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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湾核电基地俯瞰。 深圳特区报首席记者 杨少昆 摄

■ 深圳报业集团记者 吴亚男 张妍 彭丹

全国拥有八大核电基地，在运核电机组 26 台，在建 6

台机组全部采用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已构建 6+1

产业体系，业务覆盖核能、核燃料、新能源、非动力核技术、

数字化、科技型环保等领域，拥有 5个上市平台，总资产超

7800 亿元；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在运清洁电力装机容量

超 7000 万千瓦，其中核电 2939 万千瓦，新能源超过 4100

万千瓦……

它就是我国最大、全球第三大核电企业——中国广核集

团（以下简称中广核），一家伴随我国改革开放和核电事业



发展壮大而茁壮成长、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清洁能源集

团。

7月 14 日，“稳中求进向未来·深圳媒体‘高质量发展

调研行’”调研团来到中广核，实地调查采访这家与深圳经

济特区共成长的大型清洁能源企业，探究其如何牢牢掌握发

展自主权，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华丽转身，

助力我国从“核电大国”跻身“核电强国”的深层原因。这

是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活动首次走进在深央企。

40 余年来，从跟跑到领跑，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中广核

用“低头靠勇气，抬头靠实力”的魄力，蹚出了一条“引进、

消化、吸收、再创新”的中国核电自主发展之路。

这条路，从南海之滨的深圳大亚湾畔，高起点起步。

国家名片 国产化率从 1%提升到 90%

夏日的大亚湾畔，碧空如洗，海水湛蓝，涛声阵阵。

海岸上，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巍然耸立，勾勒出改

革开放 40 余年来，我国核电高起点起步、跨越式发展的足

迹。

这里是中广核大亚湾核电基地。40 余年前，中国引进法

国 M310 技术建成的我国大陆首座商用百万千瓦级核电站—

—大亚湾核电站，即坐落于此。中国核电发展腾飞的“种子”

在此播下。

作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大亚湾核

电站总投资高达 40 亿美元，而那时国家外汇储备总共只有

1.67 亿美元。为解决最困扰的资金问题，大亚湾核电站与香

港中华电力合资，引进法国技术和国际团队合作建设，在国

内探索“借贷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的全新模式——



向银行借贷进行建设，建成后将电卖给香港换取外汇。这种

模式杀出了一条解决我国核电站起步建设资金和外汇问题

的“血路”，演绎了“零资本裂变”奇迹。

在原国家计委的投资项目表上，大亚湾核电站一栏的投

资数额赫然为“零”，有人把这一思路形象地叫做“借钱买

鸡，养鸡生蛋，卖蛋还钱，还有钱花”。

从 1987 年 8 月 7 日到 1994 年 5 月 6 日，经过近 7 年建

设后顺利投产的大亚湾核电站，实现了我国大陆大型商用核

电站零的突破。

然而，彼时大亚湾核电站的核电设备国产化率仅为 1%，

连大宗材料如钢筋、水泥、瓷砖都要进口。只有调试锅炉是

中国生产的。

从建设之日起，中广核就非常重视核电技术及设备的国

产化。在国内企业实力非常薄弱的情况下，中广核据理力争，

安排相关施工企业参与项目建设进行学习。1997 年开始建设

岭澳一期核电站时，虽然依然是外方设备总包采购，但中广

核利用中方设备采购分包的机会，有意识地推动国内设备制

造企业承担核电设备的部分国内采购，一举使设备国产化率

达到了 30%。

到了 2005 年建设岭澳二期核电站，中广核通过持续改进

和创新，采用自主品牌核电技术 CPR1000，两台机组国产化

率达到 64%。“中国制造”在核电领域以“岭澳二期”项目

为依托，出色完成了令人瞩目的核电设备自主化、国产化进

程的历史性跨越。而且，岭澳二期首次实现了以蒸汽发生器

为标志的百万级核电站主设备的国产化。

此后，我国核电产业开始了规模化发展，中广核联合核

电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推动国内核电建设的设备国产化



率持续提升。从中广核红沿河 1号机组的 75%，到阳江核电 5、

6 号机组的 85%，再到自主三代技术“华龙一号”示范工程

防城港二期的接近 90%，一条较为完整、颇具实力的核电发

展产业链在中国铸就。

40 余年来，中广核依托 20 多台机组的核电建设，推动

我国核电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组建了创新集群，带动 5400 多家

设计、设备制造、建安企业共同发展，集聚了从设计研发、

设备制造、性能验证到工程建设、生产运营、人才培养的较

为完善的核电产业链，成为全球核电产业链上的一方高地，

有力带动了我国核电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40 余年前，在大亚湾播下的核电“种子”，如今已经成

为“国家名片”，助力中国跻身世界核电大国、强国行列。

中广核以大亚湾核电站为起点，一路披荆斩棘，与国际核电

巨头同台竞技。

核电“黄埔军校” 从“黄金人”到国家核电事业中坚

在中广核，有一个流传甚广的“黄金人”故事。

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大亚湾核电站在全国先后选派 110

多名优秀人才，前往法国和英国等地系统学习核电技术。培

训费用高达每人 130 万法郎，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重的黄金

的价钱，因此这些远赴海外接受培训的人才被称作“黄金

人”。

“黄金人”称号的背后，肩负着中国核电人的使命。这

些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学成归国后参与到大亚湾核电站的建

设中，并且提前两年从外方手中接过了核电站运营的钥匙。

“黄金人”参与了岭澳一期、岭澳二期以及我国后续核电站

批量化建设，成为我国核电行业的中坚力量。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核电发展，人才先行。与深圳特区

共成长的 40 余年间，中广核大亚湾核电基地建立了完善的

人才培养体系，可以开展从主控室操纵员到换料操作员、维

修技术人员，再到工程建设人才、管理人才的全方位培训。

此外，大亚湾核电基地还建设了总投资达 20 亿元的国内核电

行业最完备的培训设施。其中，核燃料操作员训练中心全世

界仅有两个，一个在法国，另一个就在大亚湾。

“一名大学毕业的新员工，需要经过 4至 5年的不懈努

力，通过上百门的培训、考试，还要通过国家核安全局组织

的笔试、模拟机考试和口试的层层考验，最终才可能成为一

名合格的主控室操纵员，其难度不亚于培养一名飞行员。”

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电厂绩效管理副总工张

锦浙告诉记者，通过层层考核，最终成为一名合格的“值长”，

最理想的情况是需要 12 年。“我用了 13 年的时间，这已经

算是很快的。”

在我国核电规模化发展过程中，中广核大亚湾核电基地

对外输送了大量人才，为各新建核电站带去急需的管理和技

术经验，成为中广核及我国核电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

在深圳，目前仅有的两位“工人院士”周创彬、王建涛，

均来自中广核。他们都是从大亚湾核电基地一步一步成长起

来，成为如今手握多项国内外专利的技术“大拿”，参与到

中广核全国各大核电基地的建设运营中。

截至目前，中广核累计培养核电领域专业技术人才约 1

万名，遍布国内各大核电站。其中，大亚湾核电基地为台山、

阳江、红沿河、宁德、防城港等核电基地输送技术骨干超过

2000 名，为中广核其他核电基地培养运行、维修、工程技术



等领域关键技术岗位人才 4000 余名，并且广泛吸引电力、能

源同行来大亚湾核电基地交流对标。

同时，中广核将大亚湾核电基地管理和技术进行标准

化，形成大修、生产准备、人才培养等核心领域的标准包，

进行“管理输出”，让大亚湾核电作为标杆电厂的经验，能

在各核电新基地得到复制和运用，助力运行水平提升。

最美电厂 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

调研采访中，团队成员无不为核电基地的生态美景所惊

艳，大家纷纷赞叹其不愧为“中国最美电厂”。

占地 10 平方公里的大亚湾核电基地，碧海青山相辉映，

陆地和周边海域生长生活着超 200 种野生动植物。附近海域

游弋的中华白海豚、核电山林中频频出没的野猪、核电站旁

郁郁葱葱的百年古榕林、长年栖息于此的白鹭，以及豹猫、

海马、翠鸟、禾雀花等珍稀野生动植物，在这里和谐共生。

“我们员工在基地遇到过野猪，还曾拍摄到国家二级野

生保护动物豹猫出没的照片。”在前往核电基地观景平台的

路上，调研团注意到路边立着一块“野猪出没 注意安全”

的黄色提示牌。大亚湾核电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新闻发言

人左裕轩颇为自豪地说，核电基地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证明

核电是非常清洁的能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开始，中

广核就始终秉持与自然“共生、互生、再生”的理念，将安

全与生态保护作为每一个项目建设运营的最核心要求，践行

生物多样性保护责任，安全高效地发展清洁能源。

2021 年 10 月 11 日，中广核发布国内首份基于自然资本核

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报告，开创性应用自然资本核算方法，



评估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展示了中广核参与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报告显示，大亚湾核电基地在 1994

年至 2019 年运营期内自然资本总价值达 4244.87 亿元。

“清洁、高效、可靠的核电，为满足粤港澳大湾区电力

供应、改善能源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左裕轩表示，大亚

湾核电基地始终践行绿色发展战略，通过节能减排、生态保

护、环保教育等举措，为推动大湾区低碳能源转型、生态文

明建设贡献力量，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率先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

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大亚湾核电基地 6台机组累计

上网电量达 8686 亿度，其中对香港供电累计达 2924 亿度，

占香港总用电量的四分之一。与同等规模燃煤电站相比，累

计减少消耗标煤约 2.6 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7.3 亿吨，环保

效益相当于种植近 195 万公顷森林，面积约相当于 10 个深圳

市。

安全是核电发展的生命线。中广核核电机组安全业绩始

终保持高端稳定，源源不断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输送清

洁、稳定的电力。自 1994 年首台机组投入商业运行以来，大

亚湾核电基地一直保持安全稳定运行，安全运营业绩优于国

际先进水平，近年来稳步保持在国际第一方阵。

截至 2022 年 7 月 14 日，岭澳一期 1 号机组连续安全运行

天数达 5755 天，不断刷新国际同类型机组安全运行天数纪

录，比排名第二的法国机组领先近 60 个月。目前该纪录还

在延续中。

世界核营运者协会的 WANO 指标是国际上衡量核电安全

水平的重要指标。2021 年，大亚湾核电基地 6 台机组 72 项

WANO 指标中，60 项达到世界前四分之一的先进水平，占比



83.3%；其中 58 项达到世界前十分之一的卓越水平，卓越率

达 80.6%。

引领计划 从埋头创新到向外输出科研成果

反应堆整体水力学实验、反应堆热工实验、燃料组件流

致振动验证实验、控制棒驱动线实验、燃料组件力学实验、

华龙一号反应堆整体式三维 IVR 实验……位于龙岗的中广核

综合热工水力与安全实验室，外部看起来与周边建筑区别不

大，里面却大有乾坤。

调研团一走进该实验室，就被内部密集分布的三层楼高

铁架台所震撼。记者注意到，多个铁架台上，有多位科研人

员正在闷热的环境中有序做着科研实验。

“这是目前全世界同类设施中最先进的实验室之一，承

担着全方位检测核电站的设计合理性的重任，被誉为华龙一

号系统和设备的‘全科体检中心’。”中广核研究院副总经

理周国丰说，这个实验室是中广核适应我国自主核电站、核

燃料研发的需要，自主投资建设的，目前拥有 20 余个大型实

验装置台，可以开展反应堆热工水力、水化学、结构力学等

多个领域的核反应堆工程实验，满足第三代和第四代核电技

术的研发需求。

创新是第一驱动力。多年来，中广核坚持将科技规划与

业务规划同步谋划、同步部署，并提出科技创新“引领计划”，

包括 4大发展方向和 13 大重点方向，涵盖核电、核燃料、新

能源和核技术四大业务领域，持续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

展。目前，中广核拥有 1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 个国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7 个国家能源研发中心，在一批重点项目、关

键领域屡屡实现重要突破。



持续的创新投入，中广核收获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科研成

果。除华龙一号技术外，中广核还成功研发了中国首个核电

站“神经中枢”——数字仪控平台“和睦系统”。中国由此

成为全球第 5个拥有此类技术的国家，目前已在国内多个新

建核电项目中应用,实现多技术、多堆型的应用覆盖。

同时，中广核还完成了自主先进核燃料组件、离子体处

理固废技术研发，并在全球首创电子束处理污水等一批重大

科研成果。如今，中广核又在先进核反应堆、事故容错燃料

等前沿领域积极布局、埋头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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