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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第四代核电是目前正在研发的、在反应堆概念和燃料循环方面有重大创新的下一代反应堆，

其主要特征是安全可靠性高、废物产生量小、具有更好的经济性、具备多用途功能、可防止

核扩散。第四代核能系统是未来核能重要的发展方向，预期在2030年后投入实用部署。第四

代核能技术主要分为气冷快堆（GFR）、铅冷快堆（LFR）、熔盐反应堆（MSR）、钠冷快堆

（SFR）、超临界水冷堆（SCWR）、超高温气冷堆（VHTR）六种。

中国第四代核电在高温气冷堆、快堆及熔盐堆建设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2012年12月9日，山

东石岛湾高温气冷堆开始建设，该项目是国内第一座高温气冷堆示范电站，也是世界上第一

座具有第四代核能系统安全特征的20万千瓦级高温气冷堆核电站，2021年12月，石岛湾高温

气冷堆正式商运。2017年12月，示范快堆工程霞浦1#机组在福建霞浦开工建设，2021年2月，

霞浦2#机组开工建设。此外，中国中科院已系统掌握了钍基熔盐堆的系列关键技术，2018年9

月，位于甘肃威武的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项目开工建设，2021年5月主体工程基本完工，2021

年8月底完成机电安装，2021年9月启动调试。  

到目前为止，涉足四代核技术的大型央企包括中核集团、中国核建集团和华能集团，其中中

核集团独掌快堆技术，中国核建和华能合作研发高温气冷堆，且高温气冷堆的核心技术还掌

握在清华大学手里。另外两大核工业集团则进度缓慢，中广核集团在2016年同中核建签署《

高温气冷堆核电项目合作协议》，明确了由中核建控股、中广核参股设立国内及国外高温气

冷堆项目公司等事宜，推动高温气冷堆立足国内、走向海外，另外在超临界水冷堆技术上有

所投入。国电投则仍在忙于CAP1400技术的研究推进，无暇顾及四代技术。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4-2030年中国第四代核电行业分析与投资战略报告》共十三章。首先

介绍了中国核能行业发展状况，并分析了国外第四代核电的建设情况；然后报告深入分析了

中国第四代核电的发展环境及建设进展，并对超临界水冷堆、超高温气冷堆、熔盐堆、钠冷

快堆、铅冷快堆、气冷快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随后，报告介绍了第四代核电的综合利用情

况&mdash;&mdash;核能制氢、区域供热、热电联产、海水淡化，并分析了第四代核电领域的

国内重点企业经营状况；最后，报告对中国第四代核电的未来发展前景进行了科学的评估。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家能源局、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核能行业协

会、中企顾问网、中企顾问网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威、详实、

丰富。您或贵单位若想对第四代核电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第四代核电相关产业

，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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