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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核工程

发展概况01



中核工程发展概况01
跨越式发展

转型——2007年12月27日，以核二院、核四院、核五院的主营

业务和主干力量为基础，整合优势研发设计资源，成立了中国核电

工程有限公司,实现了由科研设计院所向EPCS工程总承包企业的转

型。

跨越——14年来，中核工程展现了以研发设计为龙头实施EPCS

的优势，已成为我国唯一具备核工业全产业链研发设计能力的工程

总承包企业，形成了工程总承包核心竞争能力,实现了向核能工程

建设的综合性、系统性、智能化的集成应用工程公司的跨越。

成绩——2018年中核工程荣获代表中国工业领域最高奖项的第

五届中国工业大奖；2019年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奖；2021年荣获

代表中国质量届最高荣誉的第四届中国质量奖。



中核工程发展概况01
总承包业绩

海南3、4号核电项目
2*1200MWe 华龙一号

3#机组开工2021/03/31
4#机组开工2021/12/28

2*1280MWe WWER-1200
3#机组开工2021/07/28
4#机组开工2022/05/19

1、2#拟建2台AP1000

徐大堡1-4号核电项目

拟建

在建（核电9+ 其他)

田湾7、8号核电项目
2*1280MWe WWER-1200

7#机组开工2021/05/19
8#机组开工2022/02/25

拟建2台华龙一号

三门5、6号核电项目

秦山干法项目
贮存秦二厂800组AFA2G/AFA3G乏燃料

金七门1、2号核电项目
拟建2台华龙一号

烟台核电项目
拟建高温气冷堆、华龙一号

漳州1、2号核电项目
漳州3、4号核电项目

2*1200MWe 华龙一号
1#机组开工2019/10/16
2#机组开工2020/09/04

3、4#拟建2台华龙一号

海南小堆示范工程
125MWe ACP100
开工2021/07/13

ITER TAC1 项目

江苏徐圩核能供热厂一期工程
拟建2台华龙一号、1台高温气冷堆



中核工程发展概况01
总承包业绩

已建成项目（14台机组）
田湾核电项目

2*1126MWe  WWER-1000
3#机组验收2018/2/15

4#机组验收2018/12/22
2*1118MWe  M310+改进

5#机组具备商运条件2020/09/08
6#机组具备商运条件2021/06/02

福清1-6号核电项目
4*1080MWe  M310

1#机组验收2014/11/19
2#机组验收2015/10/14
3#机组验收2016/10/24
4#机组验收2017/09/17
2*1160MWe  华龙一号
5#机组商运2021/01/30
6#机组商运2022/03/25

海南核电项目
2*650MWe  CNP650

1#机组验收2015/12/23
2#机组验收2016/08/12

方家山核电项目
2*1080MWe  M310

1#机组验收2014/12/15
2#机组验收2015/02/13



中核工程发展概况01
四大控制

HSE

• 至今未发生较大及以上

生产安全事故，20万工

时事故率为0.0124，

主要安全业绩指标处于

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

• 2015年1月，国家国防

科技工业局授予中核工

程军工系统安全生产标

准化一级达标单位。

• 2021年4月，中核集团

授予中核工程安全生产

标准化一级单位。

工程质量

• 至今未发生较大及以上

质量事故。

• 2021年荣获代表中国

质量届最高荣誉的第四

届中国质量奖。

• 2019年荣获国家优质

工程金奖

• 2016年起连续5年荣获

国际质量管理小组大会

（ICQCC）竞赛最高荣

誉QC金奖。

进度控制

• 已完成14台核电机组的

工程总承包任务，平均

建设工期为65.9个月。

• “华龙一号”首堆实现

建造工期68.7个月。

造价与成本控制

• “华龙一号”示范工程

福清5、6号机组造价均

控制在概算范围内。



中核工程发展概况01

2021年1月30日，华龙一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建福清核电5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自2015

年5月7日开工以来，福清5号机组始终按照计划推进，安全质量良好受控，总工期68.7个月，顺

利完成了总包合同的工期要求。提前发电带来7.2亿元左右的收益。

正式
开工

穹顶
吊装

冷试
开始

2015.05.07 2017.05.25 2019.04.27 2021.01.30

商业
运行

华龙首堆建造成果



创新管理模式02



创新管理模式02

基于数字化设计与工程软件（“一软”）、工程物联网应

用（“一网”）、智能化工程机械（“一硬”）、产业互

联网平台与工程大数据（“一平台”）应用能力的提升，

实现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与工程建造的融合应用。

在项目管理标准化建设的基础上，通过

持续对标、经验反馈，不断追求卓越精

益管理，实现“标准化、集约化、一体

化、契约化”高效管理能力的提升。

通过矩阵管理，落实集约化运作，

为项目部提供技术支持、资源保障

和管理服务，负责制度建设与能力

建设。

通过项目总经理负责制，将板块工

作与项目目标有机整合，实现项目

扁平化运作。

精益化战略

中核工程以集团“四化”指引为基准，应用系统工程及精细化管理理念，坚持“双十六字方针”原则，
以实现项目“六大控制七个零”目标为核心，优化“公司管总、项目主战、板块主建”的项目管理体
系：“十四五”期间将继续夯实“集约化、扁平化”战略基础，推进“精益化、数字化”战略转型，以契
约化精神为引领，注重产业链上下游一体化协同，可持续性提升工程总承包专业化管理能力！

专业化数字化战略

集约化战略

扁平化战略

项目管理体系



创新管理模式02 项目管理体系-标准化

公司管理
体系总则

公司管理规定

公司管理办法

公司管理程序

公司管理细则

公司技术细则

单位细则

项目管理体系文件框架

第一层次

第二层次

第三层次

第四层次

第五层次

公
司
管
理
体
系
文
件
架
构

工程项目管理规定
及相关配套文件

大纲类文件

项目标准化程序

工作细则或
作业指导书

第
一
层
次

《工程项目管理规定》
《项目组织机构及人力资源管理办法》

《项目实施大纲》、《项目质量保证大纲》
《项目安全环境大纲》、《项目进度控制程序》
《项目成本控制程序》、《项目风险管理程序》

项目标准化工作程序300余份

以知识管理推动作业指导书编制

第
二
层
次

第
三
层
次

第
四
层
次



创新管理模式02

子体系

管理领域

管理领域

专业活动

专业活动

专业活动

2个子体系
11个管理领域
47项专业活动
151个具体标准文件

标准体系成果-体系框架图



创新管理模式02 项目管理体系-集约化

工程总承包项目采取矩阵式运作

模式，项目前后台形成有机整体，

共同推进项目建设。且项目不同业

务领域实施差异化矩阵组织运作模

式。实现项目集约化管理。

项目总经理

项目副总经理 项目总工程师

党组织副书记

商
务
合
同
部

项
目
控
制
部

质
量
保
证
部

安
全
监
督
部

工
程
管
理
部

项
目
设
计
部

项
目
设
备
部

信
息
文
档
部

综
合
管
理
部

项
目
管
理
部

设
计
院

经
营
开
发
部

项目管理 管理范围

项
目
调
试
部

后台支持

专
业

所

专
业

所

专
业

所

专
业

所

设
备
成
套
中
心

专
业

科

专
业

科

专
业

科

专
业

科

华
东
分
公
司

专
业

科

专
业

科

专
业

科

专
业

科

质
量
保
证
部

安
全
环
保
部

数
字
化
工
程

技
术
中
心

项
目
部

财
会
部

平衡矩阵组织运作：

人员由后台按照项

目部需求选派（招

聘），人事关系隶

属于后台，人员由

后台板块进行绩效

考核、薪酬发放。

强矩阵组织运作：

人员由后台按照项

目部需求选派（招

聘），人事关系调

动至项目部，由项

目总经理进行工作

安排、绩效考核、

薪酬发放。



创新管理模式02 项目管理体系-扁平化

权

人事管

理授权

经济授

权

绩效考核

与薪酬发

放授权

协调与

决策授

权

中核工程授权项目总经理代表公司管理项目，项目总经理是项目的第一责任人。项目总经理领

导项目团队，对项目进行全面实施和管理，负责项目包括设计、采购、施工、调试和移交竣工在

内的全范围、全过程的策划、实施、控制和协调，对项目目标和”四大控制“负责。实现项目扁

平化管理。

《项目总经理授权管理办法》 《项目总经理薪酬管理办法》

利

《项目任务下达管理程序》

责



创新管理模式02 项目管理体系-信息化

利用项目管理平台（Promis）、进度计划管理（P6）、挣值管理（PU）信息系统，实现对

项目状态关键信息的跟踪、监控。进而打造核电工程全寿期信息系统，服务核电工程管理，

支持核电项目数据应用和数字化交付。实现项目信息化管理。

◼ 施工信息：现场变更

、施工方案、质量计

划、NCR、安全隐患

排查等查询及统计；

◼ 其他功能：项目进度

计划执行情况统计，

KPI指标，项目月报，

会议管理。

◼ 设计信息：SSC数

据和设计图纸统一

发布管理、变更在

线浏览及统计；

◼ 采购信息：物项采

购进展、NCR查询

及统计；



创新管理模式02 项目管理体系-智慧工地

核电工程总承包项目智慧工地建设

2020年6月，项目管理部牵头启动核电工程总承

包项目智慧工地建设总体策划事宜，以漳州项目为试

点率先推进智慧工地建设及系统功能开发工作，相关

功能已在徐大堡、海南项目实施部署及推广应用。



创新管理模式02
四大控制-安全管理

 工作程序标准化

 工作流程标准化

 现场管控规范化

 安全状态可视化

 视频监控实时化

 隐患排查电子化

 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

 考核评估手册应用

 外部资源利用

 培训课程标准化

 入场培训标准化

 现场体验规范化

安全培训系列化 管理要求标准化 安全管控信息化 考核评估常态化

管 理 标 准 化



创新管理模式02
四大控制-质量管理

三个目标

三个支撑

九项措施

核安全文化 技术和管理体系 产业链协同机制

充
分
验
证

设
备
超
高
国
产
化
率

自
主
知
识
产
权
体
系

自
主
技
术
标
准
体
系

解
决
卡
脖
子
问
题

极致安全 完全自主 最优经济

纵
深
防
御

全
面
安
全
分
析

高
可
用
率
、
长
寿
命

短

工

期

“极致安全协同创新”质量管理模

式从下至上，由支撑、措施和目标三个

层次构建而成。将核安全文化、技术和

管理体系、产业链协同机制作为有效支

撑，采用诸如确定论和概率论结合的全

面安全分析、五个层次的纵深防御、仿

真与试验验证等多项措施，来实现极致

安全、完全自主、最优经济的核心目标。



创新管理模式02
四大控制-进度控制

a、DCS专项计划
b、大宗材料+阀门在线部件+  仪

表管阀件+小三箱专项计划
c、机械模块化专项计划
……

一体化三级进度计划

二级进度计划

汇
总

WBS作业

任务作业

设计三级 采购三级 施工三级 调试三级

匹配

1：二、三级联动
进度计划

N：专项计划（拉动式规划）

P6进度管理信息系统

设计管理系统TC 施工管理系统IFS 调试管理系统采购管理系SAP

1：一体化二、三级进度计

划为主控计划，对上承接总

工期目标要求；对下协调各

板块三级进度计划，通过接

口将任务下达至各业务系统

。

N：以专项计划为补充，强

化项目重点、难点问题的控

制。专项计划打通EPC各领

域，设计细到图纸、清单，

采购到物项，形成可复制应

用的专项数据库。

1+N的一体化计划



创新管理模式02
四大控制-成本控制

挣值管理
构建了完整规范的“基线-监控-预测”的精细化成本管理体系；

引入挣值管理系统，并与进度管理系统、施工管理系统、合同管理系统的信息互联互通；

实现质量驱动进度，进度驱动挣值、挣值驱动支付的成本费用管理联动机制。

SAP
合同管理系统

P6
进度管理系统

IFS
施工管理系统

进度反馈信息

PU
挣值管理系统

进度信息

施工合同信息

施工图预算信息

进度流 成本流

CV
SV

进度提前（延误）

费
用

时间

ACWP

BCWP

BCWS EAC

BAC报告截止日期合同
预算
费用



创新管理模式02
四大控制-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
建成完整规范的工程建设项目风险管理体系。

引入蒙特卡洛风险概率量化分析方法，与业务深度融合，实现总工期、

现金流等风险概率预测。

 以TOP10管理机制为抓手，实施分级

管理，为项目目标保驾护航。

参编 IAEA风险管理文件，贡献47%篇幅管理

经验，年内将正式发布。



立足长远发展03



立足长远发展03
积累华龙一号知识资产

《华龙一号—基于系统工程的研发设计与工程实践》

◆定位于对外宣传，结合重要领导批示精神，从国家层面阐述“华龙一号”

建成意义，增强“国家名片”影响力。

《华龙一号首堆示范工程创新与实践经验汇编》

◆定位于内部使用，全面总结“华龙一号”研发设计和总承包经验；

◆组织专家进行论文评审，最终录用论文356篇，评选出优秀论文37篇。

《福清核电工程项目部5、6号机组“华龙一号”工作总结》

◆系统梳理了福清项目部在福清核电5、6号机组建设工程

中的管理创新、良好实践以及经验反馈，内容涵盖项目整体

管理、采购与合同管理、设计管理、设备和材料管理、施工

调试管理、信息和文档管理、质量保证、进度管理、成本管

理、安全和环境管理、风险管理、综合管理等方面，以期为

后续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建设项目工作提供借鉴。



立足长远发展03

多轮驱动提升项目管理能力

•优化项目管理体系，培育总包项目核心竞争力；

•优化知识管理体系，提高知识工程管理内驱力；

•优化规范化培训体系，重塑项目骨干人才发展力。

智慧工程

•以5G+A（人工智能）I（物联网）C（云计算）D（大数据）

E（边缘计算）为技术方向赋能核电工程建设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

•充分整合各信息系统及平台间数据接口，实现数据良性流

动，为工程总承包项目参建各方构建智慧管理服务平台，

为工程项目智能建造能力提升提供有力支撑，全面、高效

推进多项目智慧工程建设。

智能建造

•针对数字化、物联网、土建、安装、焊接与检测技术

五大方向开展研究，成立五个实验室；

•发布《核工程智能建造技术发展路线图》指引“十四

五”期间智能建造能力逐步提升。

精细化管理

•推进精益进度控制、精益成本控制、精益质量管理、精益

安全管理、精益风险管理、精益合同管理、精益保密管理、

精益廉洁管理八个领域，实现业务领域纵向深耕式的发展；

•基于标准项目管理体系精进、知识工程建设精进、智能建

造技术精进、产业一体化协同精进，为精细化管理能力提

升提供横向土壤基础。

提升华龙一号项目管理



立足长远发展03
推动华龙一号标准化、

规模化发展

在沿海布局一批以华龙一号为代表的

三代压水堆机组，加快推进华龙标准

化、规模化发展；

加快推进自主核电出口，持续推动华

龙一号走出去。



谢 谢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