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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图为我国在运最大陆上风电基地——中
广核兴安盟300万千瓦风电基地。
②图为我国首个大型商业化光热示范电
站——中广核德令哈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
③图为“华龙一号”示范工程——中广核广
西防城港核电3、4号机组。
④图为我国大陆首座大型商用核电站——
大亚湾核电站。

■何文轩

这是一家核能企业，从一座核电站起步
至今，拥有总装机超过 5116 千瓦的核电项目，
规模体量居国内第一、全球第二，并手握自主
三代核电技术。

这又是一家新能源企业，耕耘“风光”产
业 17 年，国内控股在运装机突破 4500 万千
瓦，项目覆盖 30 个省区市，装机规模和效益
位居行业前列。

这还是一家创新型企业，立足科技创新
和全面深化改革，融入国家区域创新布局，战
略性新兴产业营收占比超过 75%，位居央企
前列。

这更是一家国际化企业，境外在运在建装
机达1434万千瓦，项目遍及16个国家，累计为
全球各国提供超过3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

…………
不同维度的数据，见证了诞生于改革开

放、奋进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广核集团（以下简
称“中广核”）沉甸甸的发展成绩。40 多年深
耕核电，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是中
国企业实干创新的生动案例。

置身改革开放的历史舞台锤炼成长，以创
新驱动赋能升级蜕变，以开放透明不断扩大合
作“朋友圈”，资产总额突破万亿元，规模体量
入列超大型央企，综合效益持续保持在央企前
列……如今的中广核，赓续着改革开放的基
因，继续书写追“新”逐“绿”的新时代“答卷”。 

因核而立因核而立——

从大亚湾走出全球第二大核电企业从大亚湾走出全球第二大核电企业

今年 8 月 19 日，我国新核准五个核电项
目，其中广东陆丰一期工程、山东招远一期工
程、浙江三澳二期工程三个项目收入中广核
囊中。至此，中广核核电基地增至十个，在运
核电机组达 28 台，核准及在建核电机组达 16
台，规模持续扩容。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改革开放之初，中
广核肩负引进、建设我国大陆首座大型商用
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重任。其间，为
解决资金难题和外汇缺口，其创造性实施了
在国家信用担保基础上的“借贷建设、售电还
钱、合资经营”模式，打开了利用外资建设重
大基础设施的新大门。

作为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工程，大亚湾核
电站于 1987 年 8 月 7 日正式开工，1994 年 5 月
4 日全面建成投产，迄今已安全运行 30 年，累
计实现上网电量 4334.94 亿千瓦时，其中供港
电量达 3145 亿千瓦时，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
了源源不断的清洁电力。

大亚湾核电站建成后，中广核按照国家
“以核养核、滚动发展”的战略部署，通过继续
建设岭澳核电站一期、二期工程，稳步推进核
电自主化进程。2010 年 9 月，我国首个自主
设计、自主制造、自主建设、自主运营的百万
千瓦级核电站——岭澳核电站二期 1 号机组
建成投产，我国全面实现百万千瓦级核电站
自主化发展，中广核亦改进形成百万千瓦级
核电技术品牌 CPR1000，总体性能达到同类
机组国际先进水平。之后，红沿河、宁德、阳
江、防城港等一批采用 CPR1000 型技术的核
电站先后开建，形成我国核电批量化、标准
化、系列化建设格局。

回望我国核电发展历程，中广核党委书
记、董事长杨长利表示，以中广核为典型代
表，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成功走
出了一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后发追赶之路，
实现了我国核电从技术引进到四个自主、批
量化建设的重大跨越，为我国发展资本密集
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了宝贵经验。

核电自主化发展、核电安全建设和运行，
离不开自主创新的持续赋能。

基于此前核电建设积累的经验和创新人
才、资源，中广核及合作伙伴积极推进我国自

主三代核电技术研发，推出与国际三代核电
技术同台竞技的“华龙一号”，标志着我国在
三代核电技术领域跻身世界前列，实现了从
大亚湾走向世界的跨越式发展。

据中广核“华龙一号”总设计师王鑫介绍，
2020 年和 2022 年，“华龙一号”先后完成欧洲
用户要求认证和英国通用设计审查，通过国际
性深度技术检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核电的创
新能力和技术能力。今年5月25日，位于广西
防城港的中广核“华龙一号”示范工程全面建
成，验证了“华龙一号”技术的安全性、成熟性、
先进性，为该技术批量化建设积累了可借鉴、
可复制的宝贵经验。“目前，中广核在建‘华龙
一号’机组共 14 台，分布于广东、浙江、福建、
山东等地，正稳步推进批量化建设。”

从大亚湾一路走来，中广核秉持核电自
主化初心，以核电项目批量化建设、核电机组
安全稳定运行，有力保障能源安全，助力能源
转型。数据显示，2023 年，该公司 27 台在运
核电机组近八成 WANO（世界核电运营者协
会）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15 台机组综合指
数达到满分，平均能力因子连续六年保持世
界先进水平，充分发挥核电机组清洁高效、安
全稳定的基荷优势，有力有效支撑能源保供。

趁势崛起趁势崛起——

追追““风风””逐逐““日日””实现行业引领实现行业引领

起于核电，40 余年高质量发展核电，但中
广核的蓝图里并非只有核电。“善用自然的能
量”改变世界，“让天更蓝、水更绿、空气更清
新”，就必须在能源转型、能源革命的浪潮下，因
势而动，在广阔的非核清洁能源领域大有作为。

2007 年，以旗下首个风电项目——吉林
大岗子风电场一期并网发电为标志，中广核
正式进入新能源领域。从 2009 年取得全国首
个光伏经营特许权项目开始，中广核新能源
发展始终处于行业“第一梯队”。

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黄海海域，38 台风
电机组御风而动。国内首个“双十”海上风电
项目——中广核如东海上风电项目 8 年前全
场投运，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风电建设核
心技术，成为少数几个具备海上风电建设核
心能力的国家之一。

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
的戈壁滩上，我国首个大型商业化光热示范
电站——中广核德令哈 50 兆瓦光热示范项
目 2018 年 10 月 10 日投产，我国由此成为世界
上第 8个掌握大规模光热技术的国家。 

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国家首批以“沙戈
荒”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之
一——中广核兴安盟 300 万千瓦风电项目
2023 年 10 日全容量并网，我国在运最大陆上
风电基地就此诞生。

…………
天空海阔，“风光”无限。历经 17 年高质

量发展，中广核国内新能源控股在运装机稳
步增长，新能源项目几乎遍布全国，全面覆盖
风电、光伏、光热、抽蓄、储能、氢能、水电、燃
气、热电联产等业务类型，同时在碳市场、绿
证绿电交易、综合能源服务、运维服务等业务
领域积极探索和布局。

据中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张志武介绍，2023 年中广核新能源
上网电量近 1200 亿千瓦时，新增投运装机容
量超过 1000 万千瓦，风光利用小时数高于行
业平均 5% 以上。

融合发展，“绿”动澎湃。在聚焦清洁能
源发展主业的同时，中广核积极探索“新能
源+”融合发展新技术、新模式、新场景——

围绕拓展新能源实施空间，积极推进光
伏治沙、海洋牧场、渔光互补等项目，在南疆
建设万亩沙漠土壤化改造试验示范项目，实
现“荒漠化治理＋牧草种植＋光伏发电”三
态融合发展；在山东建成全国首个海上风电
与海洋牧场融合发展研究试验项目；在广东
汕尾投产“伏羲一号”风渔融合发展研究试验
项目，构建海上风电和海洋牧场全产业链。

围绕提升调节能力，大力布局“光热+”项
目，深入挖掘虚拟电厂等需求侧调节方式，积
极建设“抽水蓄能+”项目，因地制宜推进燃气
多能互补项目。目前，青海德令哈百万千瓦
光热一体化项目加快建设，湖北团风和广西
田东两个“抽水蓄能+风光”项目有序推进，浙

江宁波国内首个全绿电供应虚拟电厂项目正
式投运。

围绕创造消纳条件，积极布局“绿电+”
“网源荷储一体化”“新能源+氢氨醇”等融合
发展项目，建成新疆吉木乃网源荷储一体化
项目，在宁夏、内蒙古等区域打造绿电制备氢
氨醇标杆项目。在广西乐业、凌云等定点帮
扶县，通过“风光”产业发展带动当地经济发
展，同步创新探索“风电+光伏+新型储能
+N”多元一体、融合发展的产业帮扶新路径。

作为能源央企，中广核坚定推动核电主
业高质量发展，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协同
发展，清洁能源总装机超过 1.1 亿千瓦，累计
向社会供应清洁能源近 3万亿千瓦时。

创新为魂创新为魂——

协同共赢强韧现代产业链协同共赢强韧现代产业链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健全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
在能源转型背景下，建设现代化能源产业
链，破除产业链供应链痛点堵点，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着力点在于创新和协
同，关键在于龙头企业引领。

一直以来，中广核始终坚持同步推进技
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工作，并高度重视产业链
上下游合作和生态圈打造，目前已形成核能、
核燃料、新能源、非动力核技术应用、数字化、
科技型环保和产业金融“6＋1”产业体系，带
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高质量发展。

以核电为例，大亚湾核电建设伊始，设备
国产化率几乎为零，而如今，自主三代“华龙
一号”示范工程防城港二期的设备国产化率
已大幅跃升至近 90%。数据变化的背后，是
中广核牵引的核电产业链蜕变式的升级。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总经理宁小平透露，中广核“华龙一号”产业
链已带动 5400 多家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全
面实现核岛主设备、核二三级泵、电气设备、
核级仪控系统等 400 多项关键设备国产化，
创新应用模块化施工、相控阵超声检测技术
等 70 多项施工新工艺、新工法，推动“华龙一
号”具备核电整机设备 100% 国产化能力，以
核电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业链引领我国装
备制造业迎来蓬勃发展。

其中，被称为核电站“神经中枢”的数字
化仪控系统，正是立足创新、强韧核电产业链
的一个缩影。

据中广核数科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
经理孙永滨介绍，依托国家 863 计划和能源
重大科技专项的科研课题研究，中广核旗下
广利核公司历时十多年研制出国内首个自主
核级数字化仪控平台“和睦系统”，填补了我
国在该技术领域的空白，目前已在国内 27 台
核电机组实现规模化工程应用，验证了我国
三代核电技术和先进核电仪控装备的良好
融合，将核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光热领域，中广核深入推进产业链融
通发展共链行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项目
应用，依托国家级光热研发中心，带动 600 多
家企业共建光热产业链，坚定推动光热技术
的研发与应用。

龙头企业的实力和产业链的发展休戚与
共，共兴共荣。

今年 3 月 20 日，中广核在北京策划组织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大
会。大会当天，以政企、校企、企企合作为方
式的供需对接接连落地，共计签约 35 项合
作，合同金额达百亿元。

这场大会也向外界透露出中广核加码布
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雄心——核能领先、核
燃料安全保障、新能源倍增、数字化跃升、核
技术突破、科技型环保强基、未来产业启航七
大产业发展计划已研究制订，未来将携手产
业链上下游超 12000 家企业，在技术研发、市
场拓展、产业链共建上协同发力，建设具有全
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创新是
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对于绿色技术创新，
中广核站得高、看得远——在巩固 40 多年实

践成果基础上，把突出科技创新作为事关主
动担负国家重任、确保企业基业长青的战略
任务，积极锻造面向未来发展的先进生产
力，以科技创新支撑绿色未来。 

开放透明开放透明——

精耕细作拓展全球精耕细作拓展全球““朋友圈朋友圈””

中广核的发展历史，是一部合作发展、共
赢发展、包容发展的历史，凸显开放、透明的
基因。

从 1985 年与法方高起点共建大亚湾核电
站，到携手建成全球 EPR 首堆——广东台山
核电站，再到共同推进英国项目，以及在芬
兰、法国 EPR 项目上进一步深化人才、技术和
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中法核能合作范围更加
广泛，形式更加多元，内容更加丰富。

立足核心能力，依托在国内核电和新能源
领域的运营建设经验，以及国际化项目开发建
设经验，中广核持续扩大海外合作步伐，积极
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清洁能源产业生态
圈，建设了一批气电、风电、光伏、生物质能等清
洁能源项目，助力全球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

据中国广核能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广核能源国际”）总裁张超群介
绍，目前中广核境外新能源已形成“一横两
纵”全球发展布局，打造了境外四大区域中
心和经营发展平台，境外控股电力装机居央
企前列。特别是在海外开发清洁能源过程
中，中广核致力于打造国际产业联盟，构建国
际清洁能源合作“朋友圈”，国内外产业链整
合能力持续增强。“在此过程中，我们也主动
融入项目所在国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带
动当地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在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中展现中国企业的担当。”

在马来西亚，中广核能源国际下属埃德
拉公司建设与运营的东南亚最大规模燃气发
电厂——EMPP 电厂采用全球最先进高效的
燃机技术，于 2022 年全面投产；在巴西，中广
核自主开发建设的 LDB 风电扩建项目、TN
风电项目建成投产的同时，也将中国成熟的
风机设备产业链引入巴西新能源市场。

而在国内，中广核更是以开放透明、合作
共赢的态度，不断创新公众沟通模式，积极探
索核电与地方融合发展的共赢路径。

今年 8 月 7 日，中广核主导开发的全国首
个核电工业旅游预约系统上线，其九大核电
基地全面对外开放预约通道，公众可自由选
择核电基地和日期预约参观。在当天活动的
沙龙座谈环节，来自九大核电基地所在市

（区、县）的文旅局负责人，围绕“核电工业旅
游与地方的融合发展”主题，分享各地“核
电+”特色文旅项目。在他们眼中，中广核将
核电与地方旅游资源深度融合、拉动地方经
济发展的有益尝试，值得点赞；在同行眼中，
中广核新颖、接地气的沟通方式，总能给核能
行业惊喜；在公众眼中，中广核有文化、有温
度，是值得信赖的企业。

回望发展历程，中广核栉风沐雨、创业实
干的故事历历在目；展望美好未来，中广核踔
厉奋发、追“新”逐“绿”的激情正熊熊燃起。
全面改革创新的号角已经吹响，加快经济社
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步履已然加快，中广
核锚定以改革创新引领清洁能源事业高质
量发展的新目标，整装待发，为中国式现代
化提供动力和保障。

（本版图片均由中广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