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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 2020 年秋季核电

建设高层会议暨核电建设质量大会，这是核能

行业协会推动新时期核电建设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会议。我代表协会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

的欢迎！本次会议将围绕“高质量发展新时期

核电建设管理、质量提升与创优”主题，研究

分析我国核电工程建设面临的形势，分享核电

建设管理、质量提升与国家优质工程创建等方

面的良好实践和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明确改

进方向，协力推动新时期我国核电建设高质量

发展。结合会议主题，分享两方面意见。 

一、深刻认识核电安全质量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我国要采取

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年前实现

碳中和。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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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建

议》明确，“十四五”时期，要以推动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持续改善优化能源资源配置，减

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制造强国、

质量强国，这为核电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对核

电高质量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截至 2020年 10 月，我国已商运核电机组

48台、总装机 4987.7万千瓦，位列全球第三；

核准及在建核电机组共 19 台，总装机约 2142

万千瓦，位列全球第一。AP1000、EPR 等核电

机组建成投产并完成首燃料循环运行，我国自

主研发的“华龙一号”首次临界、“国和一号”

建设有序推进，高温气冷堆冷试成功，我国率

先实现由二代向三代核电技术的全面跨越，进

入从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迈进的新阶段。未来

15 年，仍将是我国核电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综合协会及国内有关机构的研究结果，预

计到 2035 年前后，我国在运和在建核电装机

容量将达到 2 亿千瓦左右，核电装机规模占比

达到 5%左右，核电发电量占比达到 10%左右，

平均每年需要开工 6-8台大型核电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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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是支撑我国核电

规模不断发展的基础，要持续提升在运、在建

核电机组安全水平，持续提升社会公众对核电

的认可和支持。全行业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

采取科学方法和有效举措，持续提升和巩固核

电安全质量管理能力。核能行业协会作为行业

组织，有责任、有义务组织会员单位，开展广

泛研讨，推广良好做法，形成行业共识，为我

国核电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第一，要坚决贯彻“安全第一、质量第一”

方针。安全是核电的生命线。党中央、国务院

高度重视核电安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理

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深刻阐述了安

全与发展的关系，将核安全纳入了总体国家安

全观，体现了核安全的极端重要性，保证核安

全是全行业最重要的政治责任。 

核电安全质量事关社会民生、生态环境、

行业发展，核能行业“一损俱损”特点十分鲜

明，一家有问题，行业受影响。质量是确保安

全的基础，建设期工程质量做的好，运行后设

施设备缺陷就少。全行业要树立底线思维，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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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贯彻《核安全法》，切实加强核安全文化建

设，严格落实安全质量责任制，确保建设和生

产安全。 

第二，要清醒认识当前核电安全质量形势。

近年来，我国核电建设管理水平不断提高，核

电建设质保体系运转有效，核电建设质量状况

总体较好，为推动我国核电安全高效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我国核电高质量发

展面临的问题也要引起足够重视。一是全球经

贸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技术封锁、贸易争端频

发，产业布局深刻调整，对核能行业影响较大，

全行业要研究应对产业布局调整的新形势。二

是行业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需进一步加强，

还有一些共性基础元器件，少部分核电设备、

材料需要境外采购。三是安全质量形势仍不稳

定，一些单位和人员质量意识淡薄，发生了质

量事件，造成了不利影响。进一步加强建设期

工程质量管理，提升管理能力和质量水平，是

确保我国核电安全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

提，也是我国核能行业共同的政治责任和社会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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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学谋划新时期推动我国核电高质量

发展的新举措 

核能行业协会作为推动我国核电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力量，始终坚持“安全第一，质量

第一”方针，把核能安全质量改进及绩效提升

作为协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和

实践，目前已基本形成了重大课题研究、核电

运行与建设同行评估及经验交流、科技奖励及

成果鉴定、国际合作与交流、国家优质工程创

建、团标标准化建设、供应商评价、公众沟通

等多种优质高效品牌服务业务，为推动我国核

电行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得到政府

主管部门和行业广大会员单位的充分肯定。后

续，要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好

相关工作。 

第一，充分运用成熟的管理工具，持续提

升工程建设管理水平。一是广泛开展核电建设

管理同行评估，核能行业协会全球首创核电建

设管理同行评估，取得了较好效果。后续，要

进一步完善同行评估业绩目标及评估准则，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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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行评估推广力度，力争实现在建项目全覆

盖；继续推动沙盘推演等多种方法的应用。二

是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主持或参与制定有关行

业标准、导则，形成核电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

的指标体系，促进核电建设管理规范化、系统

化。三是进一步完善经验反馈机制，提升规范

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促进先进管理经验

与良好实践的分享与推广。 

第二，不断探索提升工程质量的有效途径，

持续提升工程质量水平。一是要抓好质量创优

工作，以创优为抓手，强化质量意识，全面提

升核电设计制造、建安施工、调试运行各领域

质量管理水平。开展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绿

色建造等专项活动，鼓励和引导各单位持续提

升工程建设实体质量，最终实现设计先进、管

理优秀、技术领先、绿色节能、效益突出的国

优工程目标；二是要学习借鉴其他行业先进的

质量管理举措，建立完善核电工程质量评价机

制，制定科学、公正、规范、量化的评价管理

体系和指标体系，准确、客观反映工程施工质

量状态、结果和趋势，实现工程质量全过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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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三是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核电工程质量责任

制度，明确责任主体，保证责权利对等，提升

质量责任意识。对于影响核电工程建设质量的

突出问题，要强化关键环节控制和因素管理，

持续提升工程质量。 

第三，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持续推动核电

建设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是核电建设管理质

量提升的关键动力。各成员企业要持续加大科

研攻关力度，瞄准影响我国核能行业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问题，形成行动计划逐一解决，占领

核能技术发展、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行业

协会会在课题研究以及评优、推优中予以支持、

鼓励。要积极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核电建设管

理中的作用，推动核电工程建设与人工智能、

大数据、5G 等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提高项目

管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通过创新推动核电

数字化转型及智能化升级，更好的保障工程建

设质量。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核电行业是命运共

同体，需要全行业统一思想，精诚团结，一个

行业、一个整体、一个声音，让我们携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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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共同建设精品工程，为核能行业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