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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电企业在欧盟中东欧
成员国的前景分析

鲍宏铮

【内容提要】 　 在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过程中ꎬ 核电是中国在新兴

战略性产业领域对外投资的一张重要名片ꎮ 中国核电企业在中东欧地区取

得了重要进展ꎬ 并有望取得新的突破ꎮ 一方面ꎬ 核电在欧盟中特殊的政治

地位和核电工业的技术特性ꎬ 往往能使核电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政府补

贴审查和政府采购流程审查这两个中国企业在欧盟最常遇到的阻力ꎻ 而另

一方面ꎬ 核能的技术特性又可能使得中国在与俄罗斯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

位ꎮ 但综合国际局势、 市场演变和中国的技术进步等各方面因素ꎬ 未来中

国核电企业在中东欧国家仍将大有作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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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和核电可以说是中国在新兴战略性产业领域对外投资的两张名片ꎮ
在欧盟ꎬ 中国核电工业取得的一系列重要突破格外引人注目: 先是获得了

英国欣克利角 Ｃ 项目 (Ｈｉｎｋｌｅｙ Ｐｏｉｎｔ Ｃ) 和布拉德韦尔 Ｂ 项目 (Ｂｒａｄｗｅｌｌ Ｂ)
核电站的建设权ꎬ 接着又与罗马尼亚签署了切尔纳沃德 (Ｃｅｒｎａｖｏｄａ) 核电

站 ３ 号、 ４ 号机组项目的建设合同ꎬ 目前正在参与捷克杜科瓦尼 (Ｄｕｋｏｖａｎｙ)
和特梅林 (Ｔｅｍｅｌｉｎ) 核电站项目的竞标ꎬ 并可能参与保加利亚贝列内

(Ｂｅｌｅｎｅ) 核电站的改造和经营活动ꎮ 由于中东欧地区全部已建和拟建核电站

均位于欧盟成员国境内ꎬ 因此可以说ꎬ 欧盟的中东欧成员国已经成为中国核

电企业重要的海外市场ꎬ 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在这里取得了重要成功ꎮ
核电是一种特殊的能源ꎬ 在欧盟内部也存在很大争议ꎮ 中国核电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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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在欧盟将面临怎样的政治、 经济环境ꎬ 这些环境将给中国核企带来哪

些机遇和挑战ꎬ 值得深入分析ꎮ

一　 欧盟成员国对核电问题的争论

２０１６ 年ꎬ 欧盟的核电消费量占全球核电消费总量的 ３１ ８％ ①ꎬ 是全球

核电市场的重要参与者ꎮ 但是核电站的建设周期长、 造价高昂ꎬ 在环境、 军

事、 能源供应等多个方面具有高度的敏感性ꎬ 而且核污染具有扩散性ꎬ 欧盟

国家又大多领土狭小ꎬ 因此ꎬ 欧盟内部对发展核电也存在着很大的阻力ꎮ 核

电反对者与支持者之间的博弈ꎬ 是中国核电企业进入欧盟市场的基本背景ꎬ
中国核电企业在欧盟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都与这个大背景有着直接关系ꎮ

(一) 对发展核电的反对意见

首先ꎬ 核电站安全问题仍然是各成员国的主要担忧所在ꎬ 其中也包括

核电成员国自身ꎮ
回顾近 ３０ 年的欧盟能源政策ꎬ 欧盟对核电的态度出现过几次重大反复ꎮ
１９８６ 年苏联切尔诺贝利事故使世界各国对核电站的可靠性产生了高度

质疑ꎮ “冷战” 结束之后ꎬ 使用苏联技术的中东欧核电站进一步引起了西欧

国家的担忧ꎮ 因此ꎬ 有条件的 “去核化” 成为西欧对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

的一项重要条件ꎮ 同时ꎬ 要求老成员国 “去核” 的声浪也时有显现ꎮ
但是ꎬ 从 ２００４ 年起ꎬ 油价持续飙升ꎬ 迫使欧盟国家重新审视 “去核

化” 政策ꎮ 真正在这一轮政策调整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 ２００９ 年俄罗斯与乌

克兰的 “断气” 之争ꎮ 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高度依赖引发了欧盟的全面反思ꎬ
并决定开启新的能源安全战略ꎮ 核电再次成为欧盟国家考虑的重要选项ꎮ

情况的再次反转是 ２０１１ 年的日本海啸和福岛核电站事故ꎮ 福岛核事故

之后ꎬ 欧盟中的不少国家开始考虑减少对核电的使用ꎮ 同时ꎬ 来自俄罗斯

以外的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增加以及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ꎬ 都为

降低核电的消费占比提供了可能性ꎮ 作为欧洲最大的核电国家ꎬ 法国前总

统奥朗德已于 ２０１５ 年承诺将把核能在能源产出中的占比由 ７０％ 以上降至

５０％ ꎬ 现任总统马克龙则表示将继续这一 “削核” 进程②ꎮ 德国则于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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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承诺在 ２０２２ 年时彻底关闭所有核电站①ꎮ
在福岛核事故的背景下ꎬ 一些低级别的核泄漏事故也开始引起社会的

高度关注ꎮ 此类事故仅在 ２０１７ 年就出现过两起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ꎬ 从挪威到西

班牙的整个欧洲西端均出现了疑似核泄漏造成的放射性碘微量超标②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 比利时蒂昂日 (Ｔｉｈａｎｇｅ) 核电站的构件在 ５ 年之内第二次出现裂

缝ꎬ 引起临近的德国亚琛市居民的严重恐慌ꎬ 市政府被迫启动应急机制ꎬ
立即免费向 ４５ 岁以下市民发放碘片ꎬ 防止辐射危害ꎮ 这些低级别核事故严

重降低了欧盟居民对核安全的信心ꎮ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ꎬ 法国和比利时还出现了对核电站实施恐怖袭击的预

警ꎬ 并怀疑极端分子已通过核电站途径威胁到核不扩散机制ꎮ 这进一步引

起了各界的忧虑ꎮ
其次ꎬ 是对核能是否属于 “绿色能源” 的争议ꎮ 以奥地利为代表的欧

盟无核成员国坚持认为核能既不具备可持续性ꎬ 也非清洁能源ꎬ 因为核电

站除了核泄漏等固有风险外ꎬ 其更换燃料棒通常需要停机数周至数月ꎬ 因

此ꎬ 非核能源仍然要处于待命状态ꎬ 核电并非一劳永逸的能源选项ꎻ 而且ꎬ
核电站虽不释放温室气体ꎬ 但核废料处置是一项世界难题ꎬ 同样存在重大

的环境风险ꎮ
以上这些情况都使得欧盟核电国家的核能发展计划受到了挑战ꎬ 以至

于当欧盟重审 ２０１１ 年制定的 «２０５０ 年能源路线图» 并强调核能的重要性

时ꎬ 甚至在德国这样的核电成员国中都掀起了轩然大波ꎬ 引发德国副总理

的强烈批评ꎮ
此外ꎬ 英国 “脱欧” 也在改变着欧盟内核电问题争论双方的力量平衡ꎮ

英国是欧盟中的核电大国ꎬ 而且在福岛核事故的一片 “去核化” 声浪中ꎬ
仍继续上马了欣克利角核电站 Ｃ 反应堆项目和布拉德韦尔 Ｂ 项目等新的大

型核电项目ꎬ 成为欧盟内部推动核能发展的重要力量ꎮ 但目前英国 “脱欧”
已成定局ꎬ 欧盟内部支持核电发展的力量因此大为削弱ꎮ

(二) 中东欧成员国对核电的支持

尽管欧盟内部存在着强烈的反核电力量ꎬ 但对核电的支持力量也相当

强大ꎮ 这种支持首先来自欧盟委员会ꎬ 其次来自核电成员国ꎬ 而中东欧成

员国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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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委员会的层次上ꎬ 尽管存在着核电站安全隐患、 核废料处理等

问题ꎬ 但自从 ２０１０ 年欧盟出台 «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 以来ꎬ 应对气候变化、
发展低碳经济一直是欧盟经济的主要方向之一ꎬ 因此ꎬ 核电因其温室气体

的低排放量ꎬ 仍然是欧盟希望发展的重要能源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核电占欧盟全部

能源产出的 ２８ ９％ ꎮ 按照欧盟 «２０５０ 年能源路线图» 的预期ꎬ 即使考虑到

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ꎬ 到 ２０５０ 年时欧盟的核能发电量仍将继续保持在

１９％ ~２４％的比重ꎮ 这也成为欧盟能够顶住部分成员国压力ꎬ 对捷克、 匈

牙利等国的核电项目予以放行的政治基础ꎮ

表 １ 欧盟部分国家的核能生产与消费情况 (％)

　 　 　 项目
国别　 　 　

２０１５ 年核能占本国
能源消费的比重

２０１５ 年核能占本国
能源产出的比重

２０１６ 年可再生能源在本国
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保加利亚 １８ ４ ３３ ２ １８ ８

捷克 １５ ２ ２４ ２ １４ ９

匈牙利 １７ ０ ３６ ７ １４ ２

斯洛伐克 ２１ ７ ６２ ６ １２ ０

罗马尼亚 ８ ０ １１ ３ ２５ ０

斯洛文尼亚 — ４３ ０ ２１ ３

波兰 ０ ０ １１ ３

法国 ４１ ４ ８２ ５ １５ １

德国 ６ ５ １９ ８ １４ ６

西班牙 ９ ７ ４４ ２ １７ ３

英国 ８ ３ １５ ３ ８ ５

瑞典 ２４ ２ ４３ ２ ５３ ８

芬兰 １９ ９ ３４ ２ ３９ ２

比利时 １０ ４ ６５ ０ ７ ９

奥地利 ０ ０ ３２ ８

资料来源: 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ꎻ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 Ｅｎｅｒｇｙꎬ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２０１７ ｅｄｉｔｉｏｎ)ꎻ Ｅｕｒｏｓｔａｔꎬ Ｎｅｗｓ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Ｒｅ￣
ｎｅｗ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Ｕ (Ｊａｎ ２０１８) .

在各成员国的层次上ꎬ 欧盟截至目前的 ２８ 个成员国中ꎬ 非核国家和核电

国家各有 １４ 个ꎮ 在 １４ 个核电国家中ꎬ ８ 个为西欧国家ꎬ 分别为法国、 德国、
英国、 比利时、 西班牙、 荷兰、 瑞典和芬兰ꎻ ６ 个为来自中东欧的成员国ꎬ
分别为保加利亚、 捷克、 斯洛伐克、 匈牙利、 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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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东欧的核电国家比西欧略少ꎬ 但从能源结构来说ꎬ 中东欧国家

对核能却有更大的依赖性ꎮ 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 除法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具有

特殊核工业历史的国家外①ꎬ 核电在中东欧国家的能源消费中都明显占据

更高的比重ꎬ 约为西欧国家的两倍左右ꎬ 即使是比重最低的罗马尼亚也与

西欧核电国家的水平大体相当ꎮ 核电在中东欧成员国的能源产出中所占的

比重也比西欧成员国高ꎮ 由此可见ꎬ 中东欧国家对核能的需求强度更大ꎬ
核能更不易在短期内为其他能源所取代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虽然瑞典和芬兰两国的核能占比要比中东欧成员国高ꎬ
但其可再生能源在本国消费中的占比更高ꎬ 甚至在全欧盟内都是遥遥领先

的ꎬ 其能源结构的优化程度也远远高于中东欧国家ꎮ 中东欧成员国在可再

生能源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如果削减核电产能ꎬ 则往往只能转向传统化石能

源ꎬ 因此ꎬ 从环保、 减排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而言ꎬ 中东欧核电国家对核

能进行削减的余地显然小于瑞典、 芬兰两国ꎮ
根据世界核能网的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 欧盟境内在建的核反应堆

共 ４ 个ꎬ 其中芬兰 １ 个、 法国 １ 个、 斯洛伐克两个ꎮ 已规划完毕的核反应

堆共 ２４ 个ꎬ 其中捷克两个、 芬兰 １ 个、 匈牙利两个、 波兰 ６ 个、 罗马尼亚

两个、 英国 １１ 个ꎮ 拟议中的核反应堆共 ８ 个ꎬ 其中保加利亚 １ 个、 捷克 １
个、 立陶宛两个、 斯洛伐克 １ 个、 斯洛文尼亚 １ 个、 英国两个②ꎮ 从中可以

看出ꎬ 已规划完毕的 １３ 个核反应堆中 (不计英国)ꎬ 中东欧占 １２ 个ꎻ 拟议

中的 ６ 个核反应堆则全部在中东欧成员国ꎮ 中东欧国家对核电有着巨大的

需求ꎬ 也是欧盟未来发展核电的主要地区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核电支持国和反对国的博弈中ꎬ 双方的代表性国家

往往都能得到同盟者的支持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卢森堡作

为原告ꎬ 分别参加了奥地利反对英国欣克利角 Ｃ 核电项目和匈牙利保克什 －Ⅱ
(Ｐａｋｓ －Ⅱ) 项目的诉讼ꎮ 与此相应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罗马尼亚作为核电成员

国ꎬ 在奥地利、 卢森堡反对英国欣克利角 Ｃ 核电项目的诉讼中则站在英国一

方ꎮ 实际上ꎬ 在欣克利角 Ｃ 项目上ꎬ 匈牙利、 捷克、 斯洛伐克、 波兰、 法国

—５９—

①

②

法国的核能建设高峰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主要是由于法国在地理方面既无法获

得来自苏联的油气供应ꎬ 也没有英国、 挪威等国在北海的油气资源ꎬ 所以在第一次石油

危机之后ꎬ 核能成为保证其能源供给的最佳途径ꎮ 比利时的核传统则起源于其在 ２０ 世

纪初于刚果殖民地发现的铀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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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核电成员国均对英国明确表达了支持①ꎬ 而中东欧成员国在其中占了大多

数ꎻ 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 (即波、 匈、 捷、 斯洛伐克) 则在 ２０１３ 年就对欧

盟境内的核电项目表示了支持②ꎮ 最后ꎬ 围绕核电项目的两国诉讼逐渐转

化成了若干非核成员国与核电成员国之间两个松散集团的斗争ꎮ

二　 核电博弈在两大关键问题上的表现及给中国带来的机遇

由于核电站在经济、 军事、 安全等方面都属于战略性设施ꎬ 因此ꎬ 反

核成员国如果直接对核电成员国的核电决策表示反对ꎬ 往往会上升为外交

问题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反核成员国往往采取其他途径对核电成员国施压ꎬ
其中包括两个最重要的议题: 一是政府是否应该对核电企业或产业给予补

贴ꎬ 二是核电站作为大型公共设施建设的政府采购招标流程是否合规ꎮ 施

加压力的途径往往分为两个层次: 首先是通过行政途径要求欧盟委员会的

有关总司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ｌ) 进行调查ꎻ 如果调查结果不能满足反核成

员国的诉求ꎬ 则有关核电项目可能会通过司法途径被起诉到欧盟法院ꎮ 最

近 ５ 年来ꎬ 欧盟境内的几个重大核电工程几乎都遭遇了有关的调查和诉讼ꎮ
但从最终的结果看ꎬ 恰恰是在这两个领域ꎬ 核电项目的建设国都找到了对

调查和诉讼进行规避的有效方法ꎮ 由于政府补贴和政府采购流程也是中国

企业进入欧盟市场最常遇到的两个问题ꎬ 因此在欧盟着手修改有关法律之

前ꎬ 其已作出的有关裁决也同样为中国核电企业打开了便利之门ꎬ 成为中

国核电企业可以利用的机遇ꎮ
(一) 政府补贴问题

由于政府对行业和企业的补贴可能会造成市场价格扭曲ꎬ 因此ꎬ 欧盟

严格限制政府补贴行为ꎮ 这些限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核电行业和有关企业ꎮ
１ 通过政府补贴问题干预核电站建设的两个案例

最近 ５ 年来ꎬ 欧盟境内的几个重大核电工程几乎都遭遇了政府补贴方

面的调查和诉讼ꎮ 其中ꎬ 英国欣克利角 Ｃ 核电项目和匈牙利保克什 － ＩＩ 项
目最受关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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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ꎬ 欧盟委员会负责市场竞争的总司开始就英国欣克利角 Ｃ
核电项目的政府补贴问题展开调查ꎬ 认为英国政府对该项目提供了不适当的

补贴ꎬ 从而人为压低了建设成本ꎬ 影响其发电的价格ꎬ 破坏了市场秩序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该调查结束ꎬ 欧盟委员会认为ꎬ 英国在对有关问题进行整改后ꎬ
如符合欧盟有关规定ꎬ 可以继续施工①ꎮ 但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奥地利作为非核成

员国的代表ꎬ 将欧盟委员会诉至欧盟法院ꎬ 继续反对欣克利角 Ｃ 核电项目②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欧盟委员会又开始对匈牙利保克什 － ＩＩ 项目的政府补贴

问题进行调查ꎮ 该调查的起因是匈牙利接受了项目建设方俄罗斯原子能公

司 (Ｒｏｓａｔｏｍ) 提供的贷款ꎬ 而俄罗斯原子能公司是俄罗斯国有企业ꎬ 其资

金来源是否符合市场化要求则受到质疑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 欧盟委员会结束了该项目的政府补贴调查ꎬ 认为匈牙利

在强化该项目公司的核算独立性、 项目建成后拿出 ３０％ 的发电量用于市场

自由竞价销售等整改措施完成之后ꎬ 该项目可以继续施工③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奥地利又因不满欧盟委员会关于匈牙利保克什 － ＩＩ 项目有关政府补贴问题的

裁定ꎬ 将欧盟委员会诉至欧盟法院④ꎮ
这些行政和司法程序ꎬ 特别是欧盟委员会的调查ꎬ 牵扯到有关证照的

颁发ꎬ 因此对有关核电项目的施工进度产生了一定影响ꎮ
２ 核电的政治特殊性与对政府补贴问题的规避

从上述欧盟委员会的决定可以看到ꎬ 其在提出整改要求后ꎬ 对核电项

目都予以放行ꎮ 之所以这样ꎬ 是因为核电在欧盟中的政治特殊性ꎬ 而这一

特殊性的根源在于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 (Ｔｒｅａｔ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 Ａｔｏｍ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简称 «原子能共同体条约»)ꎮ

欧盟的前身ꎬ 即欧洲共同体ꎬ 是在 １９６８ 年由欧洲煤钢共同体 (１９５１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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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欧洲经济共同体 (１９５７ 年成立) 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１９５７ 年成

立) 这三个共同体合并而来ꎬ 因此ꎬ «原子能共同体条约» 在欧共体中具

有宪法性条约的地位ꎮ 也就是说ꎬ 发展核电是在 １９５７ 年现代欧洲一体化进

程早期就已经确定的一项既定目标ꎬ 并且载入了宪法性条约而受到欧盟各

成员国的普遍认可ꎬ 有关国家并不能因为反政府补贴的一般规定而阻碍发

展核电的这一宪法性要求ꎮ
１９９２ 年ꎬ 欧盟成立ꎬ 欧洲一体化进程融入了外交、 安全、 内务司法等

新的领域ꎬ 但三个共同体实际上在各自领域仍然存在ꎮ ２００２ 年ꎬ 为期 ５０ 年

的 «煤钢共同体条约» 到期ꎬ 煤钢共同体停止存在ꎬ 但 «原子能共同体条

约» 是无限期条约ꎬ 因此ꎬ 尽管在 «里斯本条约» 之后ꎬ 欧盟已经取消了

“共同体” 架构ꎬ 但经过技术性调整之后的 «原子能共同体条约» 仍然有

效ꎬ 原子能共同体也依然在履行着自己的职责ꎮ 特别是 «原子能共同体条

约» 第 ２ 条第 ３ 款规定: “原子能共同体应促进投资ꎬ 特别是通过鼓励企业

进行投资ꎬ 确保在共同体内建立发展核能所需的基本设施”ꎮ 正是基于这样

的原则ꎬ 欧盟委员会认为核电站不同于一般的公用事业ꎬ 对核电站建设进

行政府补贴也不同于一般的政府补贴ꎬ 其判断标准应不完全适用欧盟在反

补贴方面的一般规定ꎮ 欧盟委员会对匈牙利保克什 － ＩＩ 项目在建设方俄罗

斯原子能公司可能接受政府补贴这一问题上的裁决ꎬ 正是以这一条款为依

据ꎬ 认为 “发展核能是欧盟的共同利益”①ꎬ 从而允许该项目在整改后继续

进行ꎮ
应该说ꎬ 如果在核能安全领域或欧盟政治领域不出现大的变故ꎬ 那么ꎬ

欧盟以 «原子能共同体条约» 为依据ꎬ 对各核电成员国在政府补贴问题上

“网开一面” 的做法未来短期内不会改变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２ 日ꎬ 欧盟法院经过三年的审理ꎬ 就奥地利政府诉欧盟委员

会批准欣克利角 Ｃ 核电站一案作出判决ꎬ 驳回了奥地利政府的所有主张ꎮ 在

政府补贴问题上ꎬ 欧盟法院不但完全认可了欧盟委员会在作出批准决定时所

依据的 «原子能共同体条约»ꎬ 并围绕 “共同利益” 问题ꎬ 分政治和法律两

个层次作出了更加明确的阐述: 第一ꎬ 欧盟成员国政府所作出的决定ꎬ 不论

是否享受政府补贴ꎬ 均被认为是为了 “公共利益” 而非为了补贴享受者的个

体利益ꎻ 第二ꎬ 这里的 “公共利益” 并不必然是全欧盟各个成员国的共同利

益ꎬ 核电受益国的本国公共利益ꎬ 也符合 «原子能共同体条约» 对 “公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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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的要求①ꎮ
由于中国的 “中广核集团” 不但在英国欣克利角 Ｃ 核电项目中享受英

国的政府补贴ꎬ 而且在罗马尼亚切尔纳沃德核电站项目中也将享受罗政府

补贴ꎬ 所以政府补贴审查始终是中国核电企业在欧盟拓展业务时的一个重

要问题ꎮ 现在ꎬ 欧盟的有关裁决虽然不是直接针对中国核电企业ꎬ 但核电

在欧盟政治中的特殊地位是由欧盟宪法性条约规定的ꎬ 中国核电企业同样

可以从中受益ꎮ
３ 围绕核电特殊地位的争议

尽管 «原子能共同体条约» 为核电行业提供了某种特殊地位ꎬ 但这种

宪法性保证并不足以令各国核电公司高枕无忧ꎮ 经过近 ７０ 年的时间ꎬ 欧洲

和世界的政治、 经济和技术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ꎬ 但 «原子

能共同体条约» 却基本上没有变化ꎬ 因此ꎬ 部分成员国认为该条约已经无

法适应新的形势ꎮ
在 «里斯本条约» 谈判的过程中ꎬ 各国的保留意见均以声明的形式列

入了条约的正式附件ꎬ 与 «里斯本条约» 同时签署、 同时生效ꎮ 这样的声

明共 ６５ 则ꎬ 其中的第 ５７ 则即为德国、 爱尔兰、 匈牙利、 奥地利和瑞典五

国提出的应尽快修改 «原子能共同体条约» 的声明ꎮ
但时至今日ꎬ 欧盟仍未有任何更新 «原子能共同体条约» 的实质性

动作ꎮ 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在遵守低碳的大方向之下ꎬ 属于各成员国的

权限范畴ꎬ 欧盟对成员国的核电计划难以直接干涉ꎬ 又加之对核电的开

发利用具有欧盟宪法性条约奠定的法律和政治基础ꎬ 再加之中东欧核电

成员国对核电有着切实的需求ꎬ 因此ꎬ 核电成员国的核能规划目前还很

难受到根本性的动摇ꎮ 这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核电企业进入中东欧市

场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ꎮ
(二) 政府采购问题

政府采购问题涉及的主要是核电项目的招投标程序是否合规ꎮ 中国企

业由于缺乏在欧盟参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和法律知识ꎬ 因此ꎬ 经常

遭遇与政府采购有关的审查ꎬ 但核电的技术特殊性可能使核电项目规避掉

这一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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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匈牙利保克什 － ＩＩ 项目案例

欧盟近年来对核电项目政府采购问题进行的调查ꎬ主要表现在匈牙利保

克什 － ＩＩ 项目上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欧盟委员会在启动对匈牙利保克什 － ＩＩ 项目政府补贴调

查的同时ꎬ也启动了对其政府采购流程方面的调查ꎬ指出匈牙利政府并没有

进行符合欧盟规定的公开招标ꎬ而是把该项目的建设权直接授予了俄罗斯原

子能公司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欧盟委员会的调查结束ꎬ结论是:由于核电具有极高的技

术风险ꎬ因此ꎬ技术可靠性是第一位的———由于保克什 － Ｉ 核电站项目是由苏

联设计建造的ꎬ原技术提供方由于对施工地点的地质结构、水文情况及其在

过去几十年间的演变过程有着全面的掌握 ꎬ因此ꎬ可以被视为具有更高的技

术可靠性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依据欧盟 ２００４ 年公布的«公共设施政府采购流

程»序言第 ５０ 节关于“排他性”(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ｉｔｙ)的规定ꎬ项目可以不经过公开招

标流程ꎬ而直接将其建设权授予发包方认为技术可靠的公司①ꎮ 具体而言ꎬ
俄罗斯原子能公司因其具有技术继承性而享有了“因技术排他性而产生的豁

免权”(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ｉｔｙ ｅｘｅｍｐｔｉｏｎꎬ以下简称“技术排他性”)ꎮ 因此ꎬ苏联

原建设单位的继承公司———俄罗斯原子能公司获得该项目合同被认定为合

法ꎬ可以接续施工②ꎮ 这实际上意味着ꎬ只要核电项目的发包公司认为有必

要ꎬ那么ꎬ项目承接公司就可以“技术排他性”为由规避掉欧盟的政府采购

规定ꎮ
２ 围绕“技术排他性”问题的争论

与发展核电的宪法性规定相比ꎬ“技术排他性”的依据似乎要薄弱一些ꎮ
首先ꎬ“技术排他性”的必要性本身就存在争议ꎮ 最初有意参加匈牙利保

克什 － ＩＩ 核电站项目竞标的西屋电气公司(Ｗｅｓｔｉｎｇｈｏｕｓｅ)就曾表示ꎬ任何一

个核电站都是量身定做的ꎬ从来没有现成的模板ꎬ所以ꎬ欧盟委员会引用“技
术排他性”规则ꎬ就意味着向匈牙利政府暗箱操作的妥协③ꎮ

其次ꎬ各界对“技术排他性”的有效性也存在质疑ꎮ 此前的一个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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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他性” 为由没有进行公开招投标的核电站项目ꎬ 也是匈牙利政府在回应

欧盟调查时提到的一个项目ꎬ 是 ２００７ 年法国弗拉曼维尔 (Ｆｌａｍａｎｖｉｌｌｅ) 核

电站扩建项目ꎬ 当时的工程投资方直接将项目的设计与施工权授予了法国

本国的阿海珐公司 (ＡＲＥＶＡ)ꎮ 但弗拉曼维尔核电站却在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连续出现事故ꎬ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甚至出现了一次比较严重的爆炸事故 (但未造

成核泄漏)①ꎮ 该项目的安全性似乎并未因阿海珐公司具有 “技术排他性”
而得到更好的保障ꎮ

另外ꎬ 围绕匈牙利政府到底是如何为保克什 － ＩＩ 项目获取 “技术排他

性” 的ꎬ 还有一起轰动一时的悬案ꎬ 即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担任欧盟委员会能源

事务委员、 ２０１５ 年起担任欧盟委员会数字经济与社会事务委员的德国人欧

廷格 (Ｇｕｅｎｔｈｅｒ Ｏｅｔｔｉｎｇｅｒ)ꎬ 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乘坐由俄罗斯驻德国巴登 － 符腾

堡州荣誉领事曼戈尔德 (Ｋｌａｕｓ Ｍａｎｇｏｌｄ) 提供的私人飞机访问匈牙利并拜

会总理欧尔班一事ꎮ 此事关系到匈牙利保克什 － ＩＩ 项目合同的非招标授予

行为所享受的 “技术排他性” 豁免ꎬ 到底是合法取得ꎬ 还是因腐败而非法

取得ꎬ 即这一案例是否具有可推广性ꎮ 当时正值欧盟委员会对匈牙利保克

什 － ＩＩ 项目进行调查的关键时刻ꎬ 曼戈尔德在极力游说欧盟减轻对俄制裁ꎬ
而欧廷格既曾经是曼戈尔德所在的德国巴登 － 符腾堡州的州长ꎬ 又恰好是

保克什 － ＩＩ 项目签约时欧盟委员会负责能源事务的委员ꎮ 这一系列 “巧合”
一经曝光ꎬ 立刻引来了各方的质疑②ꎮ 尽管各当事方对外界的猜测均予以

否认ꎬ 但还是引来了欧洲议会发起的质询ꎮ 不过ꎬ 欧洲议会为此事在 ２０１６
年年底专门安排的两次质询ꎬ 却分别被欧洲议会的前任议长、 波兰人布泽

克 (Ｊｅｒｚｙ Ｂｕｚｅｋ) 和时任议长德国人舒尔茨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ｃｈｕｌｚ) 出面回绝或降

格了———布泽克和欧廷格均来自欧洲人民党党团ꎬ 因此ꎬ 布泽克被认为是

在保护本党成员ꎬ 而舒尔茨由于将在质询会议之后回国参加 ２０１７ 年的德国

大选ꎬ 并希望担任基民盟的外交部部长ꎬ 因此ꎬ 认为这场与欧廷格和曼戈

尔德这两个德国人有关的质询 “非常不是时候”③ꎮ 最后ꎬ 这一事件不了了

之ꎬ 欧盟方面也未示意此事与腐败有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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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争议给以 “技术排他性” 来规避欧盟政府采购规定的做法带来了

挑战ꎬ 但 １０ 年内对这一原则的两次援引都取得了成功ꎮ 应该说ꎬ 核电站作

为直接涉及核安全的特殊工程ꎬ 这种成功具有其必然性ꎬ 这也在相当程度

上增加了中国核电企业以 “技术排他性” 进入欧盟的可能ꎮ

三　 规避政府采购规定对中国核电企业派生出的挑战

保克什 － ＩＩ 的案例表明ꎬ 对安全性的要求可以使核电项目绕过欧盟政

府采购的一般规定ꎬ 这为中国核电企业进入欧盟市场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ꎮ
但是ꎬ 它带来了另一个问题ꎬ 即不论是在中东欧还是西欧ꎬ 目前都没有由

中国设计和建设的已投产核电站ꎬ 因此ꎬ 中国也就很难从技术继承性角度

来证明自己可以提供更安全的核电站设计和施工ꎬ 从而获得 “技术排他

性”ꎮ 由于历史原因ꎬ 俄罗斯在这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ꎬ 成为中国核电企业

的有力竞争者ꎮ
(一) 中东欧核电技术的苏 (俄) 制传统

中东欧地区ꎬ 在 “冷战” 期间成为核电国家的现欧盟成员国中ꎬ 除斯

洛文尼亚 １９７５ 年开工、 １９８３ 年投产的克斯科 (Ｋｒｓｋｏ) 核电站采用的是美

国西屋电气公司的技术外ꎬ 其他核电站均为苏联协助制造ꎬ 也就是说ꎬ 是

苏制传统ꎮ 尽管 “冷战” 已经结束近 ３０ 年ꎬ 但由于核电站寿命一般为３０ ~
６０ 年 (经过对核电站旨在延长寿命的改造升级)ꎬ 因此这些核电站至今仍

在使用ꎬ 并且成为扩建和更新换代的基础ꎮ
“冷战” 结束后ꎬ 中东欧地区的部分苏制核电站曾引起西欧国家的广泛

担心ꎮ 作为加入欧盟的条件ꎬ 欧盟于 １９９７ 年提出ꎬ 要在 ７ ~ １０ 年内关闭所

有危险核电站ꎮ 但是ꎬ 西欧这种担心并非针对所有的苏制核反应堆ꎬ 而是

主要集中在安全性比较差的两种主要类型上ꎬ 即 ＲＢＭＫ (大功率压力管式

石墨反应堆)① 和 ＶＶＥＲ (苏制压水反应堆) － ４４０ / Ｖ － ２３０ 型②ꎬ 其中

ＲＢＭＫ 反应堆也是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的类型ꎮ 这两种核反应堆

引发担忧的原因主要是其难以进行升级改造ꎬ 所以很难达到西欧的安全标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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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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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одяной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й реакторꎬ 即水 － 水高能反应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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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ꎬ 而采用这两种型号反应堆的国家ꎬ 主要是保加利亚和斯洛伐克ꎮ 在核

电站管理方面ꎬ 最主要的不合规国家是保加利亚ꎬ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ꎬ 立

陶宛也不合规①ꎮ 而其他中东欧国家的核电站则并未超越西欧对核电安全

性的容忍范围ꎬ 如匈牙利和捷克就从未运行过上述两种高危反应堆ꎮ
目前有意新建或继续运行核反应堆的中东欧成员国可分为两类ꎮ 第一

类是没有苏制核电传统的国家ꎮ 这类国家一是上述的斯洛文尼亚ꎻ 二是罗

马尼亚———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采用加拿大原子能公司 (ＡＥＣＬ) 的 ＣＡＮ￣
ＤＵ 技术 (一种与苏联 ＶＶＥＲ 技术、 西欧 ＰＷＲ 技术②类似的压水堆技术)
开始建造切尔纳沃德核电站ꎬ 于 １９９６ 年投产ꎻ 三是波兰———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由苏联在霍切沃 (Ｃｈｏｃｚｅｗｏ) 和萨尔诺卫切 (Žａｒｎｏｗｉｅｃ) 均规划过

核电站ꎬ 但由于经济和技术形势的变化ꎬ 这一规划没有实施ꎮ 第二类是苏

制核电传统的国家ꎬ 捷克、 匈牙利、 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 立陶宛等国正

在运行的核电站都具有苏制背景ꎮ 中国对这两类核电国家的市场都抱有兴

趣ꎬ 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国家ꎬ 甚至包括一些没有苏制传统的核电国家ꎬ 其

核电站的延寿改造、 扩建都不能将俄罗斯排除在外ꎮ 这从它们近年来的竞

标和建设过程便可见一斑ꎮ
１ 保加利亚

目前ꎬ 保加利亚唯一的核电站———科兹洛杜伊 (Ｋｏｚｌｏｄｕｙ) 核电站原

有 ６ 个核反应堆ꎮ 保政府在应欧盟要求于 ２００２ 年关闭了 ４ 个苏制 ＶＶＥＲ －
４４０ / Ｖ － ２３０ 反应堆后ꎬ 另两个苏制 ＶＶＥＲ － １００ 反应堆的延寿和改造工程

于 ２０１４ 年启动ꎮ ２０１４ 年ꎬ 科兹洛杜伊 － ５ 反应堆的延寿合同授予了法国国

家能源公司和俄罗斯原子能机构组成的联合项目公司ꎬ 俄方由俄罗斯原子能

机构的分公司俄罗斯核能公司 (Ｒｏｓｅｎｅｒｇｏａｔｏｍ) 和俄罗斯原子能海外公司

(Ｒｕｓａｔｏｍ) 具体承接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俄罗斯原子能海外公司又与保加利亚风险工

程公司 (Ｒｉｓｋ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签订了升级科兹洛杜伊 －６ 反应堆的合同③ꎮ
另外ꎬ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 保加利亚还希望在贝雷内地区再建造一

座核电站ꎬ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来自法、 德、 俄的多家公司均有所参与ꎮ ２０１３
年ꎬ 出于种种原因ꎬ 保政府中止了与俄罗斯核能出口建设公司 (Ａｔ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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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ｏｙｅｘｐｏｒｔꎬ ＡＳＥ) 的合作ꎬ 并随即引入由日本东芝公司 (Ｔｏｓｈｉｂａ) 控股的

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继续该项目ꎮ 但由于西屋电气公司的财务问题和该核电

站本身的经济前景问题ꎬ 贝雷内地区的项目于 ２０１５ 年告停ꎮ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国际仲裁机构对保加利亚政府中止与俄公司合作作出了有利于俄方公司的

仲裁ꎬ 令保政府向俄方支付 ６ 亿美元的赔偿金ꎬ 这充分说明了保俄两国此

前的合同完全合规ꎬ 受到了法律的保护①ꎮ
２ 捷克

捷克在杜科瓦尼 ( Ｄｕｋｏｖａｎｙ) 和特梅林分别有 ４ 座苏制 ＶＶＥＲ －
４４０ / Ｖ － ２１３ 型反应堆和两座苏制 ＶＶＥＲ －１０００ / Ｖ － ３２０ 型反应堆ꎮ ２０１０ 年ꎬ
捷克国家电力公司 (ＣＥＺ) 开始筹备新反应堆的招标ꎬ 西屋电气公司、 法

国阿海珐公司、 斯柯达 － 俄罗斯原子能公司联合体 (Ｓｋｏｄａ － Ｒｏｓａｔｏｍ) 三

家公司参与②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捷克国家电力公司因市场电价过低和政府无法提

供补贴而中止了新反应堆的招标ꎮ 但 ２０１６ 年ꎬ 捷克政府又有意重启该项

目ꎬ 并与俄罗斯、 韩国和中国 ( “中核集团”) 进行了接触ꎮ
３ 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的博胡尼采 (Ｂｏｈｕｎｉｃｅ) 核电站和莫霍夫采核电站 (Ｍｏｃｈｏｖｃｅ)
各有两座 ＶＶＥＲ － ４４０ / Ｖ － ２１３ 型反应堆ꎮ ２００４ 年ꎬ 意大利 “ＥＮＥＬ” 集团

入股斯洛伐克能源公司 (ＳＥ)ꎬ 拟在莫霍夫采核电站投资建设两座新反应

堆ꎮ 自 ２０１３ 年起ꎬ 由于建设严重超支ꎬ 斯洛伐克能源公司向国际市场寻求

贷款ꎮ 最终ꎬ 俄罗斯储蓄银行 (Ｓｂｅｒｂａｎｋ) 提供了期限为 ７ ５ 年、 总额为 ８
亿欧元的贷款ꎬ 并签订了 ３ 亿欧元的核燃料供货协议ꎮ 在扩建博胡尼采核

电站的过程中ꎬ 斯洛伐克的国有核设施建设与去功能化公司 (ＪＡＶＹＳ) 与

捷克电力公司组成的联合公司 “ＪＥＳＳ” 也曾因财务困难拟向俄罗斯原子能

公司出售股份ꎬ 后未果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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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匈牙利

匈牙利的保克什核电站现有 ４ 个反应堆ꎬ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修建ꎬ
１９８２ ~ １９８７ 年间陆续投产ꎬ 皆采用苏制 ＶＶＥＲ － ４４０ / Ｖ － ２１３ 型反应堆ꎮ 其

保克什 － ＩＩ 项目则仍采用苏制技术ꎮ
可以说ꎬ 在所有这些具有苏制核电传统的中东欧成员国中ꎬ 俄罗斯核

电企业的身影自始至终无处不在ꎮ 即使是没有苏制背景的罗马尼亚ꎬ 其在

２０１３ 年引入 “中核集团” 之前ꎬ 也曾于 ２０１１ 年确定俄罗斯原子能公司下

属企业原子能动力公司 (Ａｔｏｍｅｎｅｒｇｏｐｒｏｍ) 为切尔纳沃德核电站新反应堆

项目的三个竞标企业之一ꎮ 甚至在传统上属于西方国家的芬兰ꎬ 目前在洛

维萨 (Ｌｏｖｉｉｓａ) 核电站也有两座于 １９７７ 年和 １９８０ 年投产的苏制 ＶＶＥＲ －
４４０ / Ｖ － ２１３ 型反应堆ꎻ 而在 ２０１３ 年ꎬ 芬俄两国还签署了为汉希奇威

(Ｈａｎｈｉｋｉｖｉ) 核电站提供俄制 ＶＶＥＲ － １２００ / Ｖ － ４９１ 型反应堆的协议①ꎮ 俄

罗斯核电企业凭借其世界一流的技术水平和国有公司的资金优势ꎬ 往往成

为欧盟中东欧成员国在建设核电站时不能不考虑的选项ꎮ
(二) 苏 (俄) 制核技术面临的政治困局

尽管苏制核技术以其技术继承性优势而在中东欧核电市场上处于有利

地位ꎬ 但由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近年来的关系紧张ꎬ 俄罗斯这种优势也受

到了削弱ꎮ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ꎬ 到目前为止ꎬ 并非所有中东欧成员国的核电项目都有俄罗斯公

司的参与ꎮ
波兰的核电项目至今主要的参与者是法国阿海珐公司、 西屋电气公司

以及日立 －通用 (Ｈｉｔａｃｈｉ － ＧＥ) 联合公司ꎮ 美国联合机械工程集团的英国

核电公司 (ＡＭＥＣ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ＵＫ) 则于 ２０１４ 年获得了波兰核电站的设计和施

工权ꎬ 并于 ２０１８ 年完成设计方案ꎮ
立陶宛原有两座大型苏制 ＲＢＭＫ 石墨反应堆ꎮ 立政府在按欧盟要求分

别于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９ 年将其关闭以后ꎬ 就一直在寻找替代方案ꎮ ２０１２ 年ꎬ
日立 －通用联合公司获得了在维萨基纳斯 (Ｖｉｓａｇｉｎａｓ) 修建新核电站的建

设权ꎮ 立陶宛、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以及日立 － 通用联合公司四方共同持

股ꎮ 但该项目于 ２０１６ 年因财政问题而搁浅ꎮ
核电建设招投标的酝酿过程往往需要保密ꎮ 俄罗斯企业在波兰和立陶

宛核电站建设市场上的具体参与情况外界不得而知ꎮ 但从目前公开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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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ꎬ 应该说ꎬ 波兰和立陶宛核电建设中无俄罗斯公司参与的情况ꎬ 与它们

长期以来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是相一致的ꎮ 核电站作为重要的战略性

能源和安全设施ꎬ 若将其设计和施工交予俄罗斯公司ꎬ 在某些国家的政界

和民间可能会遇到强大的阻力ꎮ
而匈牙利保克什 － ＩＩ 项目之所以受到欧盟的大量调查ꎬ 乃至奥地利等

国的起诉ꎬ 按照匈牙利政府负责保克什 － ＩＩ 项目的主管官员阿索迪 (Ａｔｔｉｌａ
Ａｓｚóｄｉ) 的观点ꎬ 很大程度上也是乌克兰危机的结果ꎮ 他表示ꎬ 匈牙利的遭

遇是不公平的ꎬ 因为匈俄的核电协议签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 而当时正值索契

冬奥会期间ꎬ 外界并不知道俄罗斯准备对乌克兰危机进行干预ꎬ 有关的调

查是俄罗斯介入乌克兰危机之后才发起的①ꎮ 匈牙利的官员和主流媒体普

遍认为ꎬ 如果没有乌克兰危机ꎬ 俄罗斯对该工程的参与也不会如此艰难ꎮ
第二ꎬ 欧盟对俄罗斯 “断料” 的担忧ꎮ
由于核电站技术的特殊性ꎬ 通常核电站的承建商都要向该电站提供相

应的核燃料ꎮ 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明确要求各核电成员国必须保证核燃料

供应的多元化ꎬ 因此ꎬ 西欧地区的核反应堆通常都可使用两种或者三种品

牌的核燃料棒ꎮ
但苏制核电站情况有所不同ꎮ 在 “冷战” 期间ꎬ 苏联是所有中东欧国

家苏制核电站在核燃料方面的唯一供货商ꎬ 因此其在设计阶段就没有在不

同品牌核燃料之间进行切换的考虑ꎮ “冷战” 之后ꎬ 随着中东欧苏制核电站

的改造升级ꎬ 其他公司也开始生产可用于苏制核电站的核燃料棒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由核电站承建商提供的核燃料不再享有垄断权ꎬ 一般的供料合同

在 １０ 年左右ꎮ 此后ꎬ 由于技术的发展ꎬ 这一垄断供料时间逐步缩减至数

年ꎮ 但对于苏制核电站而言ꎬ 欧盟实际上仍然无法要求该核电站在建成之

后就立即弃用俄供核燃料ꎬ 转而采用西方公司制造的核燃料ꎮ 甚至捷克曾

在 “冷战” 之后一度在特梅林核电站使用过西屋电气公司生产的核燃料棒ꎬ
但出于种种原因ꎬ 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ꎬ 又开始重新全面使用俄罗斯提供的核燃

料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ꎬ 欧盟境内所有的苏制核反应堆 (全部为 ＶＶＥＲ 各型

反应堆) 均完全使用的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下属的核燃料公司

“ＴＶＥＬ” (Тепловыделяющий элемент) 提供的核燃料②ꎬ 由此引发了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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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俄罗斯可能对欧盟核电站 “断料” 的担忧ꎮ 这与俄罗斯对欧盟的天然

气 “断气” 一样ꎬ 可以直接威胁欧盟的能源供应安全ꎬ 成了欧盟成员国采

用俄制技术时的一大隐忧ꎮ 因此ꎬ 虽然中国核电企业在技术继承性上逊于

俄罗斯ꎬ 但欧盟政治形势的演变又可能使这一劣势获得一定程度的扭转ꎮ

四　 结　 论

在欧盟特殊的政治框架、 中东欧成员国特殊的历史背景、 复杂多变的

国际环境之下ꎬ 中国核电企业在这一地区面临着多重机遇与挑战ꎬ 但目前

来看ꎬ 机遇大于挑战ꎮ
首先ꎬ 中国企业在欧盟最常遇到的两大问题———政府补贴和政府采购

流程ꎬ 可能在核电领域通过 «原子能共同体条约» 和 “技术排他性” 得到

一定程度的规避ꎮ
其次ꎬ “技术排他性” 在使中国企业规避欧盟政府采购规定的同时ꎬ 也

加剧了中国与俄罗斯在欧盟核电市场上的竞争ꎮ 但中国与欧盟分属两个大洲ꎬ
并无地缘安全方面的直接冲突ꎮ 尽管欧盟对来自中国的投资ꎬ 特别是针对战

略性设施的投资持一定的怀疑态度ꎬ 但中欧双方都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最主要的推动者ꎬ 有着相似的理念和构想ꎬ 这是双方合作的政治基础ꎮ
再次ꎬ 中国已经在英国这一西欧发达的老欧盟成员国开始进行核电站

建设ꎮ 在技术方面ꎬ 中国广西防城港的华龙一号示范核反应堆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成功吊顶ꎬ 这是中国核电企业走向国际核电建设市场的重要一步ꎬ 极

大地增进了各国对中国核技术的信心ꎮ
最后ꎬ 欧盟核电市场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变革期ꎬ 旧有格局正在被打

破ꎬ 新的格局有待形成ꎮ 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ꎬ 欧洲电价近 １０ 年来一直处

于较低价位ꎬ 这直接威胁到了各国电力市场ꎮ ２０１５ 年ꎬ 法国阿海珐公司陷

入技术性破产ꎬ 核电业务转入法国电力公司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受福岛核事故影响ꎬ
东芝集团旗下的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申请破产ꎮ 这两大核电巨头在欧盟的多

个项目上都出现了大规模超支和严重超期ꎬ 难以继续 １０ 年以前的扩张势

头ꎬ 被迫让出了市场份额ꎮ 这使得像韩国电力公司 (ＫＥＰＣＯ)、 韩国水电

与核电公司 (Ｋｏｒｅａｎ Ｈｙｄｒｏ ａｎ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等大量新兴核能公司进入欧

盟市场ꎮ 而来自核电大国中国的核电企业ꎬ 凭借自主研发能力和丰富的经

验ꎬ 已经并将继续在新的竞争中展现出优势ꎮ
(责任编辑: 李丹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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