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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群大使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第 66 届大会上的发言 
 

主席先生： 

首先，我谨代表中国代表团祝贺你当选大会主席，并预祝本

届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主席先生，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

近年来，在格罗西总干事领导下，机构着力扩大核技术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作用，制定了 2024—2029 年中期战略，启动了“希

望之光”“核技术控制塑料污染”“核协调统一和标准化倡议”

等新倡议，着力强化保障核能安全的法律框架，成功召开首届国

际核法律大会、《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修订案首次审议大会、

《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和乏燃料管理安全联合公约》第七次审议

大会，着力增强公众对核安全问题的信心，组建技术专家组对日

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开展评估监督，协调推进对乌克兰扎波罗热

核电站安全评估和技术援助。中国代表团对机构为促进核能发

展、保障核能安全所付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主席先生， 

中国致力于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将核

能作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选项。目前，中国大陆在运

核电机组 53 台，总装机容量 5559 万千瓦，年发电量位列全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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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建核电机组 23 台，总装机容量 2419 万千瓦，在建规模连

续保持全球第一、“华龙一号”国内外首批 4 台机组全面建成投

运，先进三代核电技术在中国逐步实现大规模应用。2022 年，

中国的核电发展步伐进一步提速，已经核准建设 10 台核电机组，

是自日本福岛核事故以来核准核电机组数量最多的一年。中国还

积极推进核能技术创新发展与综合利用，世界首座具有第四代先

进核能系统特征的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首次并网成功、“国和

一号”示范工程稳步推进，山东海阳和浙江海盐两个核能供暖项

目正式投运，首个工业用途核能供汽工程在江苏田湾开工建设。

中国愿与各国加强合作交流，分享核能发展的成功经验。 

中国致力于推动核技术产业化发展，将核技术非动力应用作

为促进社会民生发展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辐照灭菌技术为中国

抗击疫情提供了绿色高效的解决方案，辐射探测技术为北京冬奥

会等大型公众活动保驾护航，电子束技术在污水处理领域实现产

业化应用。中国加大了高端核医疗设备以及放射性药物研发力

度，服务医疗健康事业发展。中国与机构紧密合作，相继设立了

核农学、核技术昆虫不育、医用同位素和放射性药物、海洋同位

素分析等 4 个协作中心、促进地区与世界核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中国愿发挥核技术优势，与各国合作解决粮食安全、卫生健康、

环境治理等全球性问题。 

主席先生， 

当今是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充满希望的时代。人类社会是

命运共同体，唯有坚持团结协作，才能防范化解全球核能事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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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各种风险挑战，实现“原子用于和平和发展”的共同目标。 

一是坚持安全第一，确保核事业行稳致远。各方要秉持共同、

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加强核安全、核安保努力，切实

履行相关责任义务、为全球核能事业发展夯实安全基础、创造良

好环境。 

二是坚持务实合作，促进核能高质量发展。机构应协调全球

核领域优势资源，继续通过技术合作渠道，为成员国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三是坚持客观公正，妥善解决热点核问题。机构应恪守专业

精神，秉持客观公正立场，遵循《规约》要求和理事会授权，为

解决热点核问题。推进全球核治理发挥建设性作用。 

主席先生，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中方愿与机构和成员国携手并进，加

强经验共享和互利合作，促进全球核能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

和人才培养，推动核技术更好地服务发展中国家社会民生和经济

发展，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做出更大贡献。 

谢谢主席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