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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核建概况 

★公司简介  ★发展历程  ★组织机构   

★人力资源  ★技术成果  ★业绩展示 



公司简介 

• 中核集团所属唯一一家以核电工程建设、工业和民用工程建

设、投融资建设为主营业务的大型国有控股上市企业 

• 拥有国际原子能机构授权设立的全球唯一一家核电建设国际

培训中心 

• 承担国家核应急救援队工程抢险分队职责 

• 荣获新中国成立70周年工程建设“功勋企业”称号 

• 核工程及核电站核岛建设主要承包商 



1958年  成员单位相继组建 

1958年3月始，二机部基建局（1959年
改称二机部四局）组建了一〇一、一〇
二、一〇三、一〇四等建筑公司，分别
承担兰州铀浓缩厂、酒泉原子能联合企
业、西北XXX研制基地等三大生产基地
的建筑工程任务。 

转战三线建设，大西南建功立业 因核工业应运而生，戈壁滩艰难创业 

1965年底，一〇一、一〇二、一〇
四公司改称二一、二二、二四建筑
工程公司，一〇三公司改称二三安
装工程公司，并新组建了二七建筑
工程公司。 
 

1965年  成员单位艰苦奋斗 

保军转民，投向国民经济建设市场 

二三公司第五工程处，投入“抢建金

山”的大会战； 

27公司保军转民，支援仪征化纤建设。 

 

1974-1978年  市场化 

1999年 

组建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 

1999年，原中国核工
业总公司一分为二。其
中，核工业建工局系统
被改组成了中国核工业
建设集团公司。 

2010年 

组建中国核建 

2010年，整合原建设
集团内部单位优良资产，
成立中国核工业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 
 

2016年 

挂牌上市 

2016年6月6日，A股市
场第一家核电建设上市
企业——中国核工业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成功挂
牌上市 
 
 

2018年 

两核重组 
独立实体化运作 

2021年11月29日 

完成搬迁上海 

发展历程 



中国核建 

中核二二 中核二三 中核五公司 中核机械 中核华兴 中核二四 中核华辰 中核检修 

核电土建公司 核电安装公司 核电专业化公司 

……二级全资及控股子公司12家 

核电建设队伍分布 



核电从业人员：95000人 

管理人员：18000人 

技能人员：6900人 

产业化工人：70100人 3-5年核电经验 5-10年核电经验  10年以上核电经验 

13.2% 34.2% 36.2% 

核电建设人力资源 



1812  

371  107  

专利授权数量  发明专利授权数量  科技成果鉴定数量  

• 累计专利授权数量1812件，发明专利371件 

• 国家和国防科技进步奖16项 

• 中国专利奖优秀奖6项 

•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科学技术

奖一等奖10项 

• 国际标准1项 

• 国家标准11项 

• 行业标准46项 

核电工程技术成果 



• 核电工程建设的领军企业，是我国核电工程建设领域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专业一体化程度最高的企业； 

• 全球唯一一家连续35年不间断从事核电建造的领先企业； 

• 参与我国大陆所有在运在建核电机组的建设任务，具备丰富的核电站主体工程建设经验和强大的建设施

工实力，在核电工程建设领域占有绝对主导地位； 

• 全面掌握百万千瓦级大型商用核电站建造技术，拥有百万千瓦级大型商用核电站的自主化建造能力； 

• 30万、60万、70万、100万千瓦级不同类型核电机组建造经验； 

• 累计建设83台核电机组，其中60座己投产运营，在建机组22台。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福清核电5号机组 ▲ EPR全球首堆：广东台山核电一期 ▲ AP1000全球首堆：浙江三门核电 

业绩展示 



02 核安全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核安全文化发展与演变    ★践行和发扬核安全文化 



国际核安全咨询组织（INSAG）在1986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出版的安全从书《关于

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审议会议总结报告》中首次提出的管理术语。 

1988 年，IAEA出版的《核电厂基本安全原则》中明确要将安全文化作为重要管理原则渗透到

各核电保证领域。 

1911年，IAEA为了使核安全文化这一理念更好的发挥作用，出版了《安全文化》专门报告。

深入论述了核安全文化的定义、特征和本质。 

1999年，IAEA在发布的《核电厂运行安全管理》中提出核安全管理体系。在这个文件中，要

求核电最高管理者建立和实施完善的核安全管理体系。 

2001年，IAEA出版了《在强化安全文化方面的关键实务》，对从高层到普通员工的行为提出

了一系列简单提示或问题，用于度量个人和组织的表现。 



美国核动力运行研究所（INPO）于2003年发布了《卓越核安全文化原则》，2012年发布

了“健康核安全文化特征”。 

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WANO）2004年发布“卓越核安全文化八大原则”，2013年发布

“健康核安全文化特征”。 

美国核监管委员会（NRC）2011年正式发布（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联邦公报76-FR-

34773）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

“理性、协调、并进”的中国核安

全观，它是现阶段中国倡导的核安

全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2014年4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总

体国家安全观”，将核安全纳入国家安

全体系，通过《国家安全法》对维护国

家核安全作出法律规定。  

2015年1月14日，国家核安全局发布《核安全

文化政策声明》与《核安全文化手册》，为培育

和引领全行业核安全文化提供有效载体。2017

年2月，发布《核安全文化特征》，为核安全文

化培育与评价提供依据和工作指南。  

国家能源局印发《关

于加强核电工程建设

质量管理的通知》。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从法

律角度对核安全责任和核安全

文化建设进行明确规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  

发《核电行业安全质  

升行动计划 (  202  

2025)》。  

提出中国的核安全观  

纳入国家安全体系  

2014.03 2022.05 2020.12 2018.01 2015.01 2014.04 

国家主管部门培育和引领  

核安全法明确要求  

国家高度重视核安全文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把握大局，对核安全的重视程度之高、指导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对核安全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2010年，参照WANO核安全文化原则，发布《中国核电卓越核安全文化的八大原则》。 

 2015年，结合三部委联合发布的政策声明，发布《卓越核安全文化的十大原则》。 

 2016年，发布核安全文化企业标准《卓越核安全文化的基本原则》。 

 2021年，总结各单位在安全文化建设实践中探索出的值得推广的经验，在《卓越核安全文化基

本原则》（Q/CNNC GB 8_2016）基础上，更新发布了《卓越安全文化基本原则》 （Q/CNNC 

GB 8_2021）。 

 2022年，中核集团又总结提炼出“核安全文化提升三年行动——863基本动作要领”。 



       公司《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要求公司

全体人员共同遵守和践行本政策声明的态

度、立场和原则，强化法治意识、责任意

识、风险意识和诚信意识，营造敬畏核安

全、守护核安全、珍惜核安全的文化氛围。 



核心价值观 

企业精神 企业理念 

企业使命 

责任   安全   创新   协同 强核强国  造福人类 

“两弹一星”精神        核工业精神 经营理念 以客户为中心 
人才理念 人才优先 
安全理念 安全是核工业的生命线 
环保理念 尊重自然 绿色发展 
质量理念 质量创造价值 质量成就品牌 
廉洁理念 追求高尚情操严守纪律底线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事业高于一切 
责任重于一切 
严细融入一切  
进取成就一切 



 梳理核安全文化10方面表现形式： 

一、核电业界通用的“四化”要求：标准化设计、工厂化预制、模块化施工、数字化建造； 

二、中核集团核电建造“四化”要求：集约化、标准化、一体化、契约化； 

三、周恩来总理十六字方针：充分准备、一丝不敬、成无一失、一次成功； 

四、四个凡事：凡事有章可循、凡事有据可查、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人监督； 

五、三大法宝：质疑的态度，严谨的工作方法，相互交流的工作习惯； 

六、“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 

七、“四个一切”的核工业精神：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 

八、“两个零容忍”：弄虚作假零容忍，违规操作零容忍； 

九、三个不变：长期可靠的质量保证体系，成熟可控的技术管理体系，全面有效的工程管控体系； 

十、公司核电建造“二十字”方针：技术先进、工期更短、造价更低、质量更优、安全可靠。 

 



质量方针  

质量第一   顾客满意    

持续改进   追求卓越  

中国核建两个品牌建设  

质量理念  

质量创造价值    质量成就品牌  

质量道德观  

诚实守信   求真务实  

两个零容忍  

弄虚作假零容忍  

违规操作零容忍  

培育核工程建造优秀团队，惟专惟精，至诚至信，成为受尊重的世界一流企业。 

——要突出核工程建设领域这个主业，具备专业化的管理体系、施工技术与建造团

队，形成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核电建造管理模式。 

——践行高标准的职业道德和质量理念，确保安全和质量，向社会和用户奉献一流的

工程、产品和服务。 



体系文件 

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 

核安全文化建设原则  

人员行为规范管理  

核安全文化评估程序  

◆质量管理规定 

◆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质量信息管理办法 

◆计量管理办法 

◆质量事故（事件）管理办法 

◆质量管理小组活动管理细则 

◆工程项目建设阶段经验反馈管理指南（试

行） 

◆工程质量管理办法 

◆质量责任制 

◆质量管理实施细则 

◆工程建设项目质量监督评价模型 

◆计量管理办法 

◆工程质量管理合规指引 

◆工程建设防控弄虚作假工作指南（2021

版） 



行为准则 

遵守规章，严慎细实，一次就把事情做对 



现场施工作业五大禁令 

严禁作业活动超

施工资质范围、

超人员持证范

围、超作业授权

范围。 

严禁超范围作业 

严禁私自处理不符

合项、放行质检不

合格物项；严禁无

相应的质量文件

（如焊接控制单、

书面工作指令等）

违规处理质量问

题；出现质量问题

时，严禁隐匿、篡

改、毁灭证据，或

默认或指示作假，

隐瞒不报。 

严禁违规处理 

质量问题 

在没有发布消点通

知单的情况下进行

施工；已发布消点

通知单，严禁在没

有得到检查单位的

签字确认下，施工

班组越“停工待

检”点（H）施

工。 

严禁越点施工 
施工资质、人员资

质、作业授权文

件、设备或计量器

具检定证书、材质

证明、施工记录、

交工文件作假。 

严禁文件记录作假 

严禁在施工作业使

用带故障施工设备

或不满足施工要求

的设备，未经检定

或标定的计量器

具；严禁使用验收

不合格的物项。 

严禁使用不合格设

备与物项 



严禁-隐瞒或谎报事件； 

严禁-默认或指示作假； 

严禁-作业活动超授权； 

严禁-资质文件不真实； 

严禁-做产品以次充好； 

严禁-质检不合格放行； 

严禁-报告记录作虚假； 

严禁-产品仿冒侵专利； 

严禁-虚报资源与配置； 

严禁-冒名顶替签姓名。 

防控弄虚作假十大禁令 



A B 

D C 

宣贯培训  
领导表率  

全员参与  骨干推动  

 编制《质量文化手册》，全员

学习。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

动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  

 高管在高层会议领学863动作要

领。  

 对成员单位领导干部履职督导。  

 策划“大监督，片区领导全署以

“更广、更深、更密、更严”标准

常态化开展“织网”行动。  

 开展核安全文化主题宣讲比赛。  

 开展防人因管理、遵守程序专项活动。  

 组织开展经验反馈，由事后反馈向预防性反馈转
变。  

 积极组织参与集团公司“TOP5+5”系列活动，如：
“华龙一号”中国质量奖申报良好实践交流会、防造
假”典型问题交流会、计量管理典型问题交流会、新
时代质量管理体系良好实践分享会。  

 

 领导力培养：核建网络学院组织开展项目经理安

全领导力培训。  

 开展“两个零容忍”专题互动。  

 开展核安全文化进班组活动。  

 开展片区内对标活动。  

 组织安全总监交流会，开展核安全文化交流活

动。  





余秋雨：文化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 

龙应台：文化不过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 

梁晓声：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文化是人类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凡是人类留下的痕迹都是文化。 

                                                                                        ——辞海 

 核安全文化就是中国核建人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共同体。 

 随着核工业的发展，核安全文化渐渐积淀为中国核建人的一种“集体人格”和行为方

式。 



03 核安全文化实践做法 



        核安全不仅是核事业发展的前提、基础和生命线，同时也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领导对核工业重大工程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从政治高度和责任使命高度来做好核安

全管理的质量工作。 

       外部：1. 核电领域发生了防城港、台山等几个大的质量事件，检测报告造假事件频发。 

                 2. 核安全管理要求提升，各方监管加严。 

       内部：1. 人因不符合项所占比例依然比较高。 

                 2. 违规违章的现象依然时有发生，部分成员单位核安全文化弱化，质量意识下降。 

                  



主要举措 

防造假 

技术措施 

开展教育
培训 

建立举报
和处理 
机制 

防造假监
督机制 

物项和服
务的防造
假控制 

建立造假
行为 
追责制 

• 资格评审：防造假承诺 
• 合同签订：无造假保证 
• 进场验收：真伪核实 

• 安装视频监控 
• 佩戴电子记录仪 
• 实行信息化流程报验 
• 运用二维码跟踪管控 

• 制定专项学习计划 
• 开展造假防控培训 
• 开展震撼教育 

• 公布举报渠道 
• 举报信息处理 
• 举报线索奖励 

• 建立防造假制度 
• 发布“零容忍风险防控清
单” 

• 防造假自查/检查/排查 
• 关键岗位人员签名备案 

• 实行惩治及责任问责 
• 建立“黑名单”制度 
• 终止合同、索赔、诉诸法
律 

制定“中国核建防控弄虚作假工作指南（2021版）”从资质、质量文件、采购、过程、标识、检测检

验、计量、记录等8个方面，开展总结与提炼。各单位组织开展“两个零容忍”风险因素识别，发布“两个零

容忍”风险防控清单，项目现场编制防造假管理和举报追责制度；按照“检查、识别、管控、验证、改进” 流

程要求，对人员不良质量行为进行原因分析和纠正改进。 

防控弄虚作假行动  



1. 体系文件建设 

        强化底线意识及各级员工的质量意识和诚信意识，在《质量保证大纲》中增加防造假章节、发布《防

造假管理》程序（《防弄虚作假管理程序》）及开展施工防造假工作指南编制、专项整治活动，建立防控

黑名单，将防造假管理工作嵌入生产经营和日常的管理工作中。 

大纲 

程序 

专项活动与清单 

•核安全文化管理大纲 

•（各核电项目）施工质量保证大纲 

大纲 

•防造假管理程序（公司级、事业部级与项目部
级） 

程序 

•施工防造假工作指南 

•专项整治活动 

•防控清单、黑名单 

专项活动与清单 

防控弄虚作假行动  



2. 防造假实施组织机构 

各项目部下设置防造假办

公室，由项目质量总监兼任： 

设置专职：防造假管理

员，乙供物项检验岗，纳入质

保部进行统一管理； 

各相关职能部门设置兼职

防造假管理员。 

防控弄虚作假行动  



2. 防造假办公室职责 

办公室主任 

➢牵头负责项目部防造假总体管理工作。 

防造假管理员 

➢组织防造假宣传、培训；                           ➢组织防造假措施实施情况检查; 

➢物项验收防造假监督检查；                        ➢建安施工过程中防造假监督检查; 

➢现场防造假信息收集和统计及经验反馈；    ➢向办公室主任汇报防造假工作等。 

乙供物项检验岗（质量检查员） 

➢负责项目部物项(含场外预制)进厂验收；      ➢对项目部采购物项的到场质量验收进行检查; 

➢负责乙供物项不符合项开启和验证关闭；     ➢对供应商提交的质量证明文件进行审核; 

➢向办公室主任汇报防造假工作等。 

防控弄虚作假行动  



3. 物项采购防造假 

  采用承诺制管理，在采购供方评价与合同等阶段签订承诺书和保证书 

无造假保证书 无造假承诺书 

防控弄虚作假行动  



3. 物项采购防造假 

        原材料进场验收过程中，要求供方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真伪识别记录》，对提供的第三方检

测报告的核查，并建立《第三方检测报告真伪识别记录》核查台帐。 

防控弄虚作假行动  



3. 物项采购防造假 

       根据《大宗材料飞行检验实施管理规定》的实施流程和管理要求，各项目部配合参与业主组织

的联合抽验小组，对大宗材料（钢筋、钢材、焊材、油漆、防水卷材等）不定期开展独立抽验工

作，并送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防控弄虚作假行动  



4. 防造假培训 

        深入宣贯核安全局“全覆盖”和“零容忍”的各项管控要求，各项目部将《防造假专项培训》

纳入年度培训计划中，（1）将防弄虚作假的管理要求纳入到入厂培训中；（2）分阶段持续开展防

造假的专项培训工作。 

防控弄虚作假行动  



5. 开展防造假风险分级管控 

为防止假冒和欺诈物项和服务进入项目部、防止项目建造过程中造假行为的发生，对项目采购、现

场施工等过程中的高风险物项或活动（如隐蔽工程、焊接、无损检验、紧固件等）按照安全重要性、复

杂性、特殊性、发生概率等进行分级，并制定和发布造假风险识别和分级清单。 

清单发布后，项目各施工分部和工程技术部参照清单内容，对每月施工活动中的防造假风险进行识

别，落实到质量高风险清单中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造假风险
分级清单  

风险分
级原则  

防控弄虚作假行动  



6. 关键岗位人员签字备案和承诺书制度 

为提高违规造假防控水平，加强对关键岗位人员的管控，收集各关键岗位人员（质量检查员、工

程技术人员、核级焊工、无损检测人员等）进行笔迹备案，同时在入厂前签署防弄虚作假承诺书，作

为日常防造假检查的依据，对关键岗位人员形成震慑效应。 

防控弄虚作假行动  



7. 强化防造假宣传力度 

①安装典型验收标准、质量文件图例 

在项目部钢筋、钢材验收场设置物项验收常见标

准、典型的质量文件图例宣传牌，强化材料验收人员

防造假意识。 

②安装质量违规造假举报牌 

在项目部仓库围栏、钢筋车间、钢结构车间、现场集装箱办公区

围栏等地张贴质量违规造假举报牌，公开项目部质量违规造假举报方

式，进一步提升两个“零容忍”的震慑效应，营造全项目反对造假氛

围。 

③防造假简易手册 

为加强关键岗位人员的防造假意识、防造假技能以及对造假行为危害的意识，发放

了《防造假简易手册》，进一步提升关键岗位人员的防造假意识。 

防控弄虚作假行动  



7. 强化防造假宣传力度 

④班组违规造假行为辨识牌 

为落实两个“零容忍”的管控要求 ，各

项目部对班组工作中易触犯的违规造假行为

进行针对性的识别、明确，并制作班组违规

造假风险辨识牌安装在班组集装箱内，通过

早班会进行集中宣贯学习，减少习惯性犯

错、无意识犯错的发生，使两个“零容忍”

意识达到“入脑入心”的效果。 

防控弄虚作假行动  



8、供方黑名单管理 

定期维护供方黑名单，黑名单中的供方不允许参与招投标活动和供方评审，对于出现造假行为的供方及

时列入项目部供方黑名单，对供方起到震慑和警示作用，避免造假行为的发生。 

防控弄虚作假行动  



9、防造假技术措施 

以“需求牵引、跨界融合、重点突破”为基本原则，充分运用新技术、数字化管理等方式，规

范人员行为，确保重要施工活动的可追溯性和规范性，例如：定位卡，焊材烘干室增加视频监控系

统等。 

技防措施与实体跟踪 

人员质量行为信息化管控 

防控弄虚作假行动  



04 核安全文化改进与提升 

★存在问题          ★改进方向 



1. 管理层发挥表率和示范作用，还需进一步加强 

•在进度、质量、安全、成本的矛盾处理方面还存在不足，需坚持“宁愿让客户因质量满意而忘记自
己，也不因质量问题而记住自己”。 

2. “按程序办事”执行效果欠佳，还需进一步强化 

•程序方案与实际操作还部分存在两张皮的现象，程序的可操作性、针对性、有效性还需进一步完善 

3. 技术引领生产与质量的细节策划度不够 

•如策划的质量检查指标全面性、对生产“三时”（关门时间、内控时间、警示时间）策划不足 

4. 经验反馈形式较单一，内外部重要性与严重质量问题，反馈的及时性不足 

•除常规的发文、自学与组织学习外，需丰富经验反馈形式，如开展“质量问题大讲堂”、“质量半
月谈”等专题活动。 



•1.1 学习、领会五部委安全质
量提升行动精神，对照集团公
司“核安全文化提升三年行
动”，再细化、再部署、再落
实 

•1.2 将质量提升、核安全文化
工作，落实到日常， 成为日
常工作制度、日常习惯。 

制度与习惯 

•2.1 以“核安全文化进班组”
为抓手，做好总结与相应标准
化工作，开展班组喜闻乐见的
工具、漫画、指南手册、防人
因失误等工具建设； 

•2.2 强化党员班组结对与核安
全文化培育、学习、运用新习
惯、新常态，实现在基层的生
根开花与结果。 

抓手与工具 

•3.1 强化管理层的核安全意识
与奖惩力度 

•3.2 管理层与班组核安全文化
落实对接挂钩 

•3.3 落实“防造假”一票否决
与追责。 

奖惩制度 

•4.1 运用成熟度管理工具，构
建质量提升、核安全文化建设
标准与评价指标体系。 

•4.2在核级物项的预制安装过
程中，开展”区块链技术“的
防造假技防措施与信息化建
设，从根本上杜绝造假产生的
土壤。 

成熟度与区块链 



  中国核建致力于建立完善系统化的核安全文化推进

工作机制，统一思想认识，明确工作目标，按照统一规

划、自上而下、整体推进的模式开展核安全文化推进工

作。利用新平台、新技术拓展核安全文化传播与培训教

育渠道，营造核安全文化氛围。通过强化领导表率、持

续规范人员行为助推核安全文化落地。提炼、固化并宣

传推广核安全文化推进良好 经验做法。规范评估工作，

使核安全文化建设工作持续性、常态化地开展，不断追

求卓越，持续改进和提升公司核安全文化建设水平。 



汇报完毕， 

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