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共建建““一一带带一一路路”” 共共谋谋能能源源合合作作

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的宏伟愿景正在变为美好现实，收获了沉
甸甸的成果， 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完
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
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 作
为中国核科技工业主体，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秉持和平利用核能
的基本理念，致力于以清洁能源促进世界繁荣，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交出一份推动全球核能
可持续开发利用、 共创经济效益、 共享发展成
果、共建发展共同体的优异“成绩单”。

中核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余剑锋表示，中
核集团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始终坚持创
新引领发展、安全绿色发展和共商共建共享，与
“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不断扩大高水
平开放合作， 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自主核
电品牌 “华龙一号” 带动全产业链加快 “走出
去”， 巴基斯坦卡拉奇 K-2/K-3 核电机组建成
投入商运，恰希玛 5号核电机组破土动工；阿根

廷核电出口项目签署 EPC 总承包合同；成
功收购纳米比亚罗辛铀矿； 徐大堡 3/4

号、 田湾 7/8 号核电机组安全高效

推进，树立全球核能合作典范；牵头完成国际
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核心安装工程，为规模
最大国际大科学工程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
力量；深度参与全球核治理，和 IAEA 等国际组
织深入合作，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

核能合作增进中巴友谊

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平原柴尔沙漠西北
部、印度河东岸的恰希玛核电基地内，采用“华
龙一号”技术的恰希玛核电 5 号机组（C5）已破
土动工。 作为“华龙一号”技术出口巴基斯坦的
第 3 台机组、中国出口巴基斯坦的第 7 台核电
机组，C5 机组是中巴两国核能合作的又一重
要里程碑。

“目前， 中巴双方已携手建成恰希玛核电
基地 4 台 30 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和卡拉奇核电
基地 K-2/K-3 两台百万千瓦核电机组， 每年
能为当地提供清洁电力近 300 亿度，相当于每
年减少标准煤消耗 938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 2448 万吨，植树造林 2.1 亿棵，为巴基斯坦
能源供应和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

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袁旭介绍。

其中，作为“华龙一号”海外首个工程的卡
拉奇 K-2/K-3 核电项目于今年 2 月正式交付
巴方业主，为中巴核科技工作者共建“一带一
路” 走深走实写下了坚实且生动的注脚。 据
《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卡拉奇 K-2/K-3 核
电机组多台重要设备实现本地化制造供货，
本地化采购设备达 200 多台套， 使得巴方设
备制造厂的生产能力、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从被誉为‘南南合作 ’优秀典范的恰希
玛核电 1 号机组，到巴基斯坦首个百万千瓦级
核电工程 K-2/K-3 项目，再到 C5 项目，核能
合作已成为中巴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间，
一代代中国核工业人奔赴海外，同巴方兄弟一
道，用智慧和汗水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 袁
旭表示。

共享核科学技术创新成果

共建“一带一路”，打造优质精品项目，参建
重大科学装置，离不开强有力的科技创新支撑。

“在追求自身创新突破的同时，中核集团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享技术创新成果，
设立中国核能大学， 为全球核工业发展培养
具有卓越核电技术和管理技能的高素质专业
人员。 同时，以项目建设为载体，加强沟通，分
享经验，带动当地核电技术人员提升能力，并
积极开展技术支援， 与业务所在国共同解决
技术难题。 ” 袁旭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

据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中核华兴”）K-2/K-3 核电项目部项目总
经理王鑫介绍， 在 K-2/K-3 核电项目工程安
装过程中， 中核集团解决了高空作业量大、高
空施工周期长等问题， 缩短吊装工期， 提前 4
个月完成环吊节点。 “这次创新实践，是加快核
岛安装工程进度的一次有益实践。 ”

在建设过程中， 中核华兴 K-2/K-3 核
电项目部建立起一支技能熟练、人员稳定的
巴工队伍，不断优化施工技术，为保障施工
进度积极创造有利条件。 K-2 机组 2021 年
5 月 20 日正式投商，创造了国际三代核电技
术海外首堆最短工期纪录和最佳建设业绩。

在国际大科学工程计划———国际热核聚
变实验堆项目（ITER）中，中核集团承担多个
关键部件的采购包设计、 研发及制造任务并
取得重大创新突破。 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
限公司 ITER 项目部项目经理高德升介绍，自
参建 ITER 项目以来，中核集团牵头的 TAC1
联合体成功实施多项重大设备安装里程碑节
点，助力“人造太阳”从梦想变为现实。

在阿尔及利亚，中国出口的第一座综合性
核研究设施———比林研究堆由中方总包和设
计，可用于基础科学研究、民用核能技术开发
与应用、医用同位素生产等，在阿尔及利亚科
技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为最佳利用比林研究
堆， 满足阿尔及利亚核技术科研生产需要，
2014-2019 年，中核集团与阿尔及利亚原子能
署再次合作，对比林核研究中心一二期设施实
施升级改造，推动阿尔及利亚和平利用核技术
水平迈上新台阶。

此外， 基于在核技术应用领域的优势，中
核集团成品钴源已出口至泰国、越南等国，伽
马辐照站整体解决方案出口到马来西亚，无
损检测电子直线加速器
出口至土耳

其和泰国，安检安保设备覆盖全球约 170 个国
家和地区。

立足共赢共促发展繁荣

促一方发展，富一方人民。 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十年来，中核集团持续推动核技术出
口，服务共建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而且
坚持本地化原则， 招聘数以万计的当地员工
投身工程建设， 并注重为当地培育本土技能
成熟的产业工人。

据《中国能源报》记者了解，从恰希玛核电
站四台机组到卡拉奇 K-2/K-3项目，中核集团
在巴基斯坦承建核电项目的 30 年间，为当地民
众创造出众多就业机会。 K-2/K-3 核电项目建
设过程中， 超过 1 万名巴方员工在项目现场工
作，通过产业链间接创造就业岗位超 4 万个，当
地工人在核电项目工作中提升了技能， 逐步实
现因核而兴、因核而富。中核华兴的巴籍员工阿
根，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993 年，19 岁的阿根投身恰希玛核电站
建设，一干就是 23 年。从力工、小车司机，一直
干到管理巴籍员工司机的班长， 阿根连续多
年获得“巴籍员工安全先进个人”和“优秀巴
籍员工”称号。 2013 年，靠着积攒的工资，阿根
家里盖起 5 间砖瓦房，一家人搬进崭新的家。
2017 年， 阿根从恰希玛核电站转战卡拉奇核
电现场， 成为身着中方工作服的首位巴籍员
工， 他的儿子也于同年进入恰希玛核电项目
部工作，父子二人同时参建“华龙一号”项目，
在当地传为佳话。

阿根的故事只是中核集团“走出去”惠及
项目所在地发展的一个缩影。 作为该公司国际
化经营的重要支柱，天然铀及核燃料是其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助力项目所在地繁荣发展的
重要发力点。

中核集团于 2019 年控股纳米比亚罗辛铀
矿，中国铀业（纳米比亚）矿业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常京涛介绍， 该矿持续运
营带动了当地

承包商和供应商等中小企业发展，为利益相关
方创造效益，拉动了当地工程建设、维修改造、
原材料供应等产业发展，使当地近千名员工及
1000 多名承包商员工就业得到保障，保证了上
下游产业链近万个家庭的生计，每年可为纳米
比亚带来 3 亿纳元以上的税收收入。 同时，罗
辛铀矿出资设立的罗辛基金会联合当地政府，
组织开展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培训、青年创业扶
持计划、 沙漠与海洋环境保护等公益实践，每
年公益资金支出近3000 万纳元。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余剑锋表示，中
核集团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面向全球高水平
开放合作， 推动国际核能合作不断取得新成
绩，积极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为推动构建核能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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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与““一一带带一一路路””合合作作伙伙伴伴共共探探绿绿色色转转型型
——————访访中中国国节节能能环环保保集集团团有有限限公公司司党党委委书书记记、、董董事事长长宋宋鑫鑫

■本报记者 苏南

“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繁荣之路，也是
绿色发展之路。 中国能源企业在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过程中，始终秉持“把绿色作为底
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
金融”。在此背景下，作为中国境内环保领域
唯一的央企———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节能”），积极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以实际行动与“一带一路”合作
伙伴共建“绿色丝绸之路”。

中国节能党委书记、董事长宋鑫在接受
《中国能源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中国节能坚持“走出
去”和“引进来”并重，努力建设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节能环保主业项目，成为“一带一路”
合作伙伴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碳中和的
重要推动力量。

提升能源基础设施水平

“截至 2022 年底，中国节能共有下属中
国地质、中国启源等 10 家二级子公司，业务
遍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等地
区。 ”宋鑫对记者表示，截至“十三五”末，中
国节能海外业务辐射的国家和地区已增至
107 个，其中包括 39 个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和地区，承包“一带一路”合作伙伴项目
288 项，合同总额达 209.43 亿元。 以中国启
源为例，其海外业务涉及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 32 个， 承担了包括输变电工厂设计在内
的 51 个项目。

宋鑫介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
国节能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共同打造政
治互信、 经济融合、 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
体，为巴基斯坦、尼泊尔、古巴、几内亚比绍
等国建设大量光伏发电、 太阳能照明等绿
色能源项目。 例如，2015 年，中国地质斯里
兰卡分公司在马尔代夫设计、供应、安装和

维护 5 个试点岛的并网太阳能光伏—柴油
混合发电站项目，解决了岛上家庭、学校、
医院等用电问题，赢得当地人民高度赞誉。

据了解，由中国启源承担项目可行性
研究和管理工作的巴基斯坦议会大厦 1
兆瓦屋顶光伏电站是中国商务部首个经
援国外的光伏项目，2015 年 4 月 22 日项
目揭牌，2015 年 11 月 30 日建成， 巴基斯
坦议会大厦也由此成为全球首个使用绿
色能源的议会建筑； 中国节能 2018 年援
建的古巴 4 兆瓦+5 兆瓦地面光伏电站，
是古巴第一个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中国
启源在 13 个共建国家承担了 16 个输变
电行业咨询、设计与管理项目，为可再生
能源和电力输配新技术在这些国家的落
地与推广起到示范性作用。

互利共赢共享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架起中国与共建
国家的多彩友谊之桥， 合作取得实实在在
的成果。在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过程中，中
国节能精心研判国际格局发展态势和气候
变化影响，为“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提供先
进的新能源、 环保等领域的新理念、 新技
术，与共建国家共享发展机遇，实现互利共
赢、互联互通。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 ”宋鑫介绍，十年来，中国地质承建数百
个重要民生项目，涉及道路桥梁、水利水电、
环境工程、房屋建筑等，为满足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人民用水、交通出行、住房等基础设
施建设需求作出积极贡献。

通过中国启源援建的几十个新能
源、医院、学校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 ”
合作伙伴的友谊不断深化巩固。 在苏丹
交付的医院， 极大改善了当地人民的就

医条件、提高了卫生健康水平，特别是在
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卢
旺达交付的职业技术学校，对培养该国青
年职业人才、引进先进职业教育工艺与技
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起到立竿见影
的效果；为塔吉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
家设计的电力变压器厂、高压开关厂和电
器厂， 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先进制造技术，
推动了其工业化进程。

“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节能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验，那就是项目管理团
队要强大、使用的技术与装备要先进。”宋鑫
表示， 在共建国家中使用的工艺、 技术、装
备，一定是经过中国国内实践检验的，技术

先进、工艺可靠、设备耐用。

增强共建国家绿色竞争力

节能减排，携手共进。 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十年来，中国能源企业深耕清洁能
源市场，一个个高质量能源项目不仅助力中
国能源企业“走出去”，也提升了共建国家企
业在节能减排领域的竞争力。

科特迪瓦 LAUZOUA 锰矿开发是节能
环保领域极具特色的项目。该项目由中国地
质所属中国地矿与科特迪瓦矿业发展公司
成立的合资公司———滨海矿业公司建设。经
过十多年开发，该公司已成为当地锰矿业极

具竞争力的企业之一。 在合作过程中，中国
地矿加强矿山大宗固体废弃物资源循环利
用技术研发， 将不能使用的贫矿和废矿加
工为可销售的精矿产品， 助力科特迪瓦延
长矿山运营时间。同时，中国节能在当地推
动矿区恢复治理， 也受到科特迪瓦政府的
大力支持和当地民众的称赞。

谈及未来，宋鑫表示，中国节能将更加
积极参与绿色“一带一路”建设，让中国先
进的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垃圾焚烧发电，
市政污水处理技术、 工艺和装备更好地惠
及“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帮助他们解决用
电、环保、就业和工业化问题，促进共建国
家经济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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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全球最大露天
铀矿山———位于纳米比亚
的中核集团罗辛铀矿。

中核集团/供图

数据来源：《共建“一
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大实践》

截至 2023 年 6 月底， 中国

与五大洲的 115500 多个国家、3300
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20000 多份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形成
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
“小而美”项目。

2013—2022 年，中国与共建

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 1199..11 万亿
美元，年均增长 6.4%；与共建国

家双向投资累计超过 33880000 亿
美元，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

过 22440000 亿美元；中国在共建国
家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完成营
业额累计分别达到 2 万亿美元、
1.3 万亿美元。

中国与 3300 多个国家及国际

组织签署环保合作协议， 与 3311
个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

发展伙伴关系倡议， 与超过 4400
个国家的 150 多个合作伙伴建立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与 3322 个国家建立“一带一路”能
源合作伙伴关系。

截至 2023 年 6 月底，共有
13 家中资银行在 50 个共建国

家设立 114455 家一级机构 ，131
个共建国家的 11777700 万家商户
开通银联卡业务 ，74 个共建国
家开通银联移动支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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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华龙一号”海外首个工程———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 K-2/K-3 号机组。 中核集团/供图

图为中核集团参建的国
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全景。

中核集团/供图

▲

▲图为中国地质承建的菲律
宾民都洛环岛公路。

中国地质/供图

▲ 图为中国节能承建的加纳库马西市区苏亚尼道路重建工程，该工程是加纳历史上最大的土木工程项目之一。 中国地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