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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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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能源结构转变，
核电作为一种清洁、高效
的能源形式，在我国能源
战略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核电发展 乏燃料问题 基金制度

核电站运行过程中产生的
乏燃料具有放射性，其安
全处理与处置是核电发展
的重要环节。

我国已建立核电站乏燃料
处理处置基金制度，用于
支持乏燃料的后处理、贮
存和最终处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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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意义



国际经验

国际上，许多国家已建立成熟的

核电站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制度，

积累了丰富经验。

国内研究

我国学者在乏燃料处理处置基金

制度、基金规模预测、基金使用

监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政策法规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核电站乏燃料

的安全处理与处置，制定了一系

列政策法规进行规范和管理。

国内外研究现状



完善基金制度

通过对我国核电站乏燃料基金动

态情景的分析，为完善基金制度

提供理论支持。

保障核电安全

确保核电站乏燃料的安全处理与

处置，降低放射性污染风险，保

障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

促进核电发展

推动核电产业可持续发展，提高

我国能源供应安全和能源结构多

样性。

研究目的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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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核电站乏燃料基金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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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燃料定义
乏燃料是指在核反应堆内经过辐照后，从堆内卸出的不再维持临界或维持核反

应所需的核燃料。

来源
核电站是乏燃料的主要来源。在核电站运行过程中，核燃料在反应堆内发生裂

变反应，释放能量，同时产生放射性废物。当核燃料中的裂变物质含量降低到

一定程度时，就需要从反应堆中卸出，成为乏燃料。

乏燃料定义及来源



卸料与贮存

核电站将乏燃料从反应堆中卸出，并暂时存放在乏燃料水池中，以确保其安全并降低放射

性。

运输

乏燃料在运输前需要进行严格的检查和包装，以确保运输过程中的安全。随后，通过专门

的运输工具将乏燃料运往处理设施。

处理与回收

在处理设施中，乏燃料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工艺流程，包括切割、溶解、分离等，以实现裂

变物质的回收和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回收的裂变物质可用于制造新的核燃料或应用于其他

领域。

乏燃料处理流程



设立背景
随着我国核电事业的快速发展，核电站产生的乏燃料数量不断增加。为了确保乏燃料的安全处理，减

轻国家和企业的经济负担，我国设立了乏燃料基金。

目的
乏燃料基金的主要目的是筹集资金，用于支持我国乏燃料的处理、贮存、运输和处置等工作。同时，

通过专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提高乏燃料处理效率和管理水平，确保我国核能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乏燃料基金设立背景及目的



动态情景分析方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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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处理

承认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通过构建多种可能的情景来应对不

确定性。

01

基于历史与现状推测未来

情景分析法通过分析历史数据和当前情况，推测未来可能的发

展趋势和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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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综合分析

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多方面因素，分析它们对

未来的可能影响。

情景分析法原理



定性描述法

通过专家判断、头脑风暴等方法，对未来情景进行定
性描述。

定量模型法

运用数学模型和计算机仿真技术，对未来情景进行定
量预测。

综合集成法

将定性描述和定量模型相结合，形成综合性的情景构
建方法。

情景构建方法



制定策略
根据情景评估结果，制定相应
的应对策略和措施。

情景评估
对构建的情景进行评估，分析
各种情景的可能性和影响。

构建情景
运用情景构建方法，构建多种
可能的未来情景。

明确分析目标
确定分析的对象、目的和时间
范围等。

收集数据和信息
广泛收集与分析目标相关的数
据和信息。

动态情景分析流程



我国核电站乏燃料基金动态情景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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