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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7 日 10 时 56 分，福清核电站“华龙一号”示范

项目正式开工， 在其建设的机组坑基旁的标语上，“勇

当国任”四个字清晰可见。 这是核电重启以来，中国第

一个正式落地的自主三代核电技术机组， 也是中国核

电“走出去”的主力。

向发展中国家“进军”

按照中核集团总经理钱智民的测算，出口一台“华

龙一号”，大概相当于出口 30 万辆汽车，全寿期估值大

概在 1000 亿元。 中核集团董事长孙勤认为，“华龙一

号”让中国在国际核电市场上更有主导性。

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国际能源研究所所长王进这

样表示：“中国经历了核电的寒冬， 正在迎来它的春

天！ ”去年 3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两会上就曾提

出要“开工一批核电项目”， 伴随着近日“中国制造

2025”正式出台，中国核电开始“扬眉吐气”。

在“中国制造 2025”中， 电力装备成为“走出去”的

十大战略产业之一。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徐玉

明认为，这将加速中国核电“走出去”的步伐，有助实现

中国由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的转变。

在这样一针“强心剂”下，核电企业“走出去”开始

有所斩获。 近日，中核集团官网称，该公司已经成为埃

及“核电项目的正式合作伙伴之一”。

不久前， 中核集团总会计师李季泽率领该公司代

表团造访了埃及， 并与埃及核电管理委员会主席正式

签署了《核能合作谅解备忘录》，“标志着中核集团关于

埃及核电项目的推进工作进入了全新阶段”。

同样在不久前， 中核集团董事长孙勤与巴西国家

电力公司总裁及巴西核电公司总裁共同签署了《关于

在巴西进行全面核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今年 4 月 29 日，中核与阿尔及利亚签署了《中国

核工业集团公司与阿尔及利亚原子能署核能全面战略

合作协议》，揭开了中阿核能合作新篇章。

2015 年 4 月 21 日， 中国将向巴基斯坦出口 5 座

“华龙一号”核反应堆，涉及金额约为 150 亿美元。 这是

目前为止， 中国核电业规模最大的出口项目。 核电出

口，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此次巴基斯坦国事访问中的重要

议题之一。 中巴双方将签署《中核集团和巴原委会关于

在巴基斯坦新建 ACP1000/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的框架协

议》。 根据框架协议， 中核集团计划再向巴基斯坦出口

五台核电机组，机型均选择为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华

龙一号”，即中核集团自主研发的 ACP1000 核电技术。

早在今年的 2 月 26 日， 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

克力就与阿根廷联邦计划、 公共投资与服务部部长胡

里奥·德维多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根廷共

和国政府关于在阿根廷合作建设压水堆核电站的协

议》，中核集团与阿根廷核电公司作为双方授权企业将

负责协议的具体实施。 这意味着中国自主的三代核电

技术“华龙一号”成功出口拉丁美洲。

钱智民表示：“‘华龙一号’国际上已经签了 2 台合

同，另外签了 5 台机组的框架协议，这 5 个机组协议里

面，有 4 个是‘华龙一号’机型。 ”

世界核能协会中国区总监弗朗索瓦·莫兰表示，未

来， 全球核产品和核服务采购市场的规模将达到 5750

亿美元。 其中，老化的反应堆机组在 2030 年将要拆除，

这部分也将带来 920 亿美元的投资。

过程比预想艰难

一家核电企业人士表示，“走出去”需要积累经验，

一步步地进行推广。 核电“走出去”，现在不存在任何技

术障碍。 主要是海外目的地的法律、政策、监管及融资

等问题。

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此前曾表示， 中国核电

一直在争取“走出去”，但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他说，

中国在国外建设核电站方面缺乏经验， 核电技术又是

敏感技术，各国对技术要求都非常严格，审批也严格。

在今年两会上，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总经理陆启洲

称，核电是长周期行业，投资大、周期长，从核电站建设

到最终发电没有十年做不到。 核电的装备、技术和资金

“走出去”应分三步走，目前核电装备全产业链基本上

都能生产，但是成品率比较低，成本相对高。“总体而言

设备出口是可以了，技术出口至少还得等 3 至 5 年，首

先国内的示范电站要正常发电。 国内都没有发电，人家

凭什么把合同给我们？ 最后才是资金‘走出去’”。

上述核电企业人士也告诉记者， 不要太过于急功

近利。 国内的“华龙一号”建好后也需要两年左右的评

估。 王进指出，中国截至 2014 年底只有 177 堆年的核

电运营经验， 相比核电大国如法国的 2000 堆年经验，

显得比较少。

“纵观中国核电 30 余年的发展，在核电设计、建造

和运行方面虽然积累了大量经验， 但是在核安全各领

域的基础科研与核电先进国家仍有差距。 ”王进说。

弗朗索瓦·莫兰指出，每个国家投融资的政策都不

同，核电企业在国外拿项目之前，要先与各地的政策、

法律、监管等进行磨合。

“不同的国家，决策程序也不同，核电‘走出去’的

时候就要应对各种挑战。 你必须要跟当地的政府、环保

组织、监管机构等打很多交道。 ”弗朗索瓦·莫兰认为。

核电开启海外淘金模式

基础科研仍是短板

本报记者 张龙

6 月 2 日， 中国核电开启新股网

上申购，每股申购价为 3.39 元，众多

股民趋之若鹜。 公告显示，中国核电

创下去年 IPO 重启以来单只新股冻

结资金纪录。

以中国核电为代表的核电企业

近日正在加快进入资本市场的步伐。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在中国核电行业“积极发展”和核电

企业自筹资金的背景下，中国核电企

业的上市有望解决始终困扰着核电

企业的资金难题。 专家认为，在众多

利好因素的持续作用下，中国核电行

业将成为继高铁之后的新风口。

核电企业 抢滩资本市场

在国内核电重启、国家层面力推

核电出海以及央企改革的当口，中国

核电企业启动了与资本市场的“亲密

接触”。

6 月 2 日，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中核集团”）旗下中国核

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核电”） 以 A 股市场首个纯核电资

产上市公司的身份启动了网上申购，

成为自 2010 年年中以来国内最大的

一次 IPO，预计募集资金达 133.76 亿

元。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

公司分析师韩启明接受《中国企业

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2014 年中核集

团和中广核集团的核电资产分别启

动了上市计划，其中，中广核电力率

先在港股完成上市并募资 245 亿港

币。 中国核建也披露了招股信息，拟

募集资金 27 亿元。 中国核电产业的

资产证券化进入快车道。

一位接近中国核建的知情人士

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我国核电

的发展已经迎来了最佳的时机，此时

上市对公司而言再好不过。 按照目前

的进度，乐观预计 7 月便可申购。 ”

不仅如此，有消息称，在近日经

国务院批准的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

公司(以下简称“中电投”)与国家核电

技术公司（以下简称“国家核电”）重

组成立的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以

下简称“国电投”)也将规划中电投与

国家核电的核电业务上市一事。

对此，国电投内部人士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透露，“目前，两家公司

正在处理合并后的相关事宜，在一切

尘埃落定后，将会规划上市一事。 ”

韩启明分析认为，国电投启动核

电资产上市计划为大概率事件，考虑

到两家公司旗下上市公司数量众多，

预计存在借壳上市的可能性。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

伯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近期的种种迹象表明，我国

核电企业正在加快上市的步伐。 其主

要原因：一是，国内核电重启、国家层

面力推‘核电出海’，我国核电企业需

要大量的资金；二是，目前 A 股市场

行情火爆，非常适合大盘股发行和上

市。 ”

未来 5年，核电投资总额

将达 5000亿元

在外界眼中“不差钱”的中国核

电企业，却始终饱受着资金难题的困

扰。

上世纪 90 年代， 代表着中国自

主创新技术路线的秦山核电站和引

入国外先进技术路线的大亚湾核电

站在资金来源上也是各不相同。 秦山

核电站一期建设资金由国家拨付，而

大亚湾核电站一期建设的大部分资

金则是国家从国外借来。 随着中国核

电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 2005

年中国核电行业由“适度发展”变为

“积极发展”，中国核电企业建设核电

项目的资金来源也从国家层面主导

转变为企业自筹，而企业自筹的主要

方式便是银行借贷。

目前，中国在建核电机组 26 台，

装机容量 2850 万千瓦， 在建规模保

持世界第一。 同时， 今年年内将有 8

台核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成为投入

商业运行核电机组最多的一年。 在中

国核电项目大幅增加的背景下，企业

负债高企。 目前，中核和中广核的负

债率均已达到 70%—80%。

一位核电业内的资深人士告诉

《中国企业报》 记者，“以前一台核电

机组仅为 30 万千瓦、60 万千瓦，现在

基本在 100万千瓦左右， 而一台百万

千瓦核电机组总造价约 120 多亿元，

以往主要依靠银行借贷方式已经无

法满足中国核电发展的脚步。 ”

通常情况下， 一个核电项目需要

8 到 10 年时间才能全面建成和投产，

前期投入巨大。 目前新建成和计划建

造的核电站，投资成本普遍在 30 亿到

50 亿美元之间（不包括拖期项目）。

韩启明分析称，根据核电中长期

发展规划，2020 年之前， 我国至少还

要新建 3500 万千瓦的核电机组，平

均每年开工 5 至 6 台，每年新增投资

要 1000 亿元左右， 其中核电装备约

占 500 亿元。 未来 5 年，我国核电投

资总额将达 5000 亿元。

大同证券高级投资顾问张诚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我国核电行业

发展方兴未艾，国内核电重启、国家

层面力推“核电出海”、央企改革、“一

带一路”等将持续利好核电企业的发

展。 未来，核电行业有望成为继高铁

之后的新风口。

本报记者 李致鸿

中国核电上市

核电业资产证券化突进

继南北车合并重组之后， 中电

投与国家核电技术的合并重组尘埃

落定。 两家公司按照平等原则实施

联合重组。 国务院持有的国家核电

66%的股权无偿划转给中电投集团。

重组后的公司叫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公司，简称国家电投。 国家电投董事

长、党组书记由王炳华担任，总经理

由孟振平担任。 根据国家核电技术

公司网站 6 月 3 日的信息， 国家电

投已经召开了党组第一次中心组

（扩大）学习会。

新成立的国家电力投资集团被

认为是核电技术与品牌的强强联

合，将与中核集团、中广核形成中国

核电产业三分天下的局面。

三足鼎立格局形成

重组后的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下一步工作重点在哪里？ 如何更好

地完成？ 刚刚被任命的国家电力投

资集团董事长、 党组书记王炳华日

前表示，“中电投和国家核电重组

后， 核电将是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最

重要的核心业务之一， 集团将会投

入更多的企业资源把重大专项的工

作做得更好。 ”

在国家电投成立前， 国内具备

核电开发权的企业唯有中核集团、

中广核集团及中电投集团三家。

中广核电力是中国广核集团有

限公司核电发展的唯一平台， 业务

包括：运营及管理核电站，销售该等

核电站所发电力， 管理及监督核电

站的工程建设。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管理的在运核电机组 11

台，装机容量为 11624 兆瓦，在建核

电机组 9 台，装机容量为 9846 兆瓦，

正在收购台山核电站 2 台装机容量

分别为 1750 兆瓦的在建核电机组，

在运及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分

别占中国市场份额约为 57%和 47%。

而中核集团则是经国务院批准

组建、 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

干企业，主要从事核电业务、核燃料

循环业务、核能技术研发与服务等，

中核集团也是唯一拥有完整核燃料

循环产业、 能够实现闭式循环的特

大型中央企业。 作为中核集团核电

业务平台， 同时又是中核集团核产

业链中一环的中国核电公司已经成

功上市， 并且是目前 A 股唯一核电

运营类上市公司。

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

公司分析师韩启明表示， 国家核电

在核电技术研发、 工程建设方面有

较强优势，合并后中电投的“连续盈

利能力”和国家核电的“产业的技术

创新能力”相互联合，核电产业三足

鼎立格局正式形成。

同核电强国角逐

在核电建设重启的大背景下，

当下的大型先进压水堆核电站重大

专项被认为是重组之后的重点工

作。 该专项核心任务之一是开发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CAP1400 第三代

核电站，并建成示范工程。

“通过专项实施，我国核电行业

整体跨进了三代技术水平。 三代核

电产业体系已经形成， 具备了在国

内批量建设自主品牌的条件， 也具

备了与核电强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

的条件。 ”王炳华亦称。

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炳

华透露，除了南非，土耳其、英国、巴

西等国家也对 CAP1400 表现出强烈

的合作意愿。 国家核电和美国公司

与土耳其谈判建造新的核电站，并

希望能从可能于今年宣布的南非核

电项目上分一杯羹。“我们将坚定不

移地坚持核电‘走出去’。 ”

伴随着核电重启信号的释放，

核安全一直是各界更为关注的焦

点。 国防科工局系统二司副司长朱

鑫璋认为，“发展核能是改善能源结

构、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面

临难得的发展机遇。 从核电安全发

展出发， 就下一步加快核燃料循环

体系建设、加大核能技术研发力度、

加快‘走出去’步伐、加强核应急、核

安保及放射性废物管理工作等方面

提出思路。 ”

根据世界核能协会（WNA）的最

新数据，截至 2015 年 1 月，中国共有

13 个核电基地。其中，已投入运营的

核电站共 22 个，中核为控股方的有

6 个， 中广核为控股方的有 4 个，中

核与华电共同控股一个， 中广核分

别与大唐、中电投控股各一个。

因此，业内普遍认为，若中电投

的 核 电 运 营 资 质 与 国 家 核 电 的

CAP1400 核电技术强强联手， 将对

我国核电市场格局带来巨大影响。

中国核电产业三分天下

本报记者 丁国明

根据核电中长

期发展规划，

2020 年之前，

我国至少还要新建

3500 万千瓦的核电

机组，平均每年开工

5 至 6 台，每年新增

投资要 1000 亿元左

右，其中核电装备约

占 500亿元。 未来 5

年，我国核电投资总

额将达 5000亿元。

我国核电的发

展已经迎来了最佳

的时机，此时上市对

公司而言再好不过。

CNS供图

核电风口·资本

核电风口·趋势

国家电投、中核集团、中广核各有优势，将强力出击

核电风口·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