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我国核电运行规模世界第三，在建规模
世界第一，按照我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到
2020年我国核电在建、在运装机规模将达到
8800万千瓦。核电行业快速发展，核电标准
化工作也迎来了重要机遇期和关键窗口期。
下一步，将通过贯彻落实《指导意见》各项要
求，扎实推进核电标准化工作，加快形成自主
先进的核电标准，有力支撑我国由核电大国
向核电强国的迈进。

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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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天然气供应
有望继续维持宽松

从长远来看，全球LNG市场是供大

于求的，或者说供需宽松是大概率。特

别是随着美国天然气出口的增加以及

LNG 贸易的灵活性不断增强，天然气

逐步从区域市场向全球市场转变，北

美、欧洲、亚太区域市场价格差距将逐

步缩小。

□ 本报记者 焦红霞

为加快我国自主核电标准体系

建设，全面支撑我国核电安全高效发

展和国际合作，7月23日，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核电标准化工

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

见》）。日前，国家能源局科技司相关

负责人就《指导意见》有关问题接受

了记者的提问，从背景、意义、原则、

重点工作及政策部署等方面进行了

系统解读。

问：《指导意见》出台的背景是

什么？

答：安全高效发展核电是我国能

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核电标准化

工作是促进核电技术和产业发展的

重要抓手，对发展清洁能源产业，推

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

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具有重要意

义。目前，我国核电运行规模世界第

三，在建规模世界第一，按照我国核

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我国

核电在建、在运装机规模将达到

8800万千瓦。核电行业快速发展，

核电标准化工作也迎来了重要机遇

期和关键窗口期。

近年来，我国核电标准化工作取

得了阶段性进展，发布核电标准900

余项，基本形成了覆盖核电全生命周

期各个阶段的标准体系。此外，核安

全相关标准认可和标准英文版翻译

出版工作持续推进，“华龙一号”国家

重大工程标准化示范顺利开展，核电

标准化国际合作深入推进，不断推动

我国自主核电品牌建设。

但在新形势下，核电标准化工作

还存在不足。一是核电标准体系还

不完善。由于多堆型、多技术路线并

存，客观上增加了制定自主统一核电

标准的难度，特别是与核安全密切相

关的核岛机械设备领域，分别参考法

国和美国标准制定了两套标准，没有

形成自主统一的核岛机械设备标

准。二是核电标准应用不理想。由

于现有标准在完整配套、协调自洽等

方面仍有不足，工程建设中尚未形成

全面、系统采用我国自主核电标准的

局面。三是国际认可度和影响力不

够。国际上，核电领域普遍使用

ISO、IEC以及美国、法国的标准，我

国核电标准的国际认可度和影响力

还有待提升。基于此，结合当前核电

发展新形势、新要求，制定出台了《指

导意见》。

问：请介绍《指导意见》指导思

想、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答：《指导意见》的指导思想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国

务院印发的《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

案》部署，立足我国核电长远发展，坚

持标准自主化与国际化相结合，凝聚

共识，自主创新，加快建设一套自主、

统一、协调、先进，与我国核电发展水

平相适应的核电标准体系，充分发挥

标准的规范、引领和支撑作用，推动

核电技术和装备进步，促进我国核电

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指导意见》按照“完善机制、加

强实施、统筹规划、助力出口”的原

则，分三个阶段提出发展目标：一是

用1年～2年时间，进一步完善和优

化我国核电技术标准体系，提高标准

自主化和协调性，形成一套自主统一

的、与我国工业基础相匹配的核电标

准。二是通过5年左右的努力，实现

我国核电标准良好应用，国内自主核

电项目采用我国核电标准的比例大

幅提高，同时我国核电标准的国际影

响力和认可度显著提升，能够全面支

撑我国核电安全高效发展和国际合

作。三是经过10年时间，能够跻身

核电标准化强国前列，在国际核电标

准化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问：《指导意见》中明确的要建设

的我国核电标准具有哪些特点？

答：我国核电标准建设要在现

有核电标准的基础上，形成一套自

主、统一、协调、先进，与我国核电发

展水平相适应的核电标准体系。其

中“自主”是指要与我国的工业基础

相结合，把我国多年的核电建设工

程经验和技术创新成果系统地反映

到标准中，提升我国核电标准与我

国工业基础的匹配度。“统一”是指

能够覆盖我国当前各主要压水堆核

电机型的技术需求，同时兼顾其他核

电堆型，解决目前多套标准并存的问

题。“协调”是指要做好核电标准之间

的协调一致，一方面避免标准技术内

容的交叉、重复，另一方面各类标准

之间可以形成良好的配套和衔接，确

保安全性，提高经济性，进一步提升

核电标准的适用性。“先进”是指标准

自主化与国际化相结合，充分借鉴和

采用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不独

立于国际主流标准，也不排斥其他核

电标准和国际贸易伙伴。同时，我国

良好的工程实践经验还可以通过自

主核电标准（核电标准是公开出版

物）与国际核电同行共享，为世界民

用核能的安全利用和技术发展做出

贡献。

问：请介绍《指导意见》部署重点

任务的主要考虑？

答：《指导意见》立足国内核电技

术水平，以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考

虑标准对国内自主核电工程的支撑

作用，兼顾核电工程和装备出口的现

实需求，以推动核电标准的实施应

用、促进我核电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为

出发点和落脚点，旨在通过工程的应

用反馈提升自主标准的质量水平，使

标准更好地适应设计、制造、监管等

各环节的应用需求。鉴于此，《指导

意见》提出了五类共11项重点工作：

一是优化完善核电标准体系。加快

推进核岛机械设备标准技术路线统

一，加强标准制修订工作，建立能源

行业核电标准动态管理机制，提高标

准质量。二是推动核电标准实施应

用。积极完善与核安全相关标准的

认可制度，健全实施反馈机制，实现

标准实施—反馈—提升的良性循

环。三是扩大核电标准国际影响。

推动与核电贸易国建立双边、多边合

作机制；加强与核电强国的标准技术

交流与合作，推动标准互认、标准共

建及技术交流等合作。四是强化核

电标准能力建设。建立核电标准信

息化工作平台，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支撑核电标准长远发展。五是提升

标准自主创新水平。全面开展标准

化科研，加强科研成果转化，适时将

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

问：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核电

标准化工作的组织实施？

答：核电标准工作涉及各方面，

将从以下四方面切实保障核电标准

化工作的组织实施：一是建立核电标

准化领导协调机制。在政策引导、资

源保障、协同推进等方面加强统筹协

调和督查落实。二是政府引导，形成

政策合力。国家能源局、国家标准

委、国家核安全局、国防科工局、财政

部等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及时出台

政策，组织推动行业形成核电标准化

工作合力。三是企业配套，提升行业

能力。核电相关企业、研究机构要将

核电标准化作为重点工作进行部

署。四是资金支持，保障工作开展。

多渠道落实经费，形成对核电标准化

工作的有效支持和保障。

下一步，将通过贯彻落实《指导

意见》各项要求，扎实推进核电标准

化工作，加快形成自主先进的核电标

准，有力支撑我国由核电大国向核电

强国的迈进。

形成与我国核电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标准体系
——《关于加强核电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解读

本报讯 记者焦红霞报道 安全是

核电的生命线，是核电行业全体从业单

位和人员必须承担的最重要的政治责任

和社会责任。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协

作、密切配合，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保

障核电机组安全稳定运行，促进核电安

全高效发展。8月9日，国家能源局发文

《关于进一步加强核电运行安全管理的

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如是

解读。

在总结核电行业安全管理经验和

“核电安全管理提升年”专项行动工作基

础上，聚焦核电运行关键环节，《指导意

见》指出，核电是重要的清洁低碳能源，

核电产业是战略高技术产业。发展核电

对保障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构、促进科

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指导意见》明确了9个方面26条

重点任务。

其中包括4项长期性工作：加强核

安全文化建设、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加强核应急与核安保管理、加强

核电行业安全管理和监督检查；3项中

期任务：加强设备可靠性管理、建立开放

共享的经验反馈体系、加强网络安全管

理；2项近期重点工作：一是加强人员行

为规范管理，二是提高运行安全保障能

力，这是本次检查中发现问题较多且近

些年引发运行事件较集中的领域。计划

用两年时间，集中解决好预防人因失误、

应急电源、冷源、消防管理等4个重点行

动项。

电力行业：全面加强
应急能力建设

本报讯 记者张宇报道 日前，国

家能源局制定并印发了《电力行业应急

能力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旨在全面加强电

力行业应急能力建设，进一步提高电力

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行动计划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

省、市、县三级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预案

编修完成率100%，灾害导致重大以上

大面积停电减供负荷恢复80%以上，及

停电重点地区、重要城市负荷恢复90%

以上的时间小于7天等。

行动计划的总体目标为，立足电力

行业应急管理工作实际，建立与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相适应、各区域平衡发展、与

电力安全生产风险特征相匹配、覆盖应

急管理全过程的电力应急管理体系，制

度保障、应急准备、预防预警、救援处置、

恢复重建等方面能力得到全面提升，社

会协同应对能力进一步改善，应急产业

支撑保障能力大幅提高，全面实现电力

突发事件科学高效应对。

分类目标为，制度保障能力有效提

升，应急准备能力显著加强，预防预警能

力大幅提高，救援处置能力不断增强，恢

复重建能力继续强化，电力应急产业加

快发展。行动计划明确了主要建设任务

及要求，包括制度保障能力建设，应急准

备能力建设，预防预警能力建设，救援处

置能力建设，恢复重建能力建设，促进电

力应急产业发展等。

核电安全：确保稳定
运行高效发展

□ 本报记者 焦红霞

开发利用核能是现代科学技术

的一项重大成就，和平、安全利用核

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日前，在

由中国电力发展促进会举办的

“2018中国电力发展规划论坛”上，

中国核科技信息与经济研究院副院

长白云生表示，核能是人类最具希望

的未来能源之一。

未来能源系统的主要特征“绿色

低碳、安全高效、智能灵活”，这是对

未来能源系统的高度概括。绿色低

碳要求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必须在

未来能源系统中占据相当份额，经济

社会发展环境可承受。安全高效包

含了可靠性要求和对经济性的要求，

要经济、长期有保障，且在大量使用

可再生能源的同时，能够做好能源调

节。智能灵活要求建立混合能源系

统和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实现快

速感知、及时响应。

在白云生看来，核能正好满足

未来能源系统的主要特征。首先，

核能是清洁、高效的能源。1台百万

千瓦核电机组每年可减排 600 万

吨CO2，2.6万吨SO2，1.4万吨NOX。

1千克U-235的全部裂变，相当于

270万千克标煤完全燃烧释放出的

能量。1座百万千瓦级的核电厂每

年只需约30吨的核燃料，同样规模

的火电厂需要燃煤300万吨，相当

于每天可节约40节火车车厢运输。

其次，核能也是稳定可靠的能源。

核电机组装载核燃料后可连续运行

18个月～24个月，年运行小时数达

7000小时～8000小时。再次，核能

更是高科技密集型产业，技术复杂、

工期长、研发投入大。从开展前期

工作到投运，一般需要10年左右的

时间。

白云生表示，核能作为重要能

源形式，正在我国经济社会中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核能能够

替代退役的火电机组，优化现有能

源结构及电源布局，改善空气质

量，促进经济发展。使用核能供

热，能减少燃煤、热电联产等化石

热源的使用。核能为海岛、偏远地

区供电供热，作为分布式能源的构

成，能减少化石能源使用。作为核

动力，为浮动堆、破冰船、空间飞行

器或空间站等提供动力或能源。

与其他清洁能源联合使用，建立混

合能源体系……与此同时，发展核

能还将对我国有效开展大国外交、

推进“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起

到独特的作用。

对于核能未来的发展，白云生寄

予厚望，核能是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电力结构的重

要一极，是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

济体系的重要内容和推动力。今后

一段时期，是我国核电发展的战略机

遇期。核电发展要纳入大的能源系

统、生态系统，深入研究未来能源结

构、各电源品种及大电网网架布局，

科学制定面向2035年的新一轮核电

发展战略，实现核电与其他新能源的

全面协调发展。

相关新闻

核能是最具希望的未来能源之一

大亚湾核电基地位于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大鹏半岛，20多年来，不仅为粤港两地提供了数千亿千瓦时的清洁

电源，而且最值得骄傲的是为深圳东部贡献了一片碧海蓝天。图为大亚湾核电站核岛内部的景象（资料照片）。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