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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9日，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与国
家核电重组成立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2015年改革重组以来，国家电投规模实力进一

步提升，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国家电投承担了
我国三代核电自主化战略任务与核电、重型燃机两
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研发工作，成为唯一牵头组织
实施两个专项的中央企业。
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国家电投靠什么？“唯改

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国家电力投
资集团公司董事长王炳华说，我们身处能源革命、科
技革命、国有企业改革、电力体制改革的时代，“不改
革没有出路，不创新没有活力”。

抢占能源技术制高点

重组以来，国家电投强化科技创新驱动作
用，培育和壮大核心竞争能力，打造央企创新高
地。在牵头组织实施两个国家重大专项、聚焦传
统能源高效利用、核能安全利用以及新能源大规
模开发利用等方面，积极抢占能源行业技术制高
点，致力于提供先进能源技术。
“科技创新是引领能源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

创新能力也是集团最突出的差异化优势。”王炳华
说，“要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集
团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重组以来，国家电投核电技术创新不断实现

新突破。
其中，大型先进压水堆重大专项进展顺利，

CAP1400反应堆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评审，
多项重大技术创新的安全性、经济性和环境相容性
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NuPAC填补国内空白，成为首个通过中美两

国政府核安全监管机构行政许可的反应堆保护系
统平台，也为中国三代核电技术进入欧美市场提供
了技术准入。
此外，核电关键设计软件自主化技术研究课题

通过国家能源局组织的验收。CAP1400燃料定型
组件由国家电投所属上海核工院研制成功，标志着
国内自主化高性能燃料研发的又一突破性进展。
可以说，上述先进核电领域的创新突破，在推

动我国核电技术向国产化、自主化迈出关键步伐的
同时，也成为了增强国家电投未来核心竞争优势的
重要动力。
由于在核电重大专项的突出表现，2016年，

国家电投被国家“两机”专项领导小组正式确定
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型燃机的实施责任主体，
成为牵头组织实施两个国家级重大专项的中央
企业。
燃气轮机，工业文明孕育的“动力之花”。长期

以来，国内燃气轮机市场完全由外商把持。去年11
月底，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十三五”时期，将全面
启动实施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重大专项，突破“两
机”关键技术，初步建立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自主
创新的基础研究、技术与产品研发以及产业体系。
国家电投有关负责人介绍，按照国务院“小

核心、专业化、大协作、开放式、轻资产”的要
求，国家电投已完成重型燃机项目组织管理体系
顶层设计，项目建议书通过国家评审。

以新能源促新发展

为落实国家赋予的三代核电自主化战略任务，
重组后，在加强业务整合的同时，国家电投率先整合
了两家企业的科研资源，组建了中央研究院，进一步

取得“核”心竞争力。
成立于2015年9月的中央研究院，是国家电

投科研基础与核心平台，与各业务板块的技术开发
机构之间，形成基础、前沿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的科技创新体系。目前，该集团共拥有国家级研发
机构8家，省部级科研机构13家，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7个。
国家电投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创新体制上，

国家电投实施内外部“两个轮子”创新，建立了
高效开放的科技创新体系。内部突出“高精尖
缺”导向，目前全集团有科研人员6000多人，
学科带头人200多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6
人，青年“千人计划”1人，“百千万人才工程”
5人；集团外部继续牵头实施核电国家重大科技
专项，联合国内150多家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
近2万名科研人员，形成了跨部门、跨行业的科
技创新体系。
王炳华提出，集团内要发挥科研院所、工程设

计单位、产业应用单位的各自优势，建立产学研用相
结合的协同创新体系；集团外要推进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建设，扩大企业创新资源边界。要积极承担国
家科技计划任务，建设一批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
重组以来，国家电投有序推进科研战略性布

局。国家电投有关负责人介绍，在清洁高效火电、新
能源、综合智慧能源、分布式能源、智能微网、储能、
数字化电站等领域，选择关键技术进行集中攻关，加
快示范应用，促进转型升级。
目前，海上核动力平台、低温供热堆概念设计，

钍基熔盐堆、铅冷快堆等四代核电技术研发积极推
进。高效光伏电池技术、超临界CO2循环发电技
术、高效宽负荷超超临界机组、大规模水光互补技术
及应用、烟气多污染物协同脱除关键技术研究等完

成节点目标。与此同时，光伏制造实现突破，转换效
率提高20%。
“培育电力新动能离不开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的创新驱动，在资源环境约束下，以新能源促新发
展，是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王炳华说。

以清洁能源开发为主导

重组前，原中电投已是国内清洁电源占
比最高的企业，与国家核电合并重组后，清
洁发展更成为国家电投鲜明的发展特色。
数据显示，重组以来，国家电投清洁

能源比例逐年提高，2015年清洁能源比
重由重组前的38.47%提高至40%，2017
年再次提高至44.68%。
这与国家电投清晰的战略密不可

分。重组后，国家电投明确了以核电等
先进能源技术创新为驱动，以清洁能源
开发为主导，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为方
向，努力建设创新型、国际化的综合能源
集团和现代国有企业的总体战略。
根据规划，到2020年，国家电投电力装

机达到1.7亿千瓦，核电装机突破1000万千
瓦，高质量完成国家三代核电自主化战略任务，
清洁能源发电比重达到50%。
国家电投重组两年来，国家电投清洁能源发

展亮点不断。在核电领域，核电装机达到448万千
瓦，等比例控股的辽宁红沿河核电4台机组安全稳
定运行，控股建设的山东海阳核电加快推进，山
东国核CAP1400示范工程前期工作进展顺利，山
东海阳3、4、5、6号等多台核电机组列入国家能
源发展“十三五”规划。
在水电领域，总装机达2202万千瓦，成功打造

两个流域的水电梯级清洁能源基地，其中黄河上游
流域水电16级已建成发电10级，装机1039万千
瓦；沅水流域水电7级，已全部建成发电，装机414
万千瓦。
在火电清洁发展领域，不断优化火电布局和结

构，促进高负荷区大容量、高效率机组投产，拥有百
万千瓦等级机组9台，60万千瓦级及以上等级机组
占集团火电装机容量的56.89%，居国内同类发电企
业首位。
在新能源领域，风电装机1271万千瓦，太阳能

发电装机1002万千瓦；在建新能源项目657万千
瓦，储备新能源项目2604万千瓦。
可以预见，在全球能源市场清洁化发展、气候

变化已经达成共识的大趋势下，随着三代核电
AP1000依托项目和CAP1400示范工程按计划建
成投运，在水电、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领域既
有优势继续巩固发展，国家电投的核心竞争力将进
一步加强。

中电国际平圩发电公司仪控部副主任胡磊：

倾情守护这份光明的事业

我2004年参加工作，一直工作

在电力一线。电力仪器管理和控制关

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关系到工矿企

业的顺利生产。有时工作现场就像

战场。

今年7月的一天凌晨，公司二号

办公楼电源开关因老化严重出现故

障，急需控制人员技术支持。当天正

值双休日，又是高峰用电期，我让值

班人员原地待命，自己带上工具先去

看看。由于故障的开关柜年代过于久

远，厂家已经停产，无任何可供参考

的图纸，而新开关型号规格又不同于

旧开关，意味着拆卸、更换没有任何

资料可以参考，一场开关更换攻坚战

就这样打响了。

必须争分夺秒恢复供电！我通过

上网查资料，了解分析旧开关的工作

原理，现场拆线比对，分析新开关柜原

理图，根据实际重新配线，设计控制回

路图，测量、演算、手绘图纸直至当天

下午5点10分，新开关柜接线结束。

工作并没最终完成，必须要用试

验结果来验证。然而，没有电如何取

电做试验呢？大家愁眉不展之时，我

想到利用UPS外接电源。经过认真核

对和严谨操作，晚上8点半，身边闪

亮的灯光告诉我们抢修顺利结束。不

知不觉，我和大家三伏天在这个“桑

拿房”里整整工作了7个多小时！

能够获聘集团公司技能大师，我

感到十分幸运。如果没有刚参加工作

时师傅们手把手地教，没有现场工作

和技能竞赛的历练，没有公司的培养

锻炼，我是不可能获得这一荣誉的。

育人和修路一样，打好地基是关

键，路面坏了好修，可地基没打好，

怎么修都欠火候。针对初期班组人员

技能水平参差不齐的实际情况，我们

因人施教制定培训计划，组织“技术

讲堂”，结合日常工作划分重大项目

负责人、常规项目负责人和普通工作

人员三个层面，每周组织专人讲课。

截至目前，我们的“技术讲堂”已经

开讲了45堂，由于形式灵活，授课

内容主要结合现场实际，深受大家

欢迎。

当我们从父辈们的手中接过这根

接力棒时，就注定要竭尽全力守护这

份光明的事业。这份坚守不仅仅是承

诺，更包含着奋斗与奉献，正因为有

了许多默默无闻的奋斗者，我们这片

土地才越发生机勃勃。

（本报记者 亢 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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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国家电投投产的核级锆材生产线。

图② 国家电投开发的白音华煤矿。

图③ 国家电投生产的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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