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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际油价不断上涨以及能源需求的日渐扩大，东南亚国家将目光转向了核能，泰国、印尼、越南、马

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甚至柬埔寨等国都相继提出了核能发展战略，并计划于 2015 年建成东南亚第一座核电站。但这些国

家对核能的监管等能力受到东盟内外的质疑，尤其是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后，东盟国家的核能开发战略以及与此相关的环

境安全等问题引起全球的关注。东盟国家的核能开发战略可能放缓，但这些国家的核能开发计划不会完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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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ing international oil price and expanding energy demand，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re
turning to nuclear power. Thailand，Indonesia，Vietnam，Malaysia，the Philippines，Myanmar，Cambodia and
so on have put forward their nuclear energy development strategies，and even plan to build up Southeast Asia's first
nuclear power plant in 2015. However these countries' supervision ability of nuclear power is questioned inside and
outside ASEAN． Especially after Fukushima nuclear power plant crisis，the nuclear energ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he related environmental and safety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 have attracted global attention. ASEAN
countries' nuclear energ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re likely to slow down，but these countries will not completely
stop their nuclear development program.

受国际油价不断上涨以及能源需求日渐扩大的
影响，东南亚国家近年纷纷将目光瞄准核能，计划
在 2015 年至 2021 年左右建成东南亚第一座核电
站。但这些国家对核能的监管等能力受到东盟内外
的质疑，尤其是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后，东盟国家
的核能开发战略以及与此相关的环境安全等问题引
起全球的关注。

一 东南亚各国的核能发展计划升温

东南亚国家的核电项目正在积极的运作当中，

泰国、印尼、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甚至
柬埔寨等国都相继提出了明确的核能发展战略和具

体的核电发展计划。
泰国: 为了适应经济快速发展对电力的迫切需

求，泰 国 把 希 望 寄 托 在 发 展 核 电 上。泰 国 政 府
2007 年 4 月公布了从 2007 年到 2021 年为期 15 年
的电力开发计划，计划兴建 5 个核电厂，总发电能
力达 5000 兆瓦，其中 2 个分别计划在 2020 年和
2021 年投入运营。核电站所使用的核反应堆类型
尚未确定，但发电规模均定为 100 万千瓦［1］。泰国
政府表示将聘请 200 多名核电站专家，对全国的核
电资源进行评估，在厂址科学性、安全性、环保性
等方面进行论证，并准备耗资约 60 亿美元在 10 至
15 年内建成该国首个核电站。泰国有关部门已经
开始招募技术人员进行培训，并就核电厂的建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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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行勘查、协议、沟通，包括积极与东盟内其他
国家进行有关核能电厂建设事宜的沟通，取得其他
国家的技术帮助和支持，另外，在国内积极争取民
众的支持，已经先期拨付了 2 亿泰铢进行核电的先
期宣传工作。

印尼: 印尼原计划 1997 年实施核电站项目，

但由于公众的反对以及纳土纳大型天然气田的发现
和开发，加上 1997—1998 年的金融危机，这一计
划被搁置。2005 年国际油价上涨剧烈，作为欧佩
克在东南亚的唯一成员国，印尼不受其利，反受其
害。随着国内经济的复苏以及电力短缺情况的加
剧，印尼政府 2003 年宣布恢复中止了 5 年的核能
源发展计划。2005 年 4 月，印尼政府通过媒体宣
布了政府发展核电的打算，寻求民众的支持。2006
年 5 月，印尼政府两名官员就核电问题发表明确讲
话，印尼计划在 2015 年前建成首座大规模核电站，

初期发电能力 1000 兆瓦，然后发展到 4000 兆瓦，

能够满足印尼 5%的电力需求，印尼的核电站计划
被重新提上日程［2］。2008 年印尼国会通过了核能
法，并完成了对能源发展蓝图的审议。印尼宣布，

力争在 2025 年前建成四座总发电量达 6000 兆瓦的
核电站，主要为爪哇与巴厘岛的农村地区提供电
力，其中第一座核电站于 2008 年招标。印尼的核
电站计划成了不少国家眼中的商机。自 2007 年底
至 2008 年初，韩国和日本已经与印尼达成了开发
核电站的协议，俄罗斯也宣布将参加印尼首座核电
站的投标［3］。印尼政府表示，苏拉威西岛哥伦打
洛省极有可能是印尼第一个能够提供 4000 兆瓦电
量核电厂的地点。核电厂的目标是，到 2017 年能
提供国家能源总需求的 2% 电力［4］。而邦加勿里洞
( Bangka Belitung) 省长 2010 年 12 月底表示，邦加
勿里洞省政府准备兴建两座总发电量达 1. 6 万兆瓦
的核能发电站，以满足国内特别是邦勿地区的电力
需求。两座核电站将建立在西邦加县文岛 ( 发电
量 1 万兆瓦) ，以及南邦加县 Permis 乡 ( 发电量
6000 兆瓦) ，因为这两个地区拥有良好的土地结
构，适合兴建核能发电站，同时两个县区也接近海
岸，可减低电力供应成本［5］。

越南: 越南建设核电站的设想由来已久，早在
2006 年，越南政府就出台了和平利用核能战略，

计划在 2017—2020 年建成首座核电站并运行发电。
2007 年，越南政府将首座核电厂的建成时间提前
到了 2015 年。同年 6 月，越南政府公布 《原子能
法》草案，为发展核能提供法律保障。越南政府
于 2009 年 8 月审批颁行 《加快建立核电站决议的
草案》，宁顺省核电站项目已于 2009 年得到越南国

会通过，其中，宁顺 1 核电站将于 2014 年动工，

第一个机组将于 2020 年投入运行［6］。到了 2009 年
11 月，越南国会开始正式提出建造核电站的提案。
2010 年越南已经把利用核能提上了国家议事日程，

越南政府 2010 年 7 月初批准了 《2010—2030 年核
电发展规划指导意见》，决定在 20 年内建设 8 座核
电站，是 2009 年越南国会批准建设核电站数量的
4 倍。规划建设的 8 座核电站将分布在宁顺、平
定、富安、河静和广义 5 省份，每座核电站预计安
装 4 至 6 台核电机组［7］。俄罗斯和越南已经签署了
关于在越南合作建设核电站的协议，两国合作建设
越南首座核电站项目的总投资达到 50 亿美元，标
志着两国能源与科技合作提升到了新的水平［8］。
越南核电计划由俄罗斯 Atomstroiexport 公司执行，

俄罗斯 还 将 帮 助 越 南 在 大 叻 省 建 核 能 研 究 培 训
中心。

马来西亚: 与所有计划兴建核电厂的东盟国家
相比，马来西亚显得有点滞后。但总体而言，马来
西亚政府对核能是非常积极的。马来西亚决定开发
核能作为新的替代能源，计划在 10 年之内兴建核
电站［9］。马来西亚核能机构总监达乌莫哈末曾表
示，核能发展前景良好，马来西亚应尽早制定核能
开发政策。他主张马来西亚在实现 “2020 年宏愿”
之前把核能确定为替代能源，甚至建起两座核电
站。马来西亚政府 2010 年 5 月初宣布，将斥资 31
亿美元建造国内首座核电站，并原则批准在 15 年
内兴建两座发电量各为 1000 兆瓦的核电厂。按照
计划，第一座核电厂预计于 2021 年营运，第二座
则在 2022 年投入运营。马来西亚政府已授权国家
能源公司 Tenaga 推进该项目。目前马来西亚 58%
的电力来自燃油和燃气发电，33%的电力来自燃煤
发电，9%的电力来自水力发电。马来西亚计划在
2030 年使全国 10%以上的电力供应来自核能发电。
法国作为核电大国，马来西亚核能发展计划为法国
核电企业提供了良好机遇［10］。法国核电企业已明
确表示将积极参与马来西亚核能发展计划，并为未
来开拓印尼、泰国和越南等亚洲国家的核电市场起
到示范作用。在第一阶段，法国将对马来西亚的核
电发展需求和潜力做出评估，并同马来西亚有关方
面交换科技信息。法国已开始为马来西亚的核电项
目做准备，以便抢在中日韩三大竞争对手之前与马
来西亚签署该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菲律宾: 菲律宾是东南亚最早有核能发电计划
和行动的国家，是东盟唯一曾经兴建核电厂的国
家。菲律宾 20 世纪 70 年代耗资 23 亿美元建造了
巴丹 核 电 厂 ( BNPP ) ， 由 美 国 西 屋 电 气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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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stinghouse) 负责设计建造。然而，由于技术
上的 缺 陷，这 家 核 电 厂 未 曾 输 出 任 何 电 力，于
1987 年关闭，至今依然闲置。因为当局发现该厂
不安全，根本无法投入运作。鉴于核能是清洁能
源，能降低对制造污染、释放温室气体和导致全球
变暖的矿物燃料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依赖，因此
菲律宾重新考虑开发利用核能，特别是有意重新启
动巴丹核电厂，研究核能发电的问题，菲政府初步
决定通过公私合作的模式修复巴丹核电站。韩国是
世界发展核电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核电发电量已占
全国发电量的 40%。从 20 世纪 70 年代第一个核电
站建成后，韩国核电一直稳步发展，因此，菲律宾
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 2010 年 7 月表示，正考虑从
韩国引进核电技术，使用核能发电［11］。菲律宾国
家电力公司 ( Napocor ) 和韩国电 力 公 司 ( KEP-
CO) 是菲律宾核电发展的合作方。此外，美国、
日本、俄罗斯和法国的核电设备供应商也表示有兴
趣在菲律宾投资核电厂。

柬埔寨、缅甸、新加坡: 柬埔寨工业、矿业和
能源部高官 Ith Praing 2010 年 8 月 20 日称，柬埔寨
考虑未来发展核能，以满足国内的电力需求。他表
示，该国科学家已开始研究核技术，希望能赶上东
南亚邻国发展核电的步伐。但目前柬埔寨尚未对核
电项目成本进行评估，仍以水电作为重点。缅甸也
开始 制 定 相 关 核 能 开 发 和 人 才 培 养 计 划。早 在
2007 年 5 月缅甸就宣布，将在俄罗斯的协助下兴
建核电厂。即便是小国新加坡，也于 2010 年 4 月
宣布可能在西南岛屿海底建核发电厂。

二 东盟国家发展核电的缘由以及面

对的挑战

(一) 东盟国家发展核电的缘由

核能作为一种大规模替代化石燃料的经济、洁
净的能源，其重要性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认识。
由于风能和太阳能等新能源还不具备大规模发展并
替代化石能源的条件，而且新能源发电还面临电网
不稳定、电价较高等问题，而水能及生物质能又面
临资源有限等问题，因此核能理所当然地为人们所
重视。

第一，多个东南亚国家推出自己的核能计划与
该地区的能源供需矛盾日趋紧张有关。近年国际能
源价格的急剧波动给这些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寻找替代能源成了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印尼是个
能源大国，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储量巨大，但由
于政策不稳定、缺乏投资等原因，这些能源没有得
到合理开发。同时，近年来印尼经济复苏，对能源

的需求不断增加。据统计，印尼对电力的需求每年
增长 8. 7%。面对能源需求和供给的矛盾，印尼政
府决定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石油天然气发电，寻找
可替代能源，利用核能弥补能源供给不足成为政府
考量的方案之一。目前在印尼全部电力中，成本最
低的水力和地热发电仅占 10. 8% 和 3. 1%，而天然
气发电占 32. 8%，燃油和煤炭发电量高达 53. 2%。
近些年国际油价暴涨使印尼以石油、天然气为燃料
的火力发电厂生产成本大幅上升。面对电力供应日
益紧张的局面，印尼政府已陆续采取一些积极和强
制性措施。按照印尼政府的长远整体规划，火电、
水电、核电和地热电将是印尼未来电力产业的四大
支柱，其中把适当发展火电和核电，大力发展水电
和地 热 电 作 为 奋 斗 目 标。核 电 对 印 尼 加 强 能 源
( 电力) 供给安全及多样性而不过分依赖化石燃料
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核能亦有助于减少温
室气体及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油气资源同样丰富
的马来西亚国内生产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需
要，于是，相对便宜、清洁的核能发电便成为受
“追捧”的对象。

越南的核电发展和本国的电力需求也是密切相
关的。由于越南本国工业特别是各种高耗能产业的
高速发展，越南国内的用电量每年都在以 15% 的
速度递增。尽管越南也拥有相关的水力发电站，但
提供的电力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另一方面，兴建火
力发电站又会破坏环境，因此，建造核电站就成了
越南政府一种必然的选择。泰国能源部长比亚沙瓦
也曾明确指出，由于泰国的人均能源需求正在飙
升，该国目前 60% 的能源都必须从外国输入，因
此必须拓展新的资源以维持经济增长。泰国 2010
年的电力发展计划是 2020 年到 2025 年将兴建 5 座
核能发电厂，届时核能发电将占供电量的 10%，

以减少对天然气的依赖。目前泰国供电主要来自天
然气发电，比重达 71. 5%，煤发电占 18. 4%，水
力发电占 3. 4%，其它方式发电占 0. 4%。

第二，东盟国家在技术和资金两方面所获得的
国际和双边支持也给区域内建立更多核电厂增添了
动力。所有的东盟成员国都签署了全球性的 《核
不扩散条约》 (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以
及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地方协定，并于 2007 年 7 月
一致同意成立一个地区性不扩散核武器机构。此
外，东盟 10 国都已签订 《东南亚无核区条约》，

该条约禁止签约国在该地区开发、安置、运输、使
用或试验核武器。条约自 1997 年生效后，至今尚
未发现违反条约的情况。因此，印尼等国的核能计
划得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支持。在过去几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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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各国还先后通过多项相关计划，以加强在维护
东南亚无核区及确保核能安全性方面的合作。这既
可以帮助那些力主发展核能的东南亚国家获得外界
的支持，也有助于保证该地区的核能利用不会偏离
民用的轨道。

此外，泰国具备建设核电站的得天独厚的优
势: 泰国不处在地震带上，有符合核电安全的地质
条件; 水资源非常丰富，能够满足核电站运营的散
热条件。印尼铀矿资源丰富，能为核电站提供充足
的资源保障; 等等。

(二) 东盟国家发展核电所面临的挑战

东南亚国家纷纷开始发展核电固然可能解决能
源的短缺，但核电在使用过程中面临着国际政治、
核安全、核技术等诸多问题，东盟国家发展核能面
临诸多挑战。

第一，核电厂建设需要相当大的投资。根据计
算，发电容量为 100 万千瓦的核电厂需要 40 － 60
亿美元投资，相当于发电容量为 300 － 400 万千瓦
的煤炭发电厂的建造经费，这还未计入核电厂的风
险费用。印尼和泰国预计，兴建一个发电量达到千
兆瓦级的核电站大约耗资 15 亿美元。而根据核能
机构 ( the Nuclear Energy Agency) 的估算至少需要
40 亿美元的预算［12］。不太擅长实施长期计划的东
盟各国将不得不花费可能长达 10 至 15 年的时间来
规划、建设并试运转他们的核能项目。这就意味着
即使经历几任政府更迭也要保证项目持续发展，而
在此期间其他燃料的价格可能出现大幅波动。

第二，核电发展需要科技、人才、法规环境等
的支撑。多数东南亚国家对核能科技并不熟悉，核
电厂的硬件易建，但安全﹑管理的软件却非一朝一
夕所能达致。越南目前的技术水平还不足以自我建
造核电站，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依赖外部的技术支
持。越南今后上马核电站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反应堆
由谁来提供，同时要确保核燃料的长期供应也绝非
易事。印尼作为东南亚重要的铀生产国，原材料充
足无疑是其最大的天然优势，但印尼也不得不将铀
送往国外浓缩成燃料。随着全球诸多国家开始复兴
核电站计划，对铀燃料的争夺很可能激化，由此将
会拉动供应价格的上涨。

第三，东盟国家发展核电最大的挑战还在于不
少民众对国内核电站的安全感到担忧。因为在核电
建设发展的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核灾难已经不止一
次降临到人类的头上。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泄
漏事故之前，核泄漏事故在其他国家也有发生。从
1957 年的欧洲核反应堆事故到 1979 年美国三里岛
核电站 2 号机组的核泄漏事故，它们都向世界敲响

了核安全的警钟。1986 年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
故更促使人们从技术和管理两方面加强核安全建
设。东盟有的国家，如印尼和菲律宾处在火山带
上，是地震频发的国家。特别是印尼近年经常发生
大规模的地震灾情，引起邻近的新加坡和澳大利亚
的关切。印尼是一个火山之国，全国共有火山 400
多座，其中活火山 100 多座。印度尼西亚政府计划
在东爪哇省慕里亚半岛兴建四到六座核反应炉，引
发当地环保组织和当地民众的示威活动。菲律宾地
震多发问题也成为该国发展核电的一大困扰，各方
争执不断，现在可能成为东盟各国中最后实现核能
发电的国家。目前泰国发电所使用能源选择不多，
70%为液化石油气，但如果修建核电站存在安全风
险［13］，还无法得到民众支持。虽然泰国国家能源
局努力宣传核电站的必要性，但恐怕一时还不能得
到泰国民众的理解。

第四，东盟内部也难以就核能问题达成共识。
新加坡曾呼吁，为了确保东南亚核能安全，东盟应
该建立区域核能安全保护制度。2007 年 1 月在菲
律宾宿务召开的第 12 届东盟峰会上，新加坡总理
李显龙就主张在本地区建核电厂之前，东盟应先建
立一套涉及安全、环境和卫生等问题的完善的区域
核能安全保障体制。鉴于核问题极易导致跨界环境
问题，李显龙还建议在 2008 年东盟峰会上签署一
份“环境永续发展联合宣言”。新加坡在开发核能
问题上的谨慎立场在东盟中比较有代表性，体现了
东盟内部几个较小国家的观点。东盟内部目前就核
安全问题展开的协调型博弈，由于博弈各方的利益
取向 不 同，在 达 成 利 益 分 配 的 方 案 上 存 在 一 定
困难。

三 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对东南亚国

家核 能 计 划 的 影 响 与 最 新 动 向

分析

2011 年 3 月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核电站事故引
起全球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意大利、印度、韩
国、中国等国都表示将重审本国的核电站计划，德
国甚至决定在 2022 年以前关闭国内所有核电站。
东南亚各国也纷纷重新审查现有的核能发展计划，

放缓核电站发展速度。
日本的核辐射危机促使泰国重新考虑其核电计

划。3 月 15 日，泰国东北部的加拉信府有 2000 多
民众前往该府市政厅示威，抗议泰国电业管理局计
划在该府修建核电站。泰国主管安全事务的副总理
素贴 2011 年 3 月 16 日称，泰国将暂停其兴建核电
站的计划，他不希望泰国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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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计划。由于大众反对，泰国总理阿披实也延后
决定核电厂的兴建政策［14］。阿披实总理已指示有
关机构，密切监测和评估来自日本地震灾区核物质
泄漏对泰国的影响，并要求能源部重新审核 5 个核
电站的建设计划。能源部受命详细研究两个问题，

一是核电站的应急措施，二是核电站遭到恐怖袭击
的可能性。总理府发言人帕尼坦表示，就个人而
言，阿披实总理并不热衷核电发展计划，日本核电
站出现的问题使阿披实的忧虑更深［15］。

日本核电厂泄露事件也引发了马来西亚社会各
界对马来西亚核能计划的担忧，他们敦促政府放弃
或重新考虑发展核电计划。马来西亚 “环境之友”
及“槟城消费人协会”促请政府停止建设核能发
电厂，建议政府考虑采用更安全、便宜及可再循环
使用的电能，如风力发电及太阳能。马来西亚民主
行动党巴生区国会议员查尔斯圣地亚哥呼吁政府以
日本为鉴，放弃筹划中的核电厂计划。他表示，日
本拥有 60 年的核电经验，但是仍然无法避免发生
核泄露事故，可见发展核电失败的风险和成本过
高。马来西亚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则重申，槟城政
府坚决不允许在该州建立核电厂。马来西亚最大的
华人政党———马华公会总会长也敦促政府以日本福
岛核电站爆炸事件为鉴，重新考虑兴建核电厂的计
划。马来西亚 “环境保护协会”主席则认为，马
来西亚根本不需要核电厂，因为马来西亚拥有石
油、天然气、生物能源、水力发电和太阳能，而且
马来西亚是全球第三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国。拥有这
么多能源选择，能源供大于求。针对上述种种质
疑，马来西亚能源、水务与绿色工艺部部长表示，

马来西亚核能发展机构已经开始对外公开招聘国际
顾问公司，研究马来西亚核电厂地点、安全性、使
用科技类型等，同时也开始调查人民的接受度，计
划在 10 年后建造马来西亚第一座核电厂。马来西
亚是否继续兴建两座核电厂的计划，有待内阁评估
马来西亚核能发展机构提呈的报告后才作决定。兴
建两座核能发电厂计划处于初步研究阶段，一旦专
家报告认为马来西亚不适合发展核电，政府便会做
出检讨［16］。

印尼正在努力实现能源资源的多样化，摆脱一
直以来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资源的过分依赖。
由于国内的能源消费大幅飙升，兴建核电站被视为
保持能源供需平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印尼
表示，正计划兴建的核能发电厂不会因日本发生的
地震和海啸而停止。印尼核能委员会 BPPT 发言人
法哈德 ( Ferhat) 表示，尽管日本发生的大地震和
海啸对福岛核电站造成了严重损害，但印尼政府不

会停止国内 4 座核反应堆的建设计划，因为印尼国
内电力缺乏情况非常严重。印尼将来再也不能依赖
如天然气、煤炭这样的不可再生能源发电了。目前
该国电力供应的 44% 来自煤炭，26% 来源于天然
气。印尼加里曼丹地区铀资源储量能够在 1000 兆
瓦发电能力下使用 150 年。印尼核能监督机构表
示，印尼政府选择邦加岛兴建核能发电厂，除了人
口稀少外，当地也未发生过地震和海啸，未来印尼
电力需求非常高，如果不立即兴建核能发电厂，根
本无法满足越来越高的电力需求［17］。

综合东南亚各国对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的反应，

东南亚国家的核电战略和核电建设计划将出现以下
趋势和动向:

第一，重新认识与定位核能，重视发展其他新
兴清洁能源。核危机促使东南亚各国重新审视新能
源产业的发展方向，在深度检视自身的核能规划的
基础上，重新认识与定位核能，并且未来能源产业
发展的重点，应是向光伏、地热、风能等尚未完全
成熟但较为安全可靠的新能源转向，更为清洁、安
全的新能源将成为产业结构中的主导力量。

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地热能源开发大
国，菲律宾计划在 2011 年使其利用地热资源发电
的能力达到 292. 1 万千瓦。菲律宾将于 2011 年在
北部的吕宋岛和中部的米沙鄢地区建成 10 多个地
热发电站，总发电能力为 99 万千瓦。目前，菲律
宾全国各地的地热发电站的总发电能力为 193. 1 万
千瓦，仅次于美国的 277. 5 万千瓦的地热发电能
力。但菲律宾电力需求的约 25% 由地热发电站供
应，这一比例位居世界第一。菲律宾政府正就 10
处地热资源开发项目进行招标，同时还有 9 项合作
正在与国内外公司直接进行商讨，这些合作总共将
开发 620 兆瓦的地热能源［18］。

印尼的地热资源约占全球总量的 40%。有资
料表明，印尼地热能源已探明储量达 2700 万千瓦。
尽管优势明显，但印尼的地热发电能力现阶段远远
落后于美国和菲律宾。由于缺乏开发利用资金以及
政府各部门的协同配合不够密切，迄今为止，印尼
的地热能源开发利用还十分有限，仅开发 99. 2 万
千瓦，不到全国能源用量的 4%。为了加快地热能
源的开发利用，印尼已经出台了专门的政府法令，

同时积极吸引国内外投资。印尼矿物与能源部制定
的地热能源开发利用规划中明确规定: 至 2020 年，

地热发电的最终指标为 6000 兆瓦，其中 2008 年须
达到 2000 兆瓦，2012 年 3442 兆瓦，2016 年 4600
兆瓦和 2020 年 6000 兆瓦［19］。

泰国未来 5 年内重点发展的替代能源有太阳能

·76·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东南亚研究 2012 年第 2 期



及风力发电。随着国际市场油价增长、太阳能板价
格下降以及推迟修建核电厂等因素的影响，泰国政
府将很快启动新的太阳能发展规划。泰国最大的国
营石油炼化企业之一班查克石油公司 ( Bangchak
Petroleum) 计划投资 500 亿泰铢，将太阳能发电能
力提升四倍，达到 500 兆瓦。德国一家公司也计划
在泰国建造东南亚最大的商业太阳能发电厂。泰国
政府风力发电激励政策使泰国的风能潜力超过预
期，这吸引大量的民营企业参与投资。此外，泰国
将兴建 3 座 800 兆瓦的天然气发电厂，以弥补核电
厂延期造成的电力短缺。泰国国家石油公司也会在
泰国湾、缅甸与海外寻求更多的天然气，以兴建天
然气发电厂。

马来西亚的国家新能源政策将致力于将水电在
总发电中的比例从目前的 10%提高到 20%。

第二，吸取日本福岛核电站危机的教训，采用
更先进的技术，并在选址上更加谨慎。福岛核电站
危机发生后，越南国内许多专家认为，越南需要对
日本福岛核电厂发生泄露事故进行研究和评估，从
中吸取教训，保障国家核电开发方向的正确性。虽
然越南不会像日本那样经常发生地震，但在进行核
电设计时也应充分考虑防震问题。越南原子能研究
院院长王友晋 2011 年 3 月 16 日称，越南正在制定
和实施相关核电开发计划，在核电项目选址问题上
应从日本核事故中吸取教训，充分评估安全因素。
越南科学技术部正在征求相关部委意见，并向核电
设计单位提出相关安全保障意见。越南科学技术部
现已要求核辐射安全局重新评估越南核电厂选址方
案，要求充分考虑三方面的安全影响: 一是自然现
象 ( 地震、海啸等) 可能对核电厂安全造成的影
响; 二是人类活动 ( 飞机起降、化工厂、交通运
输等) 可能对核电厂安全造成的影响; 三是核电
厂可能对居民造成的影响。核电安全取决于多种因
素，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技术因素。越南未来兴建
的核电厂将采用世界上最新、最先进的一代核电技
术，以确保安全［20］。

印尼政府认为，1971 年兴建的福岛核能发电
厂所采用的轻水反应堆技术已落伍，而印尼计划在

邦加岛 ( Bangka) 兴建的核能发电厂将使用最新
的技术。印尼计划建造的核反应堆非常安全，因为
采用的建造技术比福岛核电站要先进 40 年。

东南亚其他国家也将提高核电技术门槛，注重
安全保障，以应对因战争、自然灾害所引发的安全
事故。在核电站的选址上也会更加慎重。福岛第一
核电站在选址时对特大自然灾害的综合评估不足。
东南亚各国在核电站抗灾强度设计上，至少会选取
当地历史记录的最高值; 同时，核电厂在选址时，

将会综合考虑厂址所在区域周围的环境特征，考虑
厂址所在区域内可能发生的自然或人为的外部事件
对核电厂安全的影响; 当然，核电厂尽量建在人口
密度相对较低、离大城市相对较远的地点。

第三，加速人才培养，为未来核能发展做准
备。核电人才的培养已是当务之急。东南亚国家已
开始启动核电开发研究，注重核电应用的管理人才
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同时加强能源重点专业和综合
性管理学科的建设。自 2004 年以来，越南国家电
力集团已选派 172 人次到有经验的国家的核电厂进
行短期培训。2011 年 4 月初，越南教育培训部与
越南电力集团签署核能人力资源培训合作协议。根
据协议，越南教育培训部将与越南电力集团及其他
相关部门配合，选派干部和学生赴俄罗斯国家核能
研究大学学习，以培训核能专业的工程师、硕士等
人才。俄罗斯国家核能研究大学将资助 50% 的培
训费用，越南国家电力集团资助 50%。2013 年首
批 9 人将在俄罗斯国家核能研究大学毕业回国，为
宁顺省核电项目服务。

在全球化石能源终将耗尽，而人口增长和生活
水平的改善推动能源需求不断上升的现实状况下，

核能作为稳定、高效、清洁的替代能源，相对风
能、太阳能等而言优势突出。日本福岛核危机事故
严重影响雄心勃勃的东南亚核能战略，但东南亚的
核电计划在吸取诸多教训的基础上、在确保安全的
前提下还会继续发展。印尼、越南都明确表示，日
本发生重大核事故对他们而言是一个严肃的教训，

但不会影响其逐步实施核电项目的计划。

【注 释】
［1］《日本企业瞄准东南亚三国核电市场》，中国电力

新闻网 http: / /power. in － en. com，2007 年 9 月 25 日。
［2］管克江: 《印尼高调宣布核计划，要建设大规模核

电站》，《环球时报》2006 年 5 月 14 日
［3］“S. Korea keen to sell nuclear technology to RI”，The

Jakarta Post，Feb 15，2011.
［4］Montty Girianna，“Barriers to renewable energy devel-

opment”，The Jakarta Post，Augest 12，2009.
［5］《邦家岛拟建 2 核电站，发电量达 1 万零 600 兆

瓦》，《印尼星洲日报》2010 年 12 月 24 日。
［6］《广东核电集团和越南签署核电合作备忘录》，中

国商务网 http: / /www. mofcom. gov. cn，2010 年 7 月 23 日。
［7］《越南拟 20 年内建 8 座核电站》，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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