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铸造“国之重器” 自主技术赋能三澳核电站建设

本报记者 齐金钊

东海之滨，海阔浪涌。 在浙江最南端的海岸线上，我国首个民营资本参股投资的核电项目———中广核浙江三澳核电站雏形已现。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在该项目建设现场调研了解到，随着该项目2号机组顺利完成穹顶吊装，我国自

主研发的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机组的各个重要部件正在陆续入场安装。

作为“国之重器” ，“华龙一号”机组带动我国核电产业链迅速崛起，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核动力” 。 中广核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依托“华龙一号”项目建设，中广核联合产业链企业持续开展核电关键设

备国产化及核心技术的攻关研发，并实现了重大突破。 中广核对国内核电装备产业链的牵引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

自主技术成就“国之重器”

初冬时节，凛冽的海风给浙南海边县城苍南带来阵阵寒意。 然而，三澳核电站项目建设现场却是一片火热繁忙的景象……几十台塔吊耸立，工程车辆有序进出，大型设备陆续进场安装，工人们紧锣密鼓地进行施工作业。

依山傍海，在观景台上俯瞰整个项目工地，昔日的渔村和滩涂焕发出新的生机。 在一众建筑物中，两个巨大的椭圆形圆柱体格外引人注目，这是搭载了两台“华龙一号”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的“核岛” 。 “核岛”是核电站安

全壳内的核反应堆及与反应堆有关的各个系统的统称，主要功能是利用核裂变能产生蒸汽，是核电站的心脏。

穿上特制的劳保鞋，戴上安全帽，经过多道戒备森严的闸门，以及布满各种线路和管网的蜿蜒通道，记者终于走进核电站的核心区域“核岛” 。

在三澳核电站巨大的椭圆形“核岛”内，仰望4个篮球场大小的巨大穹顶，动辄十几米高的反应堆压力容器、蒸汽发生器等主设备已就位，工人正在有序进行着主管道焊接等工作。

“目前，‘华龙一号’已经全面实现核岛主设备、核二三级泵、电气设备、核级仪控系统等400多项关键设备国产化。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华龙一号”反应堆压力容器（RPV）属于三代核电反应堆核心设备，其安全指标和技术性能

达到国际三代核电技术的先进水平，与二代改进型CPR1000机组相比，反应堆压力容器使用寿命由40年提升至60年，技术要求更高、制造标准更严、制造难度更大，代表着我国三代核电关键设备研发制造的最高水平。

“华龙一号”的面世，是一段自主技术成就“国之重器”的探索旅程。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引进了法国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M310堆型），在深圳建设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 当时，大亚湾核电站设备国产化

率几乎为零。

上世纪90年代，从建设岭澳一期核电站起，中广核逐步了解并掌握核电站设计及建造技术，逐步培养国内核电装备产业链，推进设备国产化，岭澳一期设备国产化率达到30%，至建设红沿河核电站二期时，设备国产化率提升至

87%。

2023年3月25日，中广核广西防城港核电站3号机组投产。 这是中国西部地区首个采用“华龙一号”的机组，其投产成为中国核电产业链协同奋进、做优做强的重要标志性成果。 目前，中广核“华龙一号”研发和设计成果在国际、国

内获得的奖项及专利达580余项，建立了一套国际先进的自主核电标准体系。

核电产业链高质量崛起

潜龙腾渊，鳞爪飞扬。 作为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目前中广核“华龙一号”已取得国际顶尖标准认证。 围绕“华龙一号” ，一条由数千家企业组成的核电产业链已经崛起。

目前，国内已建成以中国一重、国机重装和上重铸锻为产业龙头的大型铸锻件和反应堆压力容器制造基地，以东方电气、上海电气和哈尔滨电气为产业龙头的核电设备制造基地，以沈阳鼓风机集团、上海阿波罗机械、重庆水泵厂、

中核苏阀、江苏神通阀门和大连大高阀门为代表的核级泵阀制造基地，以中广核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为代表的DCS系统制造基地等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核电装备制造基地，掌握了核岛和常规岛关键设备设计、制造核心技术，构建

了完整的中国核电设备制造产业链，有力促进了我国核电工业发展。

“依托20台CPR1000（中广核改进型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方案）机组批量建设，中广核积极引导构建聚焦质量、竞争有序的核电设备供应市场，带动了产业链五千多家企业共同发展，基本形成了完整的核电设备产业链。 ”在

今年11月中旬举行的中广核“华龙一号”产业链建设会议上，中广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郭利民表示。

记者了解到，在核电产业链构建方面，中广核早在2009年就成立了核电设备国产化联合研发中心。 截至目前，该中心会员单位已从最初的50余家增加至139家，参与“华龙一号”项目建设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超过5400家，实现超过

1000台套核电高端设备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有力提升了核电设备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性。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宁小平称，依托联合研发中心，中广核联合国内产业链企业，共同开发新技术、研制新装备、持续突破关键设备核心技术，实现核岛主设备等400多项关键设备国产化，建立起一套国际先进的

自主核电标准体系，提升了我国核电产业链韧性和实力。

“依托中广核‘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中国一重完成了二代到三代的核电设备更新迭代，实现了企业由单件小批量到智能化、批量化生产的转型发展。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中国一重股份公司副总经理许崇勇表示，

在推进核电设备国产化的过程中，大家共同见证了我国核电装备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全过程。

为经济增长注入“核动力”

当前，全球能源转型处于重要时期，核电作为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持续注入“核动力” 。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发布的《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3）》蓝皮书预计，2030年前，我国在运核电装机规模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在世界核电产业格局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预计到2035年，我国核能发电量在总发电量的占比将达到

10%左右，相比2022年翻倍。

以三澳核电项目为例，中广核苍南核电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百万千瓦压水堆核电机组，全部商运后，每年将为浙江乃至长三角提供清洁能源约525亿千瓦时，这与2022年整个温州市用电量相

当，每年可减少标煤消耗1600余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300余万吨，相当于造林11万公顷。

从商业价值方面看，按目前市场情况测算，一台“华龙一号”机组全寿期内在国内创造产值将超过2000亿元，并提供超过15万个就业岗位。 另外，每出口一台“华龙一号”机组，将为我国带动相关机电产品和材料出口近200亿元。

展望未来，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长利表示，作为我国清洁能源发展的国家队、主力军，中广核将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紧紧围绕清洁能源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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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诺科技总经理邓翔：

拥抱“双碳” 新机遇 拓展能源数字化解决方案

●本报记者 武卫红

12月14日， 派诺科技在北交所敲钟

上市。 派诺科技实控人、总经理邓翔在接

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在 “双

碳” 战略背景下，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为

公司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公司将在

新型储能、智能微网、虚拟电厂等领域进

一步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能源数字化

核心竞争力，推动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注重研发与自主创新

派诺科技成立于2000年， 主要为大

型建筑、数据中心、金融机构、医院、交通

枢纽、工业园区等电力用户侧客户提供能

源物联网产品及能源数字化解决方案。公

司已发展成为国内电力用户侧能源数字

化服务主要供应商之一。

回顾企业发展历程，从一次性产品销

售到基于数据和算法的全生命周期能源

数字化服务，派诺科技实现了数次升级和

跃迁，始终走在技术发展前沿。 经过20多

年发展， 公司打造了一支拥有高水平、高

学历、丰富产业化经验的研发团队，汇集

了通信工程、电气自动化、计算机科学等

不同学科背景和多元化从业经验的高层

次人才。 邓翔表示：“创业不息、 创新不

止、创造不凡” 的企业精神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技术研发人才加入，为公司可持续发

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不断探索新的

技术方向和应用场景。

截至2023年6月30日，公司共有研发

人员190人，占员工总数的24.30%，其中

博士4人。 公司拥有专利194项，其中发明

专利48项；拥有软件著作权165项。 公司

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最近两年连续获得 “中国电工技术学会

科技进步一等奖” ，自研开发的AI算法在

国际及国内相关大赛上均获得奖牌。

主营业务稳健增长

招股书披露， 公司此次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将用于武汉智能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及补充流动资金。

按照规划， 武汉智能生产基地建成并完

全达产后将新增约100万台智能电力产

品、13万套交流充电桩和6000套直流充

电桩产能，更好地满足客户需求，进一步

提升公司的行业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

邓翔表示，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快，可

靠用电、节约用电、安全用电、能效管理等各

类需求迅速增长，大大拓展了公司能源物联

网产品和能源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市场空间。

近年来，派诺科技主营业务收入持续

稳健增长。公司积极拓展能源数字化解决

方案， 为客户提供用电与能源管理系统、

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等产品和服务。2020

年-2022年，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3.38亿元、4.92亿元和6.13亿元，近三年复

合增长率达34.79%；归属于母公司扣非净

利润分别为2141.41万元、5098.70万元、

5455.97万元，保持较强的盈利能力。

布局能源管理3.0版本

邓翔介绍， 能源管理系统大体经历

了3个版本的迭代，初代版本是本地部署

的用户侧配电智能化，2.0版本是关键机

电设备和各个相关系统互通互联云端

化，而3.0版本则是在2.0基础上接入大量

新能源设备， 新能源与各种其他能源可

调负荷动态调优，并与大电网互动。

“派诺科技进军基于源网荷储一

体化调控的能源管理3 .0版本。 ” 邓翔

说，源网荷储互联互动、协同互补，可

实现最佳系统资源配置和最优综合利

用效率。 同时，利用5G、人工智能等数

字技术， 将物理世界的源网荷储进行

数字化改造， 对电力系统物理世界形

成决策指导和优化， 进行灵活调节和

动态平衡，并通过电力与算力相融合，

最终构建万物互联、 万能互联的数字

能源世界。

据介绍，派诺科技建设运维的柳州工

人医院后勤能源管理系统展现出智能高

效的特征。通过智慧后勤物联平台搭载的

能耗监测、设备管理、能源监控、数据统计

等功能，为医院电力运维提供完整的系统

监控、系统诊断、故障报警和用能优化策

略。 据监测数据， 医院每日可节约电费

6500元，后勤运维人员缩减30%，运维成

本显著降低。

邓翔表示， 公司上市后将充分把握

“双碳” 战略和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带来

的重大市场机遇， 持续发力能源数字化

创新、节能提效、新能源应用等领域，探

索碳交易、 智能微网、 虚拟电厂等新领

域， 为客户提供一站式 “能源+双碳

+AI” 的服务，在数字化、电气化、低碳化

的行业大趋势下再次腾飞。

“春江水暖鸭先知”

经销商频现A股增持阵营

●本报记者 昝秀丽

近期，A股上市公司迎来新

一轮增持潮。 在增持队伍中，经

销商身影频现成为一道亮丽风

景。 分析人士表示，经销商处于

销售市场一线，对产业链相关上

市公司的产品销售具有较高的

市场敏感度。经销商加入A股增

持群体，有利于促进“制造商—

经销商—市场估值” 之间形成

正向循环。

经销商积极增持

近期，多家A股公司的经销

商加入增持队列。从近期经销商

增持标的特征看，被增持公司多

是行业龙头，销售网络往往遍布

全国。

12月4日， 国内最大的焊接

钢管研发、生产、销售企业友发

集团发布公告，部分经销商计划

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金额为1亿

元至2亿元，不设定价格区间，由

经销商根据对公司股票价值的

合理判断，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的信心以及对公司投资价值的

认同，经销商拟通过增持公司股

票，分享公司发展成果，实现公

司长远发展与经销商利益的结

合。 ”友发集团在公告中表示。

这是友发集团的经销商第

二次出手增持公司股票。 今年2

月，友发集团宣布，经销商完成

一轮增持计划，共斥资1.27亿元

增持2122.91万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1.48%。

慕思股份近日公告，部分经

销商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增持公司股份112.69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28%，合计增持金

额为3688.71万元。 公司此前披

露， 经销商拟增持3500万元至

7000万元公司股票。

同处家居行业的喜临门此

前披露，部分经销商累计增持公

司股份407.43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05%，耗资过亿元。

“喜临门自2017年起提出

扶优扶强的战略方针，在全国各

地大力引进资金实力强的龙头

加盟商。本次增持进一步体现了

经销商对喜临门发展的信心。 ”

浙商证券称。

此外，荣泰健康、东来技术

等多家行业龙头也于近期公

告， 部分经销商筹划持股计划

或增持。

共谋长远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 经销商增

持，与上市公司形成更加紧密的

利益共同体，彰显对上市公司经

营发展的信心。

“‘春江水暖鸭先知’ ，经

销商在市场敏感度方面具有优

势。 经销商增持，往往意味着相

关标的公司的股票价格相对偏

低。 ”巨丰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

翠霞说。

事实上，经销商与上市公司

借助股权投资进行深度绑定，在

此前已有不少代表性案例。在张

翠霞看来， 经销商作为增持主

体， 其投资通常更具有理性、长

期化特征。相比控股股东和其他

股东增持，经销商增持通常更具

有实现上下游深度绑定的意义。

荣正集团调研发现，希望通

过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深度绑定

企业发展的经销商越来越多。上

市公司也希望更有效地实施经

销商激励以强化市场竞争力，从

而实现“双向奔赴、合作共赢” ，

共谋长远发展。

新版国家医保药品目录

调整结果公布

●本报记者 傅苏颖

12月13日， 国家医保局举

行新闻发布会， 公布了2023年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结果。经

相应程序， 共新增126种药品；

121种药品通过谈判和竞价纳

入，平均降价61.7%。 新版医保

药品目录于2024年1月1日执

行，药品总数增至3088种。

程序规则更加完善

此次调整新纳入126种药

品。 其中，肿瘤用药21种，糖尿

病、精神病、风湿免疫等慢性病

用药15种，罕见病用药15种。 本

次调整后，目录内药品总数增至

3088种。 其中，西药1698种、中

成药1390种，慢性病、罕见病、

儿童用药等领域的保障水平进

一步提升。

据介绍，在谈判、竞价环节，

143个目录外药品参加。 其中，

121种药品通过谈判和竞价纳

入，成功率为84.6%，平均降价

61.7%，成功率和价格降幅均与

2022年基本相当。

经过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

连续6年目录调整，程序规则更

加完善， 评审测算更加透明，企

业对药品价格的预期更加客观

理性。本次调整新增进入目录的

品种数量进一步增加，患者受益

水平稳步提升，同时有效提振了

医药行业加大研发创新的信心。

国家医保局相关人士介绍，

此次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着力弥

补罕见病病种的保障空白，在准

入条件上连续三年取消罕见病

用药的获批年限限制， 在评审、

测算等环节明确予以倾斜，支持

符合条件的罕见病用药优先纳

入医保。

创新药谈判成功率92%

国家医保局相关人士介绍，

对创新药纳入医保目录给予了

很多政策倾斜， 建立了覆盖申

报、评审、测算、谈判等全流程的

创新药支持机制。 2023年，25个

创新药参加谈判，谈成23个，成

功率高达92%。 通过谈判，创新

药的价格更加合理，患者可负担

性大幅提高， 多数出现销量、收

入双双大幅攀升的情况。

同时，完善支持创新药发展

的谈判和续约规则，适当控制续

约以及新增适应症降价药品的

数量和降幅，给予新药企业稳定

的预期。按今年调整后的续约规

则， 在今年100个续约药品中，

70%以原价续约。31个销售额超

预期的品种需要降价，平均降幅

仅为6.7%。 同时，这100个续约

药品中有18个药品增加了新的

适应症，仅一个触发降价机制。

引导临床用药提档升级

复旦大学教授、2023年国

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药物经济

学专家组组长陈文表示，经过6

轮调整，国家医保局累计将744

个药品新增进入医保目录，其中

谈判新增446个，覆盖目录全部

31个治疗领域。 在谈判准入的

药品中， 肿瘤用药达到100个，

高血压、糖尿病、精神病等慢性

病用药93个。 通过谈判纳入目

录的药品，大部分是近年来新上

市、临床价值高的药品，大量新

机制、新靶点药物被纳入目录。

陈文介绍，2017年以前，医

保药品目录内没有1个肿瘤靶

向用药，2023年版目录中有74

个肿瘤靶向药，其中很多治疗领

域实现了不同代际靶向药的多

样化选择。 6年累计调出395个

疗效不确切、容易临床上滥用以

及临床被淘汰或者即将退市的

药品。 从临床使用情况看，目录

内药品在医疗机构用药的占比

逐年上升。中国药学会对部分样

本医院的监测表明，2018年至

2022年医保药品使用金额占样

本医院院均全药使用金额比例

上升至86.73%。 医保目录通过

“吐故纳新” ， 引导我国临床用

药“提档升级” ，多数治疗领域

已经与国际主流用药看齐。

铸造“国之重器”

自主技术赋能三澳核电站建设

自主技术成就“国之重器”

初冬时节， 凛冽的海风给浙南海边

县城苍南带来阵阵寒意。 然而，三澳核电

站项目建设现场却是一片火热繁忙的景

象……几十台塔吊耸立， 工程车辆有序

进出，大型设备陆续进场安装，工人们紧

锣密鼓地进行施工作业。

依山傍海， 在观景台上俯瞰整个项

目工地， 昔日的渔村和滩涂焕发出新的

生机。 在一众建筑物中，两个巨大的椭圆

形圆柱体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搭载了两

台“华龙一号” 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

机组的“核岛” 。 “核岛” 是核电站安全

壳内的核反应堆及与反应堆有关的各个

系统的统称， 主要功能是利用核裂变能

产生蒸汽，是核电站的心脏。

穿上特制的劳保鞋，戴上安全帽，经

过多道戒备森严的闸门， 以及布满各种

线路和管网的蜿蜒通道， 记者终于走进

核电站的核心区域“核岛” 。

在三澳核电站巨大的椭圆形 “核

岛” 内，仰望4个篮球场大小的巨大穹顶，

动辄十几米高的反应堆压力容器、 蒸汽

发生器等主设备已就位， 工人正在有序

进行着主管道焊接等工作。

“目前，‘华龙一号’ 已经全面实现

核岛主设备、核二三级泵、电气设备、核

级仪控系统等400多项关键设备国产

化。”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华龙一号”反

应堆压力容器（RPV）属于三代核电反

应堆核心设备， 其安全指标和技术性能

达到国际三代核电技术的先进水平，与

二代改进型CPR1000机组相比， 反应堆

压力容器使用寿命由40年提升至60年，

技术要求更高、制造标准更严、制造难度

更大， 代表着我国三代核电关键设备研

发制造的最高水平。

“华龙一号” 的面世，是一段自主技

术成就“国之重器”的探索旅程。 上世纪

80年代， 中国引进了法国先进压水堆核

电技术（M310堆型），在深圳建设中国

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

站。 当时，大亚湾核电站设备国产化率几

乎为零。

上世纪90年代， 从建设岭澳一期核

电站起， 中广核逐步了解并掌握核电站

设计及建造技术， 逐步培养国内核电装

备产业链，推进设备国产化，岭澳一期设

备国产化率达到30%， 至建设红沿河核

电站二期时，设备国产化率提升至87%。

2023年3月25日，中广核广西防城港

核电站3号机组投产。 这是中国西部地区

首个采用“华龙一号” 的机组，其投产成

为中国核电产业链协同奋进、 做优做强

的重要标志性成果。 目前，中广核“华龙

一号”研发和设计成果在国际、国内获得

的奖项及专利达580余项，建立了一套国

际先进的自主核电标准体系。

核电产业链高质量崛起

潜龙腾渊，鳞爪飞扬。 作为我国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 目前中

广核“华龙一号” 已取得国际顶尖标准

认证。 围绕“华龙一号” ，一条由数千家

企业组成的核电产业链已经崛起。

目前，国内已建成以中国一重、国机

重装和上重铸锻为产业龙头的大型铸锻

件和反应堆压力容器制造基地， 以东方

电气、 上海电气和哈尔滨电气为产业龙

头的核电设备制造基地， 以沈阳鼓风机

集团、上海阿波罗机械、重庆水泵厂、中

核苏阀、 江苏神通阀门和大连大高阀门

为代表的核级泵阀制造基地， 以中广核

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为代表的DCS系统制

造基地等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核电

装备制造基地， 掌握了核岛和常规岛关

键设备设计、制造核心技术，构建了完整

的中国核电设备制造产业链， 有力促进

了我国核电工业发展。

“依托20台CPR1000 （中广核改进

型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技术方案）机

组批量建设， 中广核积极引导构建聚焦

质量、竞争有序的核电设备供应市场，带

动了产业链五千多家企业共同发展，基

本形成了完整的核电设备产业链。” 在今

年11月中旬举行的中广核 “华龙一号”

产业链建设会议上，中广核党委常委、副

总经理郭利民表示。

记者了解到，在核电产业链构建方面，

中广核早在2009年就成立了核电设备国

产化联合研发中心。截至目前，该中心会员

单位已从最初的50余家增加至139家，参

与“华龙一号”项目建设的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超过5400家，实现超过1000台套核电

高端设备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有力提升

了核电设备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性。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宁小平称，依托联合研发中心，中广核联

合国内产业链企业，共同开发新技术、研制

新装备、持续突破关键设备核心技术，实现

核岛主设备等400多项关键设备国产化，

建立起一套国际先进的自主核电标准体

系，提升了我国核电产业链韧性和实力。

“依托中广核‘华龙一号’ 批量化建

设， 中国一重完成了二代到三代的核电

设备更新迭代， 实现了企业由单件小批

量到智能化、批量化生产的转型发展。 ”

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中国

一重股份公司副总经理许崇勇表示，在

推进核电设备国产化的过程中， 大家共

同见证了我国核电装备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全过程。

为经济增长注入“核动力”

当前，全球能源转型处于重要时期，

核电作为一种清洁、 高效的能源正发挥

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为我国经济高质量

增长持续注入“核动力” 。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发布的 《中国核

能发展报告（2023）》蓝皮书预计，2030

年前， 我国在运核电装机规模有望成为

世界第一， 在世界核电产业格局中占据

更加重要的地位。预计到2035年，我国核

能发电量在总发电量的占比将达到10%

左右，相比2022年翻倍。

以三澳核电项目为例， 中广核苍南

核电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

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 百万千瓦压水

堆核电机组，全部商运后，每年将为浙江

乃至长三角提供清洁能源约525亿千瓦

时，这与2022年整个温州市用电量相当，

每年可减少标煤消耗1600余万吨， 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4300余万吨， 相当于造林

11万公顷。

从商业价值方面看， 按目前市场情

况测算，一台“华龙一号” 机组全寿期内

在国内创造产值将超过2000亿元， 并提

供超过15万个就业岗位。 另外，每出口一

台“华龙一号” 机组，将为我国带动相关

机电产品和材料出口近200亿元。

展望未来，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长利表示， 作为我国清洁能源

发展的国家队、主力军，中广核将不断提

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核心功能，紧紧

围绕清洁能源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

支撑发挥作用。

东海之滨， 海阔浪

涌。 在浙江最南端的海岸

线上，我国首个民营资本

参 股 投 资 的 核 电 项

目———中广核浙江三澳

核电站雏形已现。 中国证

券报记者近日在该项目

建设现场调研了解到，随

着该项目2号机组顺利完

成穹顶吊装，我国自主研

发的三代核电 “华龙一

号” 机组的各个重要部件

正在陆续入场安装。

作为 “国之重器” ，

“华龙一号” 机组带动我

国核电产业链迅速崛起，

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核动

力” 。 中广核相关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依托“华龙

一号” 项目建设，中广核

联合产业链企业持续开

展核电关键设备国产化

及核心技术的攻关研发，

并实现了重大突破。 中广

核对国内核电装备产业

链的牵引带动能力进一

步增强。

●本报记者 齐金钊

三澳核电项目建设现场 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