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9月26日 星期四4 责任编辑／宋静 版式设计／申文聪

2013年9月11日，台湾代表团出现在
中国核学会年会上。对此，该学会秘书长
王德林表示，“政治意义大于现实意义，对
于台湾代表来说，他们回家了，回到了一
个蓬勃发展的核能大家庭中。”而对于来
自台湾核能研究所的代表来说，除了“回
家”参加会议，与同行相聚交流以外，更多
是寻求合作机会。

欧阳敏盛认为，这既能消除两岸核能
界彼此的排外心理，真正融成一家人，还

能参与到国内的核能科研、核电工程项目
中去。而这也是他一直倡导的团队合作
模式。

“台湾核能要想和大陆有更多、更深
的合作，就必须组团到大陆去。台湾的人
才参与到具体的科研、工程项目中去。比
如，台湾核电工程建设、核电运营管理等
方面的人员就可以先考虑到福建省、海南
省、江苏省、广东省等邻近台湾的省份去
参与核电建设。”欧阳敏盛说，“这有可能

是两岸核能合作由技术交流层面真正转
变成产业合作的切入点和新模式。”

与此同时，欧阳敏盛还谈到，两岸核
能合作中，台湾除了到大陆寻求发展之
外，其实还可以瞄准国际市场，与大陆相
关企业联手一起发挥各自优势，开发第三
方市场。“这其中，团队合作也是重要合作
模式。多年来，台湾与国际接轨发展的经
验和心得，应该会对大陆核能企业走向世
界有充分帮助和借鉴。”

创新模式：团队合作将成两岸合作新亮点

“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

“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简称原能会），为台湾原子能业务主管机关，
成立于1955年，目前主要负责核能发电厂、核设施及辐射作业场所的安全
监督。原能会内部设有综合计划处、核能管制处、辐射防护处、核能技术
处、秘书处、人事室、会计室、政风室，下设有核能研究所、放射性物料管理
局、辐射侦测中心等三个单位。

“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核能研究所

“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核能研究所（简称核能研究所、核研所）成立于
1968年 7月 1日，是台湾从事原子能、能源开发与辐射应用的专责机构，隶
属于原子能委员会。核研所下设三个研发中心，研究领域包括核能安全、
核设施退役及放射性废弃物管理、辐射应用、新能源与再生能源及环境电
浆五大领域。此外，核研所支持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管制。

台湾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于 1956年在台湾复校，设有原子科学院，并成立原子科学研
究所，是台湾唯一兼备教学与研究的核能科技教育机构，为台湾核能专业
人才培育的摇篮。

财团法人核能科技协进会

台湾财团法人核能科技协进会成立于 1994年 6月，由核能社团法人、
民间企业及国营机构捐助设立，旨在落实核能科技发展，推广核能科技应
用，加速核能工业发展，促进产、官、学、研、民间的合作与核能安全共识。
服务范围包括：办理或从事核能相关业务的专业训练、研究、调查、审查、检
查、检证及鉴定等事宜，核能科技服务、咨询及研发成果推广应用，核能科
技国际合作、学术交流与技术引进等。

台湾电力公司

台湾电力公司（简称台电），成立于 1946年 5月 1日，是一家涵盖发电、
输电、配电及售电的垂直整合型综合电力公司，且为台湾地区唯一售电公
司，主要发电方式涵盖水力、火力、核能及再生能源等多种电源。

台电有核一厂、核二厂、核三厂，6台机组平均每年约可发电400亿千瓦
时，2012年实际发电量共388.87亿千瓦时，占台电当年度总供电量18.4%。

两岸核能合作渐入两岸核能合作渐入““核核””心心
——台湾财团法人核能科技协进会董事长欧阳敏盛谈台湾核能发展

台湾代表团首次
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中
国核学会年会。

□本报记者 段新瑞

台湾核能机构

台湾核电厂
核一厂：台湾第一座核电厂，位于台湾新北市石门区，国际上多称

之为“金山发电厂”。现有 2 台装机容量 63.6 万千瓦的沸水堆核电机组，
设计寿命 40 年，1、2 号机组分别于 1978 年 12 月和 1979 年 7 月投入商运。
台电预计在2018年和2019年分别退役核一厂的两台机组。

核二厂：位于台湾新北市万里区，别称“国圣厂”。现有2台装机容

量98.5万千瓦的沸水堆核电机组，设计寿命40年，1、2号机分别于1981年
12月和 1983年 3月投入商运。台电预计在 2021年和 2023年分别退役核
二厂的两台机组。

核三厂：位于台湾屏东县恒春镇，又称“马鞍山发电厂”，是台湾唯

一位于南部地区的核能发电厂，也是垦丁国家公园内的著名地标。现有2
台装机容量95.1万千瓦的压水堆核电机组。

“龙门厂”：台湾新北市贡寮区正在兴建中的核能发电厂，因所在

地名“龙门”而得名。它为台湾的第四个核能发电厂，计划建造 2台发电
量为 135 万千瓦的沸水堆核电机组。目前预计商运日期延至 2015 年。
2013年2月，台湾宣布其是否续建将由公民投票决定。

延伸
阅读

2013年对于台湾核能产业来说，可以说不那么风平浪静。从对“核四”存废进行“公投”，
到反核大游行，除了政治人物之外，参与更多的是一大批反核明星和广大公众。一时间，许
多人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台湾核能将何去何从？

“台湾建设无核家园，将台湾核能产业逼到了困境。但从整体看，台湾核能的出路应该
在中国大陆。”2013年9月3日下午，在电话的另一端，台湾财团法人核能科技协进会董事长
欧阳敏盛，这位曾经担任台湾核能安全主管机关——“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一
职的核能专家，在谈到台湾核能未来发展时对本报记者表示。

核能是魔鬼，还是天使？
自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弃核”与“挺核”，

成为台湾能源政策争论的核心，并迅速发酵
为“大选”的重要议题以及台湾民众最关心的
话题之一。2013年2月，台湾宣布“核四”是
否续建将由公民投票决定，此外，已经建成投
运的核一厂、核二厂、核三厂不再延寿。这意
味着，有可能，台湾现有的三座核电厂将分别
在2019年、2023年和2025年“熄灯”。

这样的结局让欧阳敏盛颇为遗憾。
据他介绍，台湾于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
支持下开始发展核能发电，是亚洲地区最
早开发利用核能发电的地区之一。1978
年，台湾第一座核能电厂进入商业运作，
随后又接连建了两座核电厂，一直保持着
安全稳定运行的状况。核能发电量一度
占台湾能源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发展规
模与水平在亚洲仅次于日本。

“台湾放弃核电后，一大批经验丰富
的核能专业人才和四十多年的核能发展
经验将面临流失。这其实才是最大的无
奈。”谈到此处，欧阳敏盛略显激动，“这是
台湾核能最宝贵的财富。这么多年来，台
湾在核电运行、核电安全管理、核废物处
理处置以及核技术应用产业发展等方面
培育了一大批中青年人才，并积累了丰富
的管理和工程实施经验。”

“核”去“核”从：无核家园背后的遗憾

把目光瞄向大陆，其实不是最近几年
的事。

“台湾受地域限制，本来就面临着人
才和经验走出去的问题。”在谈到为什么
瞄准大陆时，欧阳敏盛用了“同宗同源、同
根文化”八个字来解释。

在他看来，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历史和
文化相通相融，有血脉相连的天然优势。

“在此背景下，两岸核电安全、中国大陆核
电蓬勃发展需求以及台湾核能具备的核
心优势，使两岸核能交流合作事实上已经
开展了二十多年。”

“两岸核电安全是双方合作的最大牵引
力。”据欧阳敏盛分析，核泄露影响不分国
界、不分地区，两岸仅隔一湾浅浅海峡且常
属同一个天气系统，一旦发生辐射外泄事
件，互相影响、相互冲击在所难免。就目前
两岸核电分布与发展状况看，两岸加强核能
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台
湾核电厂比福岛核电厂晚建7~8年以上，设
计更加安全。这4座核电厂皆位于海边，且
邻近可能发生地震的断层地带，因而易受到
地震和海啸的威胁。“因此，两岸必须加强核
电安全合作。”

“中国大陆也需要台湾的人才和经
验。”对于这一点，欧阳敏盛颇有信心。据
他介绍，台湾具有三十多年的核电厂运行
经验，具有丰富扎实的核能运行安全与文
化实践经验以及核废料最小化管理经验
与绩效，尤其是自创的低阶核废料先进处
理技术，在国际上都独树一帜。“中国大陆
新出台了核电中长期规划，在建核电规模
已经居世界首位。这样的发展速度需要
更多的人才资源。而同宗同源的台湾核
能可以补充这一不足。这其实是双赢的
过程。”

寻求双赢：同宗同源的选择

走出台湾，走进大陆。这样的步伐其
实早在上世纪 90年代就已开始。从 1990
年首批台湾核科技工程人员辗转从泰国
来到大陆，拉开两岸核能技术交流的序
幕，到现在的核安全技术、核电厂延寿、核
技术应用、公众科普、人才培养、项目管
理、核燃料循环等内容交流，两岸核能交
流领域愈发广泛和深入。

让欧阳敏盛难忘的是，中国核学会、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以及中核集团公司、中
国广核集团等单位一直与台湾核能界保
持密切交流和联系。比如，中国核学会和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就先后和财团法人核
能科技协进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中核集

团公司与台湾电力公司、台湾核能研究所
等单位就人才培养、核电安全、核燃料元
件制造、核废料处理等话题进行了数十场
的深入交流活动。中广核与财团法人核
能科技协进会签署人才交流合作协议，并
正在推进与台湾核电公司签署姊妹核电
厂协议工作。而中国核建集团下属的中
核二三建设公司则与台湾新亚建设公司
正在合作成立国际工程人才培训中心。

“其实在两岸核能交流中，双方都不
愿轻易错过这样一个寻求更多合作的机
会。”在他看来，实质性合作的深入，将给
两岸核电安全营运水平的提高带来很多
帮助。而通过这多年的技术交流活动，两

岸学术团体的交流正在从单纯的学术研
讨向建设合作平台转变，并为两岸同行合
作走向实质化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特别
是《海峡两岸核电安全合作协议》实施之
后，更将两岸的核能合作从技术交流层面
推向了产业合作层面。”

对这一《协议》的签署，欧阳敏盛认为
是开启了两岸核能合作的新纪元。据他
分析，未来双方的核能产业化合作将会集
中在核电建设、核电安全、核应急处理、核
废物处理处置、核设备制造以及核应用技
术等六大领域。“可以预见，两岸核能合作
过程中，不会存在太多实质性障碍。”对于
未来，欧阳敏盛信心十足。

深入“核”心：从技术交流到产业合作过渡

（本报记者刘兴对此文亦有贡献）

欧阳敏盛

两岸核能交流合作大事记

首批台湾核科技工程
人员辗转从泰国转机来到
大陆，拉开了两岸核能技术
交流的序幕。

中国核学会代表团首
次到台湾实现互访。

第一届海峡两岸核能学术交流
研讨会举办。

中国核学会与台湾财团法人核
能科技协进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中国核能行业协会与
台湾财团法人核能科技协
进会签署合作备忘录。

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共同建议，支持两会将核电安全纳入
商谈议题，推动两岸建立安全信息通报机制。

《海峡两岸核电安全合作协议》签署。《协议》约定合作范围涉及
核电安全法规与标准、核电安全分析与审查评估经验、核电安全监
督方法与经验等11个方面。2012年6月29日，《协议》正式生效。

两岸核
能合作研讨
会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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