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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核集团概述

◼ 截至2021年底，集团总资产超过8650亿元
◼ 在运清洁能源控股装机容量近6900万千瓦

◼ 在运核电装机2938万千瓦
◼ 在建核电装机718万千瓦 “6+1”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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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介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CGN Power)

主营业务：设计、建设、运营及管理核电站、核电站电力销售及科研等。总股本约505亿股，

控股股东为中国广核集团（受国务院国资委监管），是中国广核集团核能发电的唯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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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2年6月30日：

◼ 中广核在运机组26台，在建机组6台



核电概述

×6 718万千瓦 占我国大陆41%

在运在建机组3656万千瓦，占我国大陆50%

×26 2938万千瓦 占我国大陆53%

53%

41%

核电工程建设服务核电运维服务

维修服务 备件管理培训服务 生产准备 工程设计 工程采购 施工管理 调试启动

核电在运

核准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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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工程建设

前景展望02



“十四五”规划：根据《“十四五”规划和2035远景目标

纲要》，要安全稳妥推动沿海核电建设，至2025年，我国

核电装机容量达到7000万千瓦。

国资委关于《推进中央企业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积极稳妥发展核电，培育高端核

电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中国核电发展进入重要历史机遇期，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地位将更加突出。

“30·60”

政府工作报告：2021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

工作报告中提出：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优

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大力发

展新能源，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

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这为我国核电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意味着我国未来能源

发展必须加快向清洁低碳转型，核电在我国能源体系中的地位将

更加突出。世界各主要国家都提出了净零碳排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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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标准的生态环保要求，对核

电审批、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

• 产业链质量造假屡禁不止，带

来巨大隐患。

• 人口老龄化，专业化的产业工

人数量不足，人员稀释，人工

成本上升，质量风险上升。

• 中美关系紧张，国际贸易争端不

断，装备制造业面临“卡脖子”。

核安全文化的稀释以及产业环境的变化，使核电工程高质量项目建设面临诸多挑战。

• 环保高要求下对能耗的“双控”，

导致水泥、钢材等价格节节攀升。

• 三代核电的高速发展，可能再次

带来产业链产能不足、不均的问

题。

• 核安全文化的稀释对核电工程

建设质量带来挑战。

• 人口老龄化，专业化的产业工

人数量不足，人员稀释，质量

风险上升。

• 中美关系紧张，国际贸易争端不

断，装备制造业面临“卡脖子”，

对自主化、国产化提出更高要求。

• 原材料涨价、人工成本上升、设

计标准提高等，造成项目造价的

提高，质量风险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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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工程建设

管理改进与提升03



核电行业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核安全是核电行业的生命

线。习近平在海牙举行的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上提出了应坚持理性、协调、

并进的核安全观。

对于核电行业来说，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要求我们高度重视核安全、

重视核电产品质量，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也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

精益求精、提质增效，从质量和效益两个方面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发展

质量问题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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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

• 以高质量发展为第一要务,全面夯实安全质量根基，以科技创新为

第一动力，坚持核能等清洁能源发展方向。

• 全面提升经营质量效益，防范重大风险，创新体制机制。

• 不断增强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基本原则

• 坚持安全第一

• 坚持创新驱动

• 坚持聚焦主业

• 坚持效益优先

• 坚持市场导向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聚焦主责主业，突出实体实业，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开放合作，实现更为安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加公平的发展。

3.1 中国广核集团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与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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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核集团建立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包含“更为安全、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更可持续、更加公平”5个维度，40个指标，以引导和推动高质量发展。

维度 主要方面

更加安全 确保安全

更高质量
聚焦主责主业

提升经营效益

更有效率

运营效率

成本管控

电力营销

生产/工程管理

更可持续

科技创新

风险防控

深化改革

更加公平 社会贡献

3.2 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引导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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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变革
• 工程建设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方针

• 打造核电项目精品工程

动力变革
• 以科技创新为基本思路形成公司核心发展动力

• 不断提升自主核电堆型研发和各项业务的工程技术应用

• 持续提升核电产品的经济性和可建造性

有将困难归因
于外的习惯

• 继续保持三代核电的设计集成、多项目管理、产业链协同三个核心竞争力

• 不断通过提升专业化、精益化、信息化水平，提升搭建先进的业务平台

• 构建以设计为引领、以安全质量为基础，以协同为价值链的项目管理体系

效率变革

核电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是集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核电工程建设在确保安全、质量、环境前提下，通过

持续的技术和管理创新，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实现核电工程建设质量与效益的双提升。

3.3 核电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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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坚持核电工程建设专业化方向，全面落实核安全管理责任，落实《核安全法》《国家能源局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核电工程

建设质量管理的通知》《核动力厂管理体系安全规定》等要求，压实集团公司、业主公司、工程公司和监理公司在项目建设中各

自的领导责任、管理责任、监督责任、执行责任，保障核电项目高质量建设、投产和投产后长期安全稳定运行，中国广核集团发

布了《中国广核集团核电工程建设管理大纲》。

工程公司

监理公司

集团

业主公司

总承包范围的管理和执行责任，

以及对承包商和供应商单位的

管理和监督责任

按委托范围负相应责任

核安全全面责任
承担六大控制的全面管理和监督责任

领导责任，管理和监督责任，派驻项目质量总监

3.4 压实责任，保障核电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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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党委领导带队到各基地开展安质环专项检查

03 核电工程建设管理改进及提升

3.4 压实责任，保障核电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长利亲自安排部署，集团连续三年开展由集团公司党委常委以及核电股份经营高管为带队

领导的安质环专项检查。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核电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
新阶段

⚫ 单一业务、单一技术路线、单一

项目

⚫ 单一业务、多项目、多基地批量化建

设、矩阵式、集约化

⚫ 三代核电为主、实现多项目管理的标准

化、集约化、自主化、数字化、精益化、

科技创新、国际化、市场化

《核电工程高质量项目建设实施方案》
（AE3.0）

3.5《核电工程高质量项目建设实施方案》（AE3.0）
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在总结多项目批量化、矩阵式、集约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发布《核电工程高质量项目建设实施方案》

（AE3.0），通过系列措施，推动核电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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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加强与协会、同行交流，积极推动创建国家优质工程

国家优质工程金奖

阳江核电厂3、4号机组

国家优质工程奖

红沿河核电厂3、4号机组

推动创建国家优质工程，积极参与协会、核电同行国家优质工程创建的交流与分享。红沿河核电厂3、4号机组获得国家

优质工程奖、阳江核电厂3、4号机组获得国家优质工程金奖。开展在建核电项目创优策划，编制创优指导手册，指导各项目

创优工作的策划及实施。

创建国家优质工程奖

规划指导手册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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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具体改进措施1：持续提升设计质量，向质量要效益

加强设计质量管控，在设计环节暴露和解决设计质量问题，避免对工程建设造成冲击，提升本质安全。

开展设计质量基线管控

采用设计质量信息化手段

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

进一步夯实“室、所、项目”三

级设计质量风险防范长效机制，

形成项目重点质量风险评估跟踪

机制，及时为基层人员解决设计

过程中痛难点和潜在质量风险。

项目级风险处置

所级风险处置

设计质量风险识别

室级风险处置

夯实设计质量风防机制

完善适用于核电设计领域的核安

全文化建设评估模型，针对评估

的薄弱环节（沟通、学习型组织）

实施重点改进，营造良好的核安

全文化氛围。

设计院成立独立于专业所的第三

方技术监控组织—技术监控室，

配备14位技术专家，通过设置质

量基线管控质量风险偏差。

以“将隐蔽的设计质量显性化”

为原则，建立“设计人驱动指

数”、“校核人驱动指数”等监

控指标，持续推进质量信息化建

设，提升质量管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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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设计源头实现造价的合理下降，中广核工程公司在华龙融合技术的基础上，以提升施工运维便利性、运行经济性、

造价合理性为目标，持续开展设计优化并与华龙国际、中国核电持续更深层次的设计优化研发工作。

防城港
3、4

太平岭
1、2

三澳
1、2

陆丰
5、6

宁德
5、6

防城港
5、6等

太平岭
3、4

……

2019年

2020年—2023年中

2023年底 2025年

•25项技术改进
•实现标准型定型

•50余项技术改进，提高施工、运维的便利性
•缩短换料大修工期5天，提高电厂运行经济性

•40余项技术革新
•全面优化安全系统及布置，
大幅提升经济性

2015年

华龙首堆

标准型

标准型批量化

持续改进

3.7 具体改进措施2：持续开展设计优化与技术研发，从设计源头提升核电造价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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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工作，在华龙研发、设备自主化领域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部分成果突破关键技术垄断，通过行业鉴

定，为核电技术升级和新机组开工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 全面掌握了蒸汽发生器自主设计能力，解

决了卡脖子问题；应用于惠州及后续华龙

项目，单台机组节省采购成本逾亿元.

HL-T67蒸汽发生器

核电厂疲劳监测系统

• 国内外首创，达到国际技术领先水平，解决了困扰世界核电领域多年的无线通信电磁干扰

方面的共性技术难题，解决了通用型WiFi系统在无线接入方面的网络和信息安全问题。

• 应用于惠州及后续华龙项目，满足核电厂安全运行和应急响应对无线通信系统的需求。

核电厂改进型WIFI系统

• 国内核电工程领域首次自主研发功能完整的疲劳监测系统，填补国内核电验收老化管理

链上关于管道热疲劳老化监测的技术空白。

• 应用于防城港二期及后续华龙项目，对标进口产品，单台机组节省采购成本近千万。

3.7 具体改进措施3：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打破技术垄断，降低项目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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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产业链协同

针对核电设备供应市场具有互动频繁、诉求多元、体系对接、甚至是文化融合等方面需

求的特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基于资源定位的供应关系维护策略，强化产业链生态圈协

同能力，促进更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市场关系

根据国家十四五发展规划，十四五期间将有超过20台核电机组同时在建，这对产业链的保障与协同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中广核将强化产业链协同，培育优质核电产业链，持续市场构建，实现产业链健康发展。

持续市场构建

对供应市场进行成熟度及产能等综合评估，结合项目发展需要和市场变化等实际情况，通

过改善供应表现、提升供应水平、培育新供应源等举措持续构建更为完善和优质的市场

优质核电产业链培育

通过产业链核安全文化建设、质量管理体系健全、设备产业链质量经理培训认证、质

量协同等举措，严格要求、持续帮扶，培育优质核电产业链资源

产业链协同

多管齐下

3.7 具体改进措施4：多管齐下强化产业链协同，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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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神户制钢性能参数造假

影响全球688家客户

2015年高强紧固件造假事件

涉及多个项目机组设备

2020年迅纬贸易渗透试剂造假

监管单位发函开展同类排查

优选

供应商

加强

EOMR审查

签订

合同条款

推动

机制建立

强化

见证监督

开展

专项巡检

规范

造假处理

开展

年度评估

黑名单制度

质量诚信评价

应用一张表

记录拍照等

防造假要求

造假处罚
防造假方案

宣贯推动

真伪核查

措施落实检查

激励标杆

帮扶待改进

开启NCR处置

建立标准流程

审查比例覆盖

分阶段审查

弄虚作假行为与国家核安全要求严重相违背，对整个核电产业链造成致命性影响，我们将本着“零容忍”的态

度，坚决杜绝弄虚作假。

设备监造牵头推动设备领域防造假工作从无到有、持续改进、逐步完善，已建立产业链防造假机制。

3.7 具体改进措施5：建立产业链防造假机制，切实保障设备质量

03 核电工程建设管理改进及提升



收货
Receipt

发货
Dispatch

库存
Warehouse

采购清单料表
Advance BoM

模型&文件&图纸
3D Models & Documents & Dwgs

参考项目料表
BoM’s from Ref. Proj.

安装作业
Erec. Activities

请购单
MRF

施工图料表
BoM

预留/发放
Reservation/Release

订单
Purchase Orders

再供货请购单
IMRF

散材请购单
BMRF

现场事件
Site Accidents

承包商申请
Contr. Requests  

材料平衡
Material Balance

安装作业
Erec. Activities

现场事件
Site Accidents

承包商申请
Contr. Requests  

库存
Warehouse

采购清单料表
Advance BoM

请购单
MRF

施工图料表
BoM

内部再供货
IMRF

散材请购单
BMRF

为推动大宗材料管理精益化，以“工完料尽”

为卓越目标，建立一套大宗材料精益化管理体系

和信息化工具平台。

大宗材料业务流程按照“E统量、P统购、C

统调”的原则，以总量平衡、进度匹配和信息闭

环为目标，实现大宗材料精益化管理。

3.7 具体改进措施6：优化大宗材料业务流程，实现大宗材料管理精益化

03 核电工程建设管理改进及提升



为实现信息与资源整合，

搭建一体化的施工生产信息

平台(NICE)，按照方案预

演、生产组织直至智能作业

的数字化施工内在逻辑，推

动施工全产业链数字化业务

流程在线，提升施工全员劳

动生产率，降低核电建造成

本，强化核电安全质量控制。

3.7 具体改进措施7：搭建一体化施工生产信息平台，实现信息及资源整合

03 核电工程建设管理改进及提升



环廊临时防水隔离平台
（带垂直水平运输装置）

预应力施工平台
(Gamma及水平)

内外壳模板体系
及施工平台

钢衬里施工平台
(内外侧)

全天候施工临时顶盖或平台

全天候
施工集成
平台4 5

32
1

6

ASP水箱施工平台

从分散到集成 提高施工工效

加
快
施
工
进
度

提
升
质
量
安
全

垂直运输电梯

塔吊或轻型环吊

钢筋等加工设备

布料机

解除外壳对周边厂
房施工制约、缓解
塔吊运力的压力

解决中小材料、人
员的垂直运输矛盾

解决部分塔吊对施
工部位的占压

缩短预应力关键路
径工期

实现环廊内尽早开
工和安全同步施工

提高钢筋、模板现
场修改加工效率

降低部分布料机对
部位的占压影响

减少塔吊吊装频率
和安全风险

实现ASP水箱与周
边厂房的施工解耦

缩短反应堆厂房关键路径工期2~4个月

多个施工平台、设备和设施集成，全天候临时顶盖或平台随结构上升，实现施工部位的“工厂化”施工

3.7 具体改进措施8：开展华龙一号反应堆厂房全天候整体施工集成平台研究及应用

03 核电工程建设管理改进及提升



以太平岭核电建设成为“国家优质工程”、“华龙一号标杆工程”、“生态核电示范工程”为目标，深入研究推广信息化、

智能化、大数据等新技术在核电建设管理中的作用。统筹建设共享高效的信息管理平台和“智慧工地”。

通过物联、智能、移动互联网

等多重组合为基础，实现核电

施工现场人、机、料、法、环

等多项要素智能管理，打造核

电智慧工地综合信息集成平台，

形成统一规范和管理体系，实

现项目建设可视、可管、可控。

可视 可管 可控

• 现场实体可视—实时监控
• 现场作业可视—施工日志
• 管理责任可视—区域网格化
• 风险控制可视—作业许可
• 人员分布可视—人员定位
• 设备管理可视—设备管理

偏差管理

对照标准库
管理视图
人机交互

六大控制提升

安全、质量、进度
成本、技术、环境

智慧工地信息系统

规范设备 环境材料人员

3.7 具体改进措施9：打造智慧工地，实现项目建设可视、可管、可控

03 核电工程建设管理改进及提升



借鉴二代核电调试经验，不断创新和优化调试方法、调试

逻辑及工序，节约关键路径

加强调试关键技术研究，着力推动华龙首堆堆芯试验等

51个重难点攻关项目，提升核心技术能力

以“专业化、集约化、标准化”为原则，完善适应多技术

路线、多业务领域的项目管理机制

坚持以服务客户为导向，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多项成

果获发明专利及行业奖项

打造专业化队伍，针对重点专项试验由专业队伍多项目集

约化调试

总结国内实战经验，深耕海外核电市场，积累掌控海外调

试供应链资源，培育国际化调试总包能力

阳江项目4号机组创造了10.5个月的同类

机组最优调试工期，台山二号机组创造了

全球EPR机组最优调试工期

22台机组的调试与投产，包括16台

CPR1000机组、4台ACPR1000机组及2

台EPR机组

已先后实施芬兰OL3、法国FA3调试技

术服务项目，开展英国HPC项目调试

准备，培养了107名国际化专业人才

成
效

3.7 具体改进措施10：创新调试方法，提升技术能力，打造国际一流专业化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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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具体改进措施11：建立安质环分级管控机制，严格落实各类安质环偏差管控和监测

03 核电工程建设管理改进及提升



各位同仁，核电作为清洁能源的重要代表，有着稳定、高效的特点和优势，是我国“30·60”双

碳目标的重要依托。核安全是核电工程建设的基础和生命线，中广核高度重视核安全文化培养，始终

践行“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高效协同产业链上下游各单位。

核电行业的健康、长远发展，离不开国家监管部门、行业协会、专家们的大力支持，希望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提升中国核电的竞争力，推动中国核电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成就核电强国梦！

协同发展、共创未来



谢 谢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