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會上，不少委員都呼籲，中國應盡快佈局內陸核電站，技
術基礎現均已具備。
全國政協常委、人口環境委員會副主任王少階對本報表示，

國際上內地核電站裝機佔一半以上，內地核電的選址標準和沿
海沒有兩樣，美國是60%在內陸，法國是70%在內陸，預計
2020年建設還在沿海。中國工程院院士葉奇蓁也認為，從安全
和環保要求看，內陸核電站和沿海核電站沒有本質的差別，目
前成熟的核電站設計和建造技術完全可用到內陸核電站。

全國政協委員楊岐指出，中國內陸發展
水電有枯水期的問題，發展火電有運輸瓶
頸、環境污染的問題，對一次能源缺乏的
省份，在保證安全的前提下可建設核電
站。目前成熟的核電站設計和建造技術也
完全可以用到內陸核電站。
王少階認為，中部省份普遍缺乏能源，

比如湖北煤油缺乏，水電90%都已開發，
因此他主張湖北一定要發展核電。「湖北
已經在咸寧地區試點多年，核電建設勘
查、選址及前期建設已經完備，環境保護
評價也通過了，發改委也同意了，但是就
是沒有拿到國家的『路條』。」

警惕千年一遇事故

不過也有委員強調，在內陸核電站建設

須慎之又慎，需要把那種「百年一遇」、

「千年一遇」的偶然事故也考慮在內，例

如，恐怖分子襲擊、極度乾旱、戰爭等。

內陸人口稠密，河網更多，對核安全的關注度會更高。

環境保護部核與輻射安全監管二司司長王中堂提出，堅持

「審評從嚴」的方針，對所有核電廠的選址、設計、建造、運

行進行嚴格的審查。要通過核安全審評，進一步提升核電廠設

計的安全水平。另外，全面提升核安全監管能力。要進一步完

善核安全法規、標準，建立核電發展高標準的技術審評方法體

系，以將監督檢查程序標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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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部核與輻射安全監管一司司長
劉華表示，中國已初步建立較為完善
的核與輻射安全監管體系，全國核安
全處於受控狀態，但核安全與放射性
污染防治仍面臨四大挑戰，中國將強
化縱深防禦，確保核電廠運行安全。
首先，中國核電多種堆型、多種技

術、多類標準並存的局面給安全管理
帶來一定難度，運行和在建核電廠的
預防和緩解嚴重事故的能力仍需提
高。
其次，核安全科技水平不高，科技

研發亟須大力加強。劉華指出，基礎
科學和應用技術研究與國際先進水平
總體差距仍然較大，核心技術受制於
人。
第三，核事故應急管理體系需要進

一步完善。劉華稱，核電企業集團公

司內部及各核電企業集團公司之間缺
乏有效的應急支援機制，地方政府應
急指揮、響應、監測和技術支持能力
總體較為薄弱。
第四，劉華認為，核安全監管能力

與核能發展的規模和速度不相適應。
核安全監管缺乏獨立的分析評價、校
核計算和實驗驗證手段，全國輻射環
境監測體系尚不完善，監測能力欠
缺。
劉華表示，福島核事故警示我們，

「核安全沒有國界，在重大核事故面
前，任何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中
國作為核電的積極倡導者和最大規模
的開發利用者，應當進一步借鑒世界
範圍的有益經驗，深入開展核安全保
障活動，未來幾年中國將 手九大安
全戰略（見表）。

儘管福島事故後核安全問題引發爭議，環境保護部核
與輻射安全監管二司司長王中堂表示，對於中國這樣一
個人口眾多的國家，核電將是保障能源安全的必然選
擇。
王中堂指出，世界發達國家核能平均佔能源總供給的

比例在20%左右，法國則達到78%，日本為26%，而中
國的比例仍很小。「預計到2020年，全國電力裝機總容
量將超過12億千瓦。如果採用化石能源，僅發電一項大
約每年需消耗超過30億噸標準煤。」
其實，發展核電也是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必然

選擇。在中國現階段電力構成中，煤電約佔80%的份
額。計算表明，一座百萬千瓦級的燃煤電廠，年消耗煤
240萬噸，排放二氧化碳588萬噸、二氧化硫4.4萬噸、
氮氧化物2.2萬噸。

採第三代技術 安全性增百倍

■核專家表示大亞灣電站選址設計皆安

全。圖為大亞灣核電站全景。 資料圖片

中國保核安9大戰略
1. 強化縱深防禦，確保核電廠運行安全。

2. 加強整改，消除研究堆和核燃料循環設

施安全隱患。

3. 嚴格安全管理，規範核技術利用。

4 加強鈾礦冶治理，完善鈾礦、伴生礦的

環境風險防範體系。

5. 加快早期設施退役和廢物治理，推進污

染區域治理和廢物的安全處置和處理。

6. 強化質量保證，提高設備可靠性。

7. 推動科技進步，促進安全持續升級。

8. 完善應急體系，有效應對突發事件。

9. 夯實基礎能力，提升監管水平。

日本福島核事故
後，全球核電發

展驟然減速，世界主
要核電國家都針對事
故原因，對本國核電
安全重新進行評估。
去年中國也暫停審批
新的核電站，已批而
尚未開工的項目也處

於停頓狀態。不過時隔一年，不少國家核電發
展又展開新規劃。今年2月9日，美國核監管委
員會宣佈批准了兩台「三代」AP1000核電機
組的建設和運行許可，這是自1979年三里島核
電事故後，美國30多年首次新批核電機組。　
而在中國，政府 手四項部署全面檢查核安

全問題，包括，立即組織對核設施全面安全檢
查；全面審查在建核電站，用最先進標準進行
安全評估；嚴格審批新上核電項目，抓緊編制
核安全規劃；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
全國政協委員、原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表
示，只有上述四項工作全部完成，核電新項目
審批才能重啟。

總評安全薄弱環節待改
今年2月，國務院會議原則通過了國家核安

全綜合檢查報告，總體評價中國運行和在建核
電站的安全是有保障的。不過環境保護部核與
輻射安全監管二司司長王中堂指出，檢查中也
發現一些核電廠仍然存在薄弱環節，必須實施
整改，存在問題的電廠正在整改中。至於核安
全規劃，據國家能源局副局長錢智民透露，這
份由核安全局牽頭制定的核安全整體監管方
案，已上報國務院等待審批；而由國家能源局
牽頭制定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調整規劃，則仍未

最終定稿，目前還在相關部委走程序。

獲批10項目即將開建
不過前核安全局局長王玉慶在接受本報採訪

時透露，核電新項目審批有望很快重啟，大約
十個之前已通過審批的核電項目也可能很快獲
准開建。
實際上，核電建設重啟已經預熱。據報道，

中國主要核電設備生產企業之一的哈爾濱電氣
集團2月初接到了江蘇連雲港田灣核電站3號和
4號機組的核島主設備訂單，這是中國因2011
年3月16日日本福島核電站核洩漏而叫停所有
在建核電項目近一年之後，傳出的第一筆核電
設備訂單。此外，還有消息稱，浙江三門核電
站1號機組開始恢復建設。

不棄核電政學界達共識
中國要繼續大力發展核電，顯然在經過一年

的激烈爭論後，在中央政府及學界都重新獲得
共識。國家環境保護部核與輻射安全監管二司
司長王中堂指出，中國核電一直處於安全狀
態，未發生過核事故。50多年來，中國形成了
發展核電的工業基礎，積累了豐富的核電建
設、運行經驗，切不可因噎廢食而放棄發展核
電。
在日本311事件後後，中國政府把對核安全

的監管，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採用與國
際接軌的核電標準，實施中央政府直接、獨立
的核安全監管。另外，核與輻射安全監管機構
大幅擴容。2011年9月，在環保部原核與輻射
安全司基礎上，核與輻射安全監管一司、二
司、三司的人員編制擴充一倍多，由2008年的
38個增加到85個。核與輻射安全監管派出機
構、核與輻射安全中心編制增幅更大。

今日是日本「311」核災難周年紀念，福島核電廠核事故令人記憶猶新。在後

福島時代，中國核電產業何去何從？為加強安全，過去一年，中國徹查核安全隱

患，結果顯示核電廠總體安全無虞，並全面提升核安全監管級別，大幅擴容核與

輻射安全監管機構。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提「安全高效發展核電」，並制定核電

發展目標為新增107億千瓦時。全國政協委員、前國家核安全局局長王玉慶(見小

圖)透露，核電新項目審批將很快重新開閘，大約十個之前已通過審批的核電項

目很快將獲准開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劉坤領

全國核安受控 防治仍臨挑戰

布局內陸核電 建設慎之又慎

隨 核電新項目審批重啟在望，技術之爭亦
基本塵埃落定。環保部核安全和環境專家委員
會委員郁祖盛認為，從國家利益出發，中國應
集中全力讓三代核電快一點發展，「三代越多
越好，二代越少越好，現在還建二代核電站就
是給未來埋下隱患」。
目前世界上還沒有正在運行的應用第三代核

技術的已建成核電廠，而內陸在建核電項目多
數採用的即為美國西屋公司發明的第三代核電
技術AP1000。郁祖盛認為，相對於第
二代，第三代核電技術將安全性
能提高了1 0 0倍，「如果
AP1000技術遇到了福島第一
核電站的情況，也不會發生
洩漏，甚至超過也不會發
生問題。」
業內人士也指，二代核

電技術在日本大地震和海
嘯中已顯示出絕對的弱
勢，而對處理突發事件
措施最全面完整的第

三代核電技術是未來發展方向。

自主研發技術明年開工
據介紹，中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CAP1400

三代核電機組有望2013年開工。三代核電是當
今世界新一輪核電發展的主流，安全性和經濟
前景較好，具有建設周期短、運行壽命長等特
點。

■中國核反應堆模型。右圖為工作人員向傳媒代表講解核電發電原理。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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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核能發電站內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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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核電無虞
不因噎廢食 首重安全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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