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今年恢复核电站项目审批
核电核设施查出14个问题，有的已解决，有的正在解决，有的列入三年改造计划将全部解决

本报讯 （记者杨万国）
昨日，全国政协委员、国家
核电技术公司董事长王炳华
介绍，日本福岛核事故后，
中国开展核电安全大检查。
目前共计发现 14 个方面需
要整改的问题。其中有的已
完全解决。有的正在解决当
中，有的已经列入三年改造
计划当中，将全部解决。

安全检查工作已结束

王炳华在昨日由全国政
协组织的“政协委员谈发展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记者招待
会”上介绍，福岛事故发生
后，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国务
院发布“国四条”，对我国目前
正在建设、正在运行的核电
和核设施进行全面的安全大
检查。到目前为止，检查工
作已结束。同时也要求，在
检查过程中问题没有得到解
决，或问题没有安排在规划当
中去解决，或没有采取必要应
急措施和手段前，中国政府
不再核准新的核电项目。

王炳华称，目前发现 14
个方面需要整改的问题。其
中有的已完全解决，有的正在
解决，有的已列入三年改造计
划，将全部解决。中国政府会
在今年或今年更早些时候恢
复国家核电站项目的审批。

彭泽核电站尚未开工

彭泽核电站位于江西九
江彭泽县，与安徽望江县仅
一江之隔。望江县政府曾发
布“关于请求停止彭泽核电
厂项目建设的报告”，称彭
泽核电厂项目选址阶段评估
存在“地震标准不符”及民
意调查不够公开等问题。对
此，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
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陆启

洲在昨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
示，“核电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
大事情，有不同意见很正常。”
陆启洲称，望江县就核电站选
址问题进行的民意调查是
2006年做的，赞成率是96.99%。

负责项目选址和前期工
作的是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下
属上海核研究设计院。王炳
华表示，“我们出具的每一
份报告、每一份文件，完全
满足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和
要求，对国家、对社会、对附
近的社会公众是非常负责任
的。”陆启洲强调，目前彭泽
核电站还在规划当中，没有
开工建设。

中国核电不搞“大跃进”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日前发
表两篇文章，一篇是坚决反对
中国内陆建核电站，另外一
篇是反对核能发展大跃进。

对此，王炳华称，核电业
所有人士，“包括地方政府
的意见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都是中国内陆必须发展核
电”。他称，内陆核电站设
计标准和沿海核电站设计标
准完全一致，就其排放，相
对沿海，按国家标准，会有
更加严格的约束和要求。核
电界在技术层面没有问题，
准备充分，完全可以满足国
家出台的相应标准的要求。

王炳华称，中国发展核
电过程当中，无论是按照规
划，还是按照技术路线的选
择，还是按照产业政策的约
束，中国发展核电绝不会
搞“大跃进”，而且目前也
没有搞“大跃进”，所有准
备在建的项目，完全是在
政府的规划范围内，完全在
政府的产业指导政策内，完
全符合国际和国内核安全相
应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

核安全冗余应估计得更严重些

安全监管人才欠缺

昨日，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核安全局原局长王玉
庆介绍，随着核电规模快
速扩大，大规模扩编了核安
全监管人员，但他们普遍较
年轻，工作经验较缺乏。

王玉庆介绍，核电站
设计，设备制造，安装中的
重要环节等监管人员要全

程参与，审批，对照国际接
轨的监管细则一项项核
查。因此对监管人员素质
要求很高。一般的监管员
需要 3-5年锻炼。中层管
理人员需要更久的年限培
养。“无高素质监管人才，
也就难以保证监管力度”，
王玉庆说，目前监管人才
培养力度还待加强。

安全冗余待继续提高

王玉庆介绍，过去我
国核电设计的安全冗余已
参照了很严格的标准。比
如选址地，假如有历史记
录的地震是 8 级，那么设
计标准则提高到抗 10 级
水平。不过，福岛事故启
示我国，对核安全冗余还
应该估计得更严重一些。

他介绍，比如过去核
电站“内电”储备，是三台

柴油发电机。以防万一有
一台故障。安全防备系数
达十万分之一。但从福岛
事故看，仅考虑柴油发电
机自身故障还不够，对外
部条件应考虑更细致。

污染防备基金要提高

王玉庆介绍，目前我
国已从每度核电提取一
定金额作为核废料防备基
金。他认为，随着核电的
快速发展，目前应该继续
提高这个基金的额度。

他介绍，目前我国核
废料处理厂建设，核废料
处理的技术研究，循环利
用能力研究发展还比较
慢，规模远远不够。技术
也比较薄弱。“只有提取充
足的资金用于加快研究，
我国核废料处理能力才能
跟上核电发展速度。”

安全监管体制待理顺

福岛事故后，国际原子
能机构对中国核与辐射安
全监管体系进行第三次评
估，认为中国的监管体系依
然存在部门协调等问题。
王玉庆介绍，目前我国的民
用核设施监管权力在环保
部下属的国家核安全局。
其他一些半军半民核设施，
比如一些研究机构的核反
应堆，监管权限在工信部。

按国际规则，只要涉
及民用都应在国家核安全
局，但因为历史因素，目前
中国在国际原子能的挂牌
核安全监管机构是工信
部。王玉庆说，因为体制没
有理顺，在诸如统一的监管
标准，核数据等方面还缺
乏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对
接。 本报记者 杨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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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祥，十一届全国人
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委员，中国核工业集团公
司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科技委主任

新京报：去年两会期
间，你在访谈中提到“要大
力发展核能”，今年你的态
度变了没有？

赵志祥：福岛核事故
使全球核电复苏的态势产
生了挫折，全球核电增长
的速度可能受到影响，但
我们业内认为，我国核电
发展的基本认识是没有变
化的,还是要大规模发展
核电。我国有核电的发展
规划，到 2020 年，建成核
电站运行能力为 4000 万

千瓦，在建核电站为 2800
万千瓦，我认为这个速度
是合适的。

新京报：有人指出，目
前我国核电业，从国外引进
了第二代，第三代技术，每
种技术，设备都来自不同的
国家，这可能出现不同核电
技术之间的不兼容，出现很
高的安全风险，同样的问题
在高铁技术上也存在。

赵志祥：堆型不同，这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
国家现在有美国的技术，

法国的技术，俄罗斯的技
术，但如果堆型不统一，设
备加工这块就很难国产
化，如果有统一的堆型，加
工制造厂可以根据统一的
技术要求来做，可以大幅
度 降 低 成 本 ，提 高 竞 争
力。但你说的兼容的问
题，从技术上判断，我觉得
和高铁还不一样。不同的
技术用在不同的堆上，这
个堆和那个堆是不同的，
不像高铁是混合起来一起
用的。 本报记者 金煜

核电技术兼容问题不同于高铁

王玉庆，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核安全局原局长

昨日，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全国政协就“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召开记者会，全国政协委员张国宝、邵秉仁、陆启洲（从左到右）出席记者会。本报记者 薛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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