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核电 2024年一季度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2024 年一季度，公司与多家境内外投资机构的 710 位投资者采用“一对一”

或“一对多”等多种形式进行了线上或线下沟通交流；接听投资者热线 104 次，

回复上证 E 互动 39 条。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编号：2024-01
投资者关系

活动类别

√特定对象调研       √分析师会议

□媒体采访            □业绩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          √路演活动

□现场参观

√其他 

方式 现场调研、电话会及参加策略会等

上市公司接

待人员姓名

证券部主任              李兴雷

核电开发事业部副主任   贾  朋

证券事务代表          姜　静

证券部主管             穆思齐

投资者关系

活动主要内

容介绍

1、2024年整体市场电价的情况

答：目前江苏省已公布 2024 年市场化电量为 270 亿度，其中

240 亿度为长协，长协价格比 2023 年降不到 2 分钱，其余 30
亿度为月度竞价；浙江省的市场电基本按核准价结算；福建省

大部分按核准价结算。

2、公司的核电机组未来的规划？

答：按照 2030 年实现碳达峰目标，结合核电项目约 5 年的建

设周期，“十四五”也就是 2025 年前，结合公司自身对核电

发展形势的判断，按照每年新开发 6-8 台机组具备核准条

件、2-4 台机组获得国家核准、并力争在项目核准后 1 年内实

现项目开工建设的节奏开展工作。

3、在未来几年项目建设高峰期，如何平衡资本开支的压力和

分红？

答：《公司章程》规定，在符合届时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前

提下，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

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虽然核电在建设和发展中对资金需求较

大，但是公司经营层考虑到需要给广大投资者更好的回报，在

匹配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同时，一直在努力提高广大投资者分

红收益水平。公司上市以来每股分红每年均稳步增长，分红金

额累计已达 169 亿元。公司目前具有良好发展态势，“碳达

峰、碳中和”为公司核电业务及新能源业务发展提供良好的机

遇，公司业务处于一个快速成长阶段，对资金有较大的需求。



但在考虑公司的长远发展的同时，为更好回报投资者，公司上

市以来每股分红每年均稳步增长，这个努力方向不会改变。

4、公司 2024年投资计划总额约 1215亿元，请问投资资金来

源哪里？ 

答：1215 亿元的资本性支出是全口径的项目支出，因此包含

资本金及银行贷款，资本金还包括外部股东即少数股东出资部

分。

公司目前处于成长发展期，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撑发展需要。在

实现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的前提下，兼顾公司的可持续

发展。公司一直坚持通过多渠道长短期结合开展融资，在保障

公司发展资金需要的同时，努力降低融资成本，为广大股东创

造更大的价值和更好的回报。本年，公司计划开展包括自有资

金、外部股东资金、债务融资等多种渠道融资，积极争取国家

政策支持和金融机构优惠贷款，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加大融资

创新力度，全面满足 2024 年公司发展资金需求。

5、公司向电力公司销售如何定价？

答：核电参与电力市场交易部分的上网电价依据各省的电力交

易办法执行，随市场交易价格波动。不参与电力市场交易部分

的上网电价执行核准电价。

目前核准电价执行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核电上网电

价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 1130﹞ 号）的政

策，2013 年 1 月 1日之前投运的机组一厂一价，2013 年 1 月 1
日以后投产的核电机组实行标杆上网电价政策：①全国核电标

杆上网电价确定为 0.43元/千瓦时；②全国核电标杆上网电价

高于核电机组所在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脱硝加

价）的地区，新建核电机组投产后执行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

电价；③全国核电标杆上网电价低于核电机组所在地燃煤机组

标杆上网电价的地区，执行核电标杆上网电价；承接核电技术

引进、自主创新、重大专项设备国产化任务的首台或首批核电

机组或示范工程，其上网电价可在全国核电标杆电价基础上适

当提高。核准电价一旦确定目前在整个寿命期内是不变的。

6、铀原料和燃料组件的采购和价格机制是怎样的？中长期来

看，燃料成本如何展望，是否有大幅上涨的可能性？

答：正常情况下，核燃料成本在营业成本中占比约 20%，其中

天然铀占一半。压水堆是目前国内外核电站广泛使用的反应

堆。压水堆核电站的核燃料使用铀 235含量为 3%-5%的低浓

铀，一组燃料组件总重 675KG左右，长循环 44 组，18个月换

料，预计一次更换重量为 29.7吨。公司目前采用的是先采购天

然铀再委托加工成燃料组件的方式，整个供应链上都是签订的

10 年的长协。长协的定价是有一个计算公式，不是和当前的



铀价挂钩的，是和以前的一段时间内现货和长协的价格挂钩来

确定本年度的价格，所以目前铀价的走势对于公司当前生产成

本方面没有太大影响，公司也正在关注整体铀价的波动状况，

公司认为铀价目前处于短期的波动状况。同时公司控股股东中

核集团拥有国内唯一的核燃料制造能力，有利于本公司核电机

组安全稳定运行的长期保障。公司入股了中核铀业，也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参与到前沿的产业链建设过程中去。

7、华龙一号已经稳定运营一段时间并将成为后续新项目的主

要技术路线，从实际结果来看，三代核电的经济性较二代核电

有所提升吗？ 

答：核电采用的技术不同，单位造价可能不同。目前公司旗下

的三代核电机组有福清核电 5、6 号机组的华龙一号和三门核

电 1、2 号的 AP1000，两种均为该机型的首堆工作，其中华龙

一号的造价约为每千瓦 1.6万元，AP1000由于之前设计没有固

化及设备制造的问题造价约为每千瓦 2万元。 由于目前核电

行业在我国仍属发展初期，特别是第三代核电技术正处于技术

消化、吸收阶段，未来随着主设备制造国产化率逐步提高、新

技术规模化应用、优化设计、缩短建造工期等，核电造价有望

呈下行趋势。公司控股股东中核集团也在积极发挥整合协同各

参建单位的优势，持续推进对华龙一号的优化改进工作。对于

未来的华龙机型，公司希望未来三代机组的建造水平和二代机

组的建造成本相当。此外目前国际通行的核电二代机组首次颁

发运行许可证是 40 年，三代是 60 年。

8、四代核电（高温气冷堆和快堆），以及小堆的经济性如何

展望？ 

答：我国核能技术发展秉持“热堆（压水堆）—快堆—聚变

堆”三步走的战略，现在仍处于“热堆”阶段，目前国内新建

商业核电项目的 “热堆”技术主要还是以华龙一号、AP1000
等三代核电技术为主，快堆等四代堆技术从示范到大规模商用

仍需经历一段时间。

小型反应堆具有功率范围广、经济性好、安全性高、用途广

泛、适应性强等显著优势，成为目前国际上反应堆的一个重要

的研究方向。小型压水堆继承了传统的成熟压水堆技术，由于

其具有在技术成熟性、安全性、经济性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因

而成为其中研发热门的堆型。小型压水堆主要是基于其功能的

灵活性，比如海上石油钻探等能源需求、陆上局部电网薄弱地

区或分布式电网地区的电力需求、缺水地区或国家的淡水供应

需求，将可能是后续小堆的主要市场之一。目前小堆示范堆已

在建设过程中，预计 2026 年投入商运。

9、核能的多元化利用，比如供热和制氢，对经济性提升的作



用大吗，目前是否有所实践？

答：氢能是未来最有希望得到大规模利用的清洁能源；核能是

高效、低耗、环保、清洁的代表。核能制氢将二者结合，进行

氢的大规模生产，我们认为是未来氢气大规模供应的重要解决

方案，为可持续发展以及氢能经济开辟了新的道路。高温气冷

堆作为第 4 代的反应堆，在安全性上更加可靠，由高温气冷堆

提供的高温蒸汽可超 500摄氏度甚至 700摄氏度，供汽品质完

全符合火电工业供汽标准且绿色环保。目前多个省份均提出意

愿，希望可以在该省落地核能供汽项目。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正

在进行高温堆制氢关键技术方面的研究，且国内首台高温堆示

范项目已于去年投入商业运行。公司目前也在积极开展高温堆

布局的相关工作。

核能的综合利用，是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作出的积极布局及改

变。此前我们常说要找寻核电厂址，那么今后我们可能就是要

找寻核能厂址，一字之差，就体现在了核能的多元化利用上。

核能多用途利用的一个方面就是供汽供热。秦山地区已经实现

了 4000户的核能供暖以及海盐县城工业相关的工厂供热。田

湾核电去年开工建设给工业产业提供核能供汽，目前已经建成

并正在与用户端进行联合调试，今年 6 月份应该能够投入运

行。投运之后每年可以给周边的石化园区提供 480万吨工业蒸

汽。工业供暖供汽的效益是非常好的，因为核能供汽效率高于

核能蒸汽转换发电的效率。核能多用途利用的应用场景广泛，

包括跟石化行业的耦合，它的定价就是以特定参数的蒸汽多少

元每吨来计算，具有良好的经济性。目前，相关化工企业均非

常看好由“华龙一号”或高温气冷堆进行工业供汽，实际需求

也较为迫切。

当然，核能并不仅仅局限于供热或供汽，比如海水淡化、同位

素生产等领域也均有核能的用武之地。目前我们在进一步拓展

核技术应用领域，正在从“单一型选手”向“全方位服务”升

级发展，力争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10、沿海厂址的开发空间还有多大？内陆核电的破冰，时间上

如何展望？

答：按照当前的核准节奏每年 8-10 台，沿海的核电厂址尚可

满足“十四五”，甚至“十五五”的发展需要。

内陆核电目前尚无明确时间表。“十四五”期间估计不会开放

审批，对内陆核电以保护厂址、继续研究为主。

附 件 清 单

（如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