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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钱天林：让核能撬动我国能源结构变革

 自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以来，“双碳”目标概念深入人心，而核能作为一种安全、清洁、经济、可靠的能源，被越来越多人看作是我国优
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供给安全、实现“双碳”目标、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

 2021年，在中核集团的努力下，华龙一号全球首堆、海外首堆陆续投入商业运行，世界首座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
工程并网发电，全球首个陆上商用模块化小堆玲龙一号开工建设，我国南方首个核能供热示范工程正式投运⋯⋯但核
能发展不止步于此，未来核能将走向何方？如何为双碳目标实现做出更大贡献？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
、中核集团科技质量与信息化部主任钱天林将围绕推动核能高质量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以及大力推动核能
制氢产业发展，为我们解答了种种困惑。

 提高核电比重 加快核电批量化建设步伐

 核电作为“零碳”能源体系的基荷电源，是目前惟一可以大规模替代煤炭为电网提供稳定可靠电力的电源。

 钱天林认为，核电运行稳定、可靠、换料周期长，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比越高越有利于整个电网系统的安全，越有
利于电网对风光等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大比例消纳。

 以华龙一号为例，每台机组每年发电近10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的年度生产和生活用电需求
，同时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31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16万吨。IAEA指出，核电以全球发电量总量的10%，
贡献了约1/3的低碳电力，未来只有增加核电利用，才有可能实现气候变化目标。

 但是，截至2021年12月31日，我国运行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为4071.41亿千瓦时，仅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5.02%。核
电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远低于法国（67%）、俄罗斯（20%）、美国（20%）等国。

 对于这一现状，钱天林指出，要稳步提高核电在我国能源电力结构中的比重，统筹核电厂址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加
快核电批量化建设步伐，有力提升我国能源安全保障水平。 

 高温气冷堆可实现大规模、持续、稳定制取“绿氢”

 除了核电外，在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氢能作为清洁的二次能源，将在我国能源结构变革中占有
重要地位。目前，全球95%以上的氢能来源于化石能源，生产过程会排放温室气体并造成环境污染。

 “核能是低碳、清洁、高效、安全、成熟的一次能源，与先进制氢工艺耦合，可实现大规模、持续、稳定制取‘绿
氢’。”钱天林说道。

 的确，相比于化石能源重整制氢，核能制氢是最具有前景的清洁氢生产手段。同时，相对于太阳能、风能、生物质
制氢，核能制氢具有分解效率高、便于工业规模化生产等优势，是最具提供大量产业用氢气潜力的技术。

 “综合技术、经济、环境多方面效益分析，核能制氢是未来氢经济体系中氢气最理想的来源之一。”他进一步指出
。

 那么，目前围绕核能制氢，又有哪些成熟的技术选择？他回答道，高温气冷堆高温高压的特点与大规模制氢工艺十
分匹配，是最适合发展核能制氢的堆型。实现大规模制氢后，将具备和煤炭制氢进行市场竞争的条件。我国在高温气
冷堆、超高温气冷堆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高温气冷堆制氢可成为制取“绿氢”
的主攻方向，满足能源变革高效、大规模、无碳排放制取氢气的需求。 

 加大对核领域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支持力度

 作为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名片，核科技是高科技战略产业，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核心技术，只有做好基础
研究，不断加强核科技的自主创新，才能让我国核能发展行稳致远。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处于重大突破口，全球能源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格局将深刻改变的关键时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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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核电国家纷纷加大对先进核能科技创新投入，重塑核能战略地位，新的发展制高点争夺空前激烈。

 钱天林表示，我国必须抓住核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有序推进核电技术进步和核能多用途利用，按照核能发展“三
步走”（热堆—快堆—聚变堆）战略，推进核能高质量发展，不断夯实和提高我国核能产业核心能力。

 针对我国核能产业仍然存在一些受制于人的技术瓶颈问题，他建议到，要加大对核领域基础研究和自主创新的支持
力度，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研设施投入等方面给予倾斜。

 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多项鼓励政策，从科研院所到高校为基础科研和科技创新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保障科研工作
者可以沉下身、静下心来做研究。未来，他希望可以出台更多针对企业的鼓励政策，不断完善企业科研能力和人才保
障体系，支撑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作者丨王宇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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