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计划（草案）之经营方案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台海核电”）将通过重整程序引入在企业管理、与公司业

务协同、资源支持等方面有明显背景优势的重整投资人。在

实现重整投资人对台海核电的战略投资之后，公司将保持核

装备制造的主营业务，通过重整投资人注入流动资金、置入

优质资产、提供业务资源支持，及采取加强内部管控、降低

成本费用等一系列措施，从根本上改变公司生产经营，实现

高效有序的经营状态，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具体经营方案如下： 

一、公司业务及产业政策优势 

台海核电及其子公司主营业务为高端装备机械制造业

务，为核电、能源、电力、石化、冶金等行业及国防提供重

大技术装备、高新部件和技术服务。历经多年的奋斗历程，

建立健全了完善的核电装备材料研发和生产制造体系，在核

岛主管道设备、核后处理装备这一细分市场，处于国内外领

先地位。 

1.核电产业发展的政策机遇 

核电设备系属核电产业链。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核电

碳排放量更低且不会面临资源枯竭的风险，是能源消费大国

的我国应对低碳能源经济的上佳选择。自碳中和目标提出以

来，国家陆续出台多项政策，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



发展核电。2022 年 8 月 25 日，《国务院关于支持山东深化新

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发〔2022〕

18 号）明确提出“促进非化石能源大规模高比例发展。在确

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在胶东半岛有序发展核电，推动自主先

进核电堆型规模化发展，拓展供热、海水淡化等综合利用”。

山东省亦在“十四五规划和 2035远景目标”中明确大力发展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氢能，拓展外电入鲁通道，推动核电、

海上风电项目建设。按照国家和山东省战略部署，未来 10年，

以烟台为中心的山东半岛地区将建成 6个核电项目基地，规

划装机 4000 万千瓦，涉及三代核电技术 AP1000、中国自主

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国和一号，以及高温气冷堆

等四种主流技术，将形成核电项目集约化、规模化建设的局

面。 

2.核电设备市场成长空间充分 

根据中国核能协会数据，2022 年 1-6 月，全国累计发电

量为 39,631.1亿千瓦时，运行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为 1,989.99

亿千瓦时，仅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 5.02%，未来成长空间充

分。对标到核电设备领域，我国核电设备市场规模将随着我

国核电产业重启而扩大，我国核电设备市场规模预计在 2025

年达到 4,732亿元，未来五年的复合增长率为 3.77%。 



图 1：核电设备市场规模情况 

资料来源：研究报告 

参考山东省核电规划，随着省内 6 大核电基地的建设，

每个厂址规划 6台机组的规模。除已建设或采购的石岛湾国

核一号 2 台机组，海阳 AP1000 项目 4 台机组外，省内核电

可能释放约 2250-2700亿元核岛主设备采购订单。核一级铸、

锻件材料约占核岛主设备价值的 60-80%，预计山东省内核电

项目将形成 1600-1900 亿元铸锻件材料的市场需求。除山东

省外，如按照年均新开工 4-6 台机组核算，预计年均核岛主

设备市场需求约 310 亿元，同时形成年均采购 220 亿元铸锻

件材料的市场规模。 

台海核电及核心子公司作为山东省唯一的核一级主设

备及材料生产制造企业，已获得山东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未来在山东建设的核电项目，台海核电将在供货竞争中具备

先发优势。 

二、经营发展规划 

1.深耕区域市场、细作储备订单、提高市场占有率 

山东省围绕新旧动能转换任务，确定了“可再生能源与核

电占比达到三分之一”的电力结构调整目标，将核电作为提升



能源发展质量的主攻方向。烟台市作为山东半岛的中心城市

之一，处于环渤海地区“非地震带”，拥有优质的核电厂址资

源。台海核电历经多年技术积累，已经形成了核心产品系列，

本次重整完成后将继续加强科研技术队伍建设，扩大与科学

院所合作范围，利用重整投资人的资金实力加大技术开发投

入，借鉴国外先进科研研发管理经验，形成自主完善的技术

创新体系。另外，加快公司技术改造步伐，结合公司创新技

术，将世界一流先进和极限制造成形技术引进消化并吸收，

形成产业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2.推动重大科研产品转化、实现核心拳头产品多元化 

（1）稳定输出锻件产品，形成稳定的营业收入。随着重

整投资人与公司共同投资的环轧项目及智能装备制造基地

项目的建成投产，将为公司提供稳定的锻件毛坯市场订单。

公司将持续为大型薄壁大直径筒节等特种重型高端锻件提

供前端毛坯，主要产品包括加氢反应器环轧筒体锻件、海上

风电环轧锻件等，在大型石化容器锻件、大型核电锻件、大

型风电项目锻件等特种产品锻件的多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

将形成上市公司稳定的业务领域。 

（2）积极争取项目订单，推动科研产品转化。台海核电

多年来积极推进装备产品的拓展，重整后在发展资金充足的

情况下，将进一步实施从核电主管道的单一产品供应商，向

覆盖核一级泵阀铸件、核一级容器类锻件、核一级支撑类锻

件、核一级主泵锻件、核一级铸造主管道设备、核一级锻造

波动管设备等核一级材料、零部件及装备持证资质最全的目



标发展。随着技改的投产，技术领先优势将逐步显现，在核

电项目建设集中重启的市场背景下，将积极争取核电项目主

设备关键零部件大量订单，全面恢复“造血”功能。 

此外，公司前期研发的 FB2 转子锻件、风电主轴锻件、

阀箱锻件等专业产线项目，均为火电、风电、石化等行业中

的高附加值产品。公司将积极拓展风电、火电、石化、海工

装备等市场，推动专业产线产品的订单化生产。 

（3）积极探索核电发展新方向。随着我国能源转型深入

推进，对核能多用途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先进堆型示范呈

现出积极发展的态势。小型化、更安全、更经济是核能发展

的方向之一。公司积极探索四代堆型，如高温气冷堆、铅冷

快堆等的多用途发展和综合利用，开展新堆型主设备制造科

研和产业化，实现产品多元化和持续化拓展。 

（4）实施技术改造，形成专业化的拳头产品。重整完成

后，通过注入流动资金，适时启动特种材料技改项目，完成

制造能力提升，满足核能市场迫切需求及特种产品任务需要，

推进“低成本、高品质、规模化”特种材料和关键部件制造

体系搭建，制造能力逐步覆盖重大装备更全配套范围、更高

附加值产品，打造以超超临界转子、油气阀箱等专业产线和

环轧、模锻等特种工艺产品服务于民用石化、清洁能源、海

工装备制造为基础，以核电装备等制造为特色的金字塔型产

品结构。 

3.从产业链中游装备制造向产业链两端延伸 



台海核电在充分发挥产能，保障企业正常经营的同时，

激发企业研发平台和技术储备的核心优势，打造我国重大装

备特种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制造基地。通过产能的进一步提升，

培育和巩固核反应堆设备，整合上下游资源，打造“原材料

+材料+部件+装备”全要素清洁能源、特种装备的高端设备

集成平台。 

公司将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和质量体系建设经验，合理规

划产线和线下试验检测能力，在重大装备和先进材料实验、

计量、检测方面为相关任务提供社会化保障以及第三方质检

服务。 

公司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充分利用山东省的核电项目

建设资源优势，利用烟台地区大力发展建设核电装备制造产

业的契机，积极参与山东省核电产业链的材料研发、装备制

造及系统集成的任务，逐步实现从零部件制造向装备集成延

伸。 

三、全面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高运营效率 

1.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重整成功后的台海核电将更加注重“规范化、标准化、精

细化”管理，通过调整组织架构、人才引进与培养、股权激励、

创新管理模式、降低运营成本、完善风控体系等提升管理水

平与运营效率。此外，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机制，实现公司

决策的程序性、效率性、优质性、长效性；打造符合公司特

性的专属企业文化，通过企业文化培养团队的服务意识、成

长意识，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快速地向深层次发展和提升。 



2.完善财务管理及内控制度 

本次重整完成后，公司将进一步完善财务制度流程、提

高财务管理水平，尤其是资金管理、融资管理等制度流程，

加强上市公司对各子公司的财务管理。同时，公司将完善内

部控制制度，加强内部控制监督，修订和完善各项内部控制

制度，健全完善内部控制体系，全面优化内部审计部门的建

设，严格规范公司内部审计及内部控制管理工作，并建立持

续监督核查机制，以便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并及时加以改

进，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确保公司持续规范运作。 

3.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核电专用设备制造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核电知识迭代

迅速，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是公司的宝贵财富。重整完成

后，随着公司业务的恢复和业务规模的扩大，将需要更多的

高水平科研人才、项目营销人员和管理人才。公司将把提高

员工素质和引进高层次人才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完善人才的培养、引进和激励机制，努力加强人才梯队建设，

尊重员工的创造力，以具有竞争力的薪资待遇、良好的工作

环境与发展机遇吸引并留住人才。同时，公司将继续积极加

强对员工的内部培训，建立起能够适应公司管理和未来发展

需要的高水平、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4.改善公司资金流动性、修复融资功能 

重整投资人将向台海核电注入现金流，除部分用于偿付

重整所需的费用及债务外，资金主要用于公司技术改造、促

进产品生产线投产运营、补充上市公司及核心子公司流动性



等，为后续产业发展提供强势支撑；通过重整债务清偿，大

幅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和基本面；后续通过经营

业绩改善修复“现金造血”能力，依托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核

心股东的品牌背书，凭借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募资优势，

多渠道募资降低融资成本，修复融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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