动、管理模式滚动、工程建设滚动、运行维修滚

动、技术创新滚动，等等。广东核电由此从孤立电站经营走向核电产业化经营，以集约化、专业化、系

列化、规模化、标准化为特征的产业化经营将给广东核电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效率。大亚湾

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的相继成立并成功运作，就是滚动机制和产业化发展

的产物。 

3 广核集团实力不断增强，取得核电商业化发展的重要经验 

广东核电集团现拥有4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年发电能力约280亿kWh。截至2003年底，广东核电集团公

司拥有总资产551亿元，净资产185亿元。每年的营业收入和经济效益十分可观。以2003年为例，当年实

现营业收入约102亿元，利润约25亿元，出口创汇约6.4亿美元。据国家统计资料表明，在原中央企业工

委管理的一百多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中，广东核电集团2001年综合绩效评估总体排名第六，电力企业排

名第一。在中央直接监管的175家国有企业中，2002年广东核电集团的净利润居第11位，总资产居第19

位，销售收入居第58位，效益突出单位居第2位。2003年，广东核电集团综合实力有望进入前20名。 

广东核电在商业运营方面的成功运作，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五点值得重视： 

（1）坚持改革开放，高起点引进，积极消化吸收创新。广东核电通过全面引进国际成熟的先进核电技

术，坚定不移地按照国际先进标准运作，加快消化吸收的步伐，并结合中国国情开拓创新，初步形成核

电站开发、建设和运营体系，逐步建立起一套既与国际先进管理水平接轨、又具有自身特点的管理体系

与管理模式。 

（2）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确保核电站安全可靠运行。核电站的质量和安全是核电商业运行的基本

前提和根本保证，是核电站一切经济效益的生命线。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因此，广东核电形成了一

整套以“核安全文化”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和安全生产管理规范，保障了核电站安全稳定运行的良好业



绩。 

（3）坚持市场导向，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管理程序。广东核电的核电站建设和运营遵循电力市场

的供求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项目法人负责制，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程序化

管理；尤其是在电力体制和电力市场的深化改革进程中，主动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加强企业内部控

制，不断提高核电市场竞争力。 

（4）坚持效益为先，严格按经济规律进行商业化运作。争取良好的经济效益始终是广东核电商业经营的

根本目标。在核电建设和运营的各阶段，广东核电都以效益为中心，优化资本运作，严格投资控制，强

化成本管理，坚持开源节流，将市场竞争压力转化为改进动力，不断提高核电赢利能力和经济效益。 

（5）坚持自主创新，追求卓越，滚动发展。广东核电集团开创的“以核养核，滚动发展”之路，已经成

为中国核电发展的重要商业模式，为其他地区发展核电提供了有益的样板。它在核电自主化和商业化等

方面，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自主化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企业管理方面，追求卓越，成效显著。广

东核电大量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成果，为我国政府确立积极发展核电的能源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

据，为我国大型商用核电站的建设和经营创造了宝贵经验。 

4 以科学发展观促进核电加速发展，广东核电必将迎来商业化和产业化的春天 

4.1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能源需求为广东核电提供了巨大商机 

我国能源以煤炭为主，燃煤发电装机约占总装机的74%，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80%以上，以煤为主的能源

和电力结构是中国的国情。无须讳言，燃煤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等污染物已成为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来

源之一。国家能源战略要求降低燃煤发电装机比重，提高水电和核电比重。从能源需求看，预计到2020

年，需要发电装机约9亿kW，优先考虑水电全部开发占总装机的30%，煤电比重降低到65%；如果核电装机

比重上升到4%或更多，则需要3600万kW以上核电装机，可以替代1.4亿t电煤。国家提出要以科学发展

观，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战略，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能源安全保障是重要支撑条件

之一，而加快发展核电这一重要替代能源，是我们保持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平衡和谐、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战略选择。 

如果要实现前述核电规划，就意味着在15年左右，我国平均每年要建成投产约200万kW容量的核电，如果

“十五”、“十一五”新开工建设的核电项目达不到平均建设强度，则意味着在“十二五”、“十三

五”的十年时间中可能平均每年要建成投产300~400万kW容量的核电。这对我国核电发展的商业化和产业

化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广东核电必须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加快核电发展的步伐。 

4.2 岭澳二期工程已列入国家“十五”开工计划，正加速开展实质性工作 

岭澳二期是岭澳一期的扩建工程，在批准岭澳一期建设计划时，国家就已经同时审批了岭澳二期2台100

万kW核电机组的规模，广东核电早就与一期工程同时完成了4台机组的厂址论证、环境评价、电网建设等

方面的相关工作。现在由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下属的岭东核电公司（筹）负责的岭澳二期项目，已经被国

家列为“十五”开工项目之一，将以岭澳一期为参考电站，翻版加改进，进一步提高安全性和经济性，

提高自主化和国产化比例，提高市场竞争力，力争2005年正式开工，2010年投产进入商业运行。 

4.3 阳江核电基地正加紧开展前期开发，加快工程启动步伐 

在广东阳江地区，广东核电集团正在启动建设第二个核电新基地，阳江核电站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压

水堆核电机组。阳江核电站厂址在10多年前就开展了大量厂址勘测和保护工作，目前已上报项目建议

书，准备接受国家评审。与此同时，阳江厂址完成征地和总体规划后，“四通一平”等前期工作已经开

始。顺便提及，在广东的台山腰古或粤东地区也在考虑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预计到2020年左

右，广东核电将拥有核电装机约1600万kW以上，约占广东总装机容量的17%左右，成为粤港地区骨干基荷

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实施“西电东送”战略的重要电源支撑。 

4.4 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积极推进自主化和本地化，进一步提高核电的经济竞争力 

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在近期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研究我国核电发展规划，安排部署重大工程项目，核

能界为核电春天的到来无不欢欣鼓舞。核电作为重要替代能源之一，已经进入国家电力发展规划。国家

核电“十五”发展计划和新项目审批，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推进，关系到核电新项目的立项及招投标等重

大原则问题已基本解决。广东核电的岭澳二期扩建工程将与秦山二期扩建工程按原同型机组加以重大改

进加快工程建设步伐，作为国家核电自主化依托工程，要求实现“四个自主”，总体本地化水平要达

70%，工程造价要低于1300美元/kW，上网电价要能够与脱硫火电竞争。与此同时，广东核电的阳江项目

和浙江三门项目，要进行采用第三代核电站技术方案的可行性研究，开展相关招标谈判工作。 

广东核电将在岭澳二期工程项目中，以进一步提高核电站的安全性和经济性，提高自主化和本地化比例



为目标，认真研讨确定重大技术改进，加大设计自主化和设备制造本地化的力度。要坚持对电站设计、

设备采购、施工建设等工作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严格执行招投标法、合同法及国家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进一步优化项目管理，以确保工程的安全、质量、进度、投资和技术五大控制目标的实现，大幅度降低

工程造价，确保核电站投产后的商业效益。在阳江新项目中，一方面要加快现场前期的“四通一平”和

海工项目的施工进度；另一方面要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要求，配合项目立项审批进程，积极准备招投标和

相关谈判工作，研究论证技术方案可行性；同时还要积极配合广东电力建设规划，做好岭澳二期和阳江

核电项目的相关配套抽蓄工程项目工作。 

5 结语 

商用核电站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犹如初升的朝阳，生气勃勃，方兴未艾。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

宏伟目标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必将推动我国

的商用核电站的产业化在未来蓬勃发展。广东核电在我国核电事业中，必将继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历史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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