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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创新是可持续能源未来的关键
文/威廉•马格伍德

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成功的能

源政策要满足可持续发展的三

大支柱——供应安全、环境保护和可

负担性。在快速发展的电力市场中，

核电对能源结构的价值将取决于其满

足当前和未来能源需求的能力——正

如三大支柱所反映的。显然，满足这

些期望将需要核技术的创新。

核电厂可提供可靠和可调度的电

力，可以白天和黑夜、一年四季和在

各种天气条件下，根据需要由电网运

营商进行传输。此外，核电厂可大规

模部署，以满足碳中性电力需求的预

期增长。随着可再生能源份额的大幅

增加，核能发电可能需要超越其传统

的基荷运行模式，增加灵活性。增加

灵活性意味着需要在以下领域进行优

化和创新：反应堆和燃料设计、增强

核反应堆的负荷跟踪能力、部署小型

模块化反应堆以及为电厂运营商提供

额外需求和收入来源的热电联产战略

发展。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核能是一种可

以解决环境问题的清洁低碳技术，但其

适应当今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市场条件的

能力仍然受到质疑。这类市场条件包括

可再生能源成本的下降外加政府对可再

生能源非常有利的政策和补贴，以及在

市场中没有碳定价的页岩气等非常规化

石燃料来源的份额不断增长。因为电力

市场的结构并不能反映技术和政策的这

些变化，所以这些因素降低了许多现有

基荷电厂，特别是核电厂的盈利能力。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电力市场必须现代

化，以确保长期可靠性；但无论未来走

向何方，核电的未来都需要创新，以降

低总的发电成本，同时保持高水平的核

安全。

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核能机构启动了“2050年核创

新”（NI2050）倡议，鼓励各国采取新

的合作方案，以进一步研究和部署有

助于实现可持续能源结构的创新核技

术。这一目标也得到核能机构其他举

措的支持，例如正在进行的关于先进

反应堆系统的研究以及与国际能源机

构在电力市场上共同开展的工作。

“2050年核创新”方案的核心是应

用多边战略来支持更有效地部署创新

型核技术。多边方案可以通过确定优

先事项、建立基于科学技术验证的坚

实共同基础以及确定共享资格认证方

法来支持强有力的许可证审批程序，

为全球部署创新型技术创建所需的信

心。

因为在任何技术发展的早期设

计阶段，安全都是一个“内置”的优

先事项，因此需要与当局和监管机构

进行一定程度的相互交流。安全机构

之间的国际合作可能是在不影响监管

独立性的情况下及早洞察任何创新的

安全方面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核能机

构已经提供这样一个框架，为各个

专门委员会提供一个广泛的讨论平

台。“2050年核创新”倡议现已选定

一套专题领域来制定一项“10年行动

计划”，这些领域包括耐事故燃料、

严重事故知识管理、非能动性安全系

统、老化结构管理、先进燃料和材

威廉·马格伍德是经合组

织核能机构总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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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三分之一的发电量来自低碳能源。要满足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目标，到本世纪
中叶，这一份额需增加到近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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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先进组件、燃料循环化学 /再循

环、热能生产和热电联产、建模和模

拟、数字化和测量、基础设施和示

范。“2050年核创新”倡议通过把利益

相关者聚集在一起关注共同的优先领

域，可以引发核技术的创新，这是核

能在未来可持续能源结构中发挥作用

的最重要条件。

许多国家面临的挑战是同时应对

电力市场的日益复杂性、电力需求的

增加以及制定减少碳排放的国家政策

的需要。没有足够的创新能力，使用

核技术的国家可能会被迫依靠技术上

更具创新性的国家，从而影响到他们

在能源领域的主权。因此，各国政府

需要密切关注超出经济和环境维度的

核电总体战略维度。

当今核技术的创新要求各国和核

领域的行动者加强参与和合作，以利

用集体技能和手段，在新技术方面建

立健全和强大的信心，开放国际市场

和吸引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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