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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团长许达哲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第 58 届大会上的发言

（2014 年 9 月 22 日，维也纳）

主席先生，

非常高兴首次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原子能机构大

会。首先，请允许我对您当选本届大会主席表示祝贺。我相

信，您丰富的外交经验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定将确保本次会

议取得圆满成功。借此机会，我对刚刚加入机构的科摩罗联

盟、吉布提共和国、圭亚那共和国、瓦努阿图共和国表示祝

贺。

今天，我很荣幸地带来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生致

本次会议的贺信，请允许我在此代为宣读。

“值此国际原子能机构第 58 届大会召开之际，我谨代

表中国政府表示衷心祝贺！

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 30 年来，双方始终密切合作，

在核能、核科研、核安全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为促进核能

在全球范围内安全、有效利用和防止核武器扩散作出了重要

贡献。

当前，中国政府正在着力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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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中国。我们坚持推进能源节约、控制能源消费总量、

优化能源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

效发展核电。中国愿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他成员国一道，

拓展合作范围，提升合作水平，携手应对挑战，共同推进人

类和平利用核能事业。

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主席先生，

中国高度重视机构在世界核能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一贯

积极支持机构工作。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严格履

行防核扩散国际义务；加强核安保能力建设，支持国际原子

能机构在核安保领域发挥主导作用；通过资金援助和人才培

训等方式，向新兴核能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为国际

原子能机构有效履行《规约》职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我愿

借此机会宣布，为庆祝中国加入机构 30 周年，也为表达对

机构工作的支持，中方将向机构捐赠一套价值约 250 万美元

的新型辐照系统，用于机构核技术实验室更新改造项目，希

望对机构核技术应用推广工作有所帮助。

30 年前，中国与机构合作扬帆启航；今天，双方合作硕

果累累。30 年前，中国大陆核电从零起步；今天，中国核电

建设成就举世瞩目。30 年前，中国核安全监管工作刚入正轨；

今天，核安全监管体系日臻完善。30 年前，中国核能技术相

对落后；今天，中国核领域自主创新亮点纷呈。本次大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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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中国将举办“中国加入机构 30 周年”专题展览，欢迎

各位代表莅临指导。

中国与机构 30 年成功合作支持和见证了中国核工业发

展壮大的进程。历经近 60 年不懈探索，中国核工业迎来了

收获的金秋，我们坚持核燃料闭式循环技术路线，稳步推进

核燃料循环产业“规模化、自主化、市场化、国际化”，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自主的核燃料循环体系，核燃料产业水平和

能力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满足三代核电技术要求

的“华龙一号”，近期通过了总体技术方案评审；研究掌握

了具有第四代特征的高温气冷堆技术，目前正在开展示范工

程建设；自主研发的 CAP1400 压水堆技术，已通过初步安全

分析报告评审，基本具备开工建设条件。中国愿与致力于发

展核能的国家共享经验，在核电建设、核燃料加工服务等领

域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帮助，为世界核能发展作出贡献。

主席先生，

今年 3月，习近平主席在海牙核安全峰会上，全面阐述

了发展与安全并重、权利与义务并重、自主与协作并重、治

标与治本并重的核安全观，作出了坚定不移地增强核安全和

核安保能力的庄严承诺。目前，中国已经建立起了与国际接

轨的、较为完备的核安全监管和核应急管理体系，核电机组

保持了良好的安全运行记录。未来，我们将按照全球最高安

全要求新建核电项目，新建核电机组必须符合三代安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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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中国在全面提升自身核安保能力和水平的同时，积极开

展核安保领域国际合作，2013 年 10 月，开工建设中美核安

保示范中心，今年 7 月中心主体建筑已经封顶，预计 2015

年底前可以投入使用，将成为中国及亚太地区核安保领域人

员培训、技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此外，在本次大

会期间，中国将与机构、加纳签署《关于为研究堆协助供应

低浓铀的协定》，为提升全球核安保水平作出积极贡献。

主席先生，

福岛核事故三年来，世界各国对核能发展的认识重归理

性，人们认识到，核能对推进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

建安全、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体系，保障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 40 个国家陆续表明了新建核电站的

意向，国际核电市场复苏态势明显。

中国始终坚持发展核能的信心不动摇，始终坚持在确保

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不断取得核能事业的新进展，

在过去的一年中，红沿河核电站 2号机组、宁德核电站 2号

机组、阳江核电站 1 号机组及福清核电站 1号机组相继投入

运行。目前，中国大陆运行核电机组 21 台，总装机容量 1902

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 27 台，总装机容量 2953 万千瓦，约

占世界在建规模的一半。根据中国调整后的核电中长期发展

规划，到 2020 年，中国在运核电机组将达到 5800 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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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 3000 万千瓦。2014 年 8 月，国务院提出大力发展清洁

能源，并作出了开工建设一批沿海核电项目的新部署，明确

表达了中国稳步有序推进核电建设的坚定决心，必将为世界

核能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主席先生，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核武器扩散，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

毁核武器，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核供应国集团、

桑戈委员会等主要国际防核扩散机制，在核武器国中率先实

现了附加议定书生效，并建立了完善的核材料管制和核出口

控制体系。长期以来，中国坚定支持机构提高核保障监督体

系的有效性和保障监督效率，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防扩散进

程。

中国始终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

定，主张通过对话与协商的方式，和平解决朝核问题，这不

仅符合朝核问题有关各方的利益，也符合本地区乃至国际社

会的共同利益。中国政府在促进六方会谈方面作出了积极努

力，今后还将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于伊核问题，中国始终认为，对话与谈判是解决伊核

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为此一直本着客观、公正和负责任的

态度积极劝和促谈，为推动伊核问题和平谈判进程发挥了建

设性的作用。中方愿继续与各方保持沟通，同国际社会一道，

为最终全面、长期、妥善解决伊核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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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生，

30 年春华秋实，中国与机构相向而行；30 年玉汝于成，

中国与机构携手共进。我们始终认为，中国核能的发展离不

开机构的支持，机构的发展壮大也需要中国的参与。中国与

机构合作正值而立之年，更美好的未来等待我们共同创造。

中国愿与机构和广大成员国共同努力，继续致力于和平利用

核能和防止核扩散，为实现“中国梦”，为人类和平、安全

和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主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