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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3日，日本核电站事故发生不久，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举办了“核安全与社会协调发展”高

峰学术论坛，会上，各个领域的学者专家都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他们从各自专业角度谈及自己的

思考，并表达出对中国核电发展的担忧：中国核电安全程度有几何？需要为核安全作什么准备？今

天的技术能否充分保障核电站的安全？我们为核电站作了全景思考和规划吗？本报刊发其中一些发

言以飨读者。 

     

    安全理念要有转变 

     

    □何祚庥（中科院理论物理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温家宝总理不久前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我国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很及时，我很

认同；而且我认为不能把国务院的决定简单化，必须严格地从核安全、核政策、核资源、核价格等

各方面进行重新评估。 

     

    我首先反对国内相关人士说的“中国比日本安全”的观点，他们仅从国内现有的技术和自然条件去

论述中国核电都很安全，这没有说服力。其实日本出现事故的原因，首先因为是9级地震，又引起了

大海啸。如果这一地震事件出现在中国，中国现有核安全措施能否抵御这样的事件？这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这些人对事故引发的后果不够重视。 

     

    这是核安全理念认识不清的问题。核安全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一旦发生核泄漏，不仅仅是死

亡人数的问题，而是影响多少年的问题。现在有些人拿小轿车年出8万人死亡事故和核泄漏事故去比

较，认为不能因此就不发展小轿车。这完全比喻不当。因此，现在急于表态说中国核电是安全的言

之过早。 

     

    一如国际上对核安全非常重视和不断改进，同样的，国内对安全的认识也是要逐步演进的。当

下，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现在奉行的核电大发展的方针是否正确？核工业集团推行的理念是，每一

个省至少建一个核电站，这样的思维实在很成问题。 

     

    相关部门不应当掩盖问题，而要更多地公开信息，我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资源。国内现有资料说中国的核电可以用3000年，但这一数据的根据是什么，没有更详细的

公开和解释，并没有说清楚可支持多少千瓦。如果只支持一个千瓦，那可能可用上几亿年。现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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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数据其实是故意回避，其实是想忽悠社会公众。 

     

    二是成本价格。众所周知，核电站投入很大，但现行的核工业集团的售价不算太高。原因在于没

有将未来投入极大的核燃料后处理的闭式循环费用计算在内，也没有将核废物处理和填埋费用计算

在内。只“象征性”地“预留”了“装点门面”的“乏燃料后处理”和“核废料嬗变和填埋”的费用，这一大笔

费用实际上相当于要让子孙们去“还债”。更令人担忧的是，后处理需要多少钱，现在没有明确的数

字，至少老百姓不知道。 

     

    第三是核安全问题。许多问题相关部门都没有足够重视。这是因为相关人士的安全理念存在很大

问题。这次日本核事故发生后，再次提醒我们最急需转变的是安全理念。 

     

    国务院下达重新评估核电站的指令非常好，我从来不反对核发展，但是现在国内即将建多个核电

站，几乎是一个省一个，我认为这是没有道理的，也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应当是按需而建，不是为

营利而建。现在需要的是稳定，而不是大跃进式地铺摊子。 

     

    我曾说过核能源是清洁能源——尽管这一观点许多人不认同，但需要在这个观点上加一个“大大的

注释”，即不会泄漏的核能源才是清洁能源，否则就是超过任何能源的污染能源。 

     

    建立一支多层次的防核泄漏专业队伍 

     

    □戴凤秀（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专家组研究员） 

     

    日本9.0级地震，关联性很强，不仅引发了海啸，而且还引发了核泄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灾

害。这次灾难确实给人类社会很大震撼，使人们认识到即便是日本这样发达的国家，在灾难面前也

十分脆弱。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我们从这次日本巨灾中，吸收和借鉴其什么经验，如何把我们的核

能发展好、利用好，以及一旦遇到此类灾害如何及时应对和防范。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正面临着“高风险社会”的挑战。中国最近几年城市化进程和日本很相似，在

“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城市群的概念。城市群意味着在少数地区聚集大量人口。人口聚集性高密度

社会同时承载的风险也极大。这方面已有许多教训。不仅是日本，韩国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

现过很多问题。中国今后在进行规划的时候，风险意识应该越来越强。由此，我认为应该做好三件

事。 

     

    第一，要重新考量，调整核能发展规划。现在我们也出现了核能热趋向。许多地区受极端利益主

义的影响，追逐建核电站。核电发展应兼顾国内的地理特点，不能都建在东部沿海一带，也不能每

个省都要建设。应当讲究时效，要因情、因地制宜。有的省份适合发展风电，如甘肃等省；有的省

适合发展煤电，如山西、内蒙古等省区，不能一哄而上。 

     

    第二，要强化防灾，尤其是防核泄漏知识教育。提高国民的防患害意识。常怀忧患事业兴，粉饰

太平患害生。这次日本遭受巨灾，经济损失极大。由于日本平时对防震灾教育到位，日本人的防范

理念和心理准备较好，避免了社会混乱。 

     

    而国内在这方面很欠缺。“盐谣”，导致全国从东到西，从南到北都“抢盐”，这是个笑话。也说明

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教育。常思患事业宽，意无患祸害联。因此，必须把防灾教育摆到一定位置

上，重发展利益更要注重社会性整体素质教育。一旦遇到灾害，才能做到人心不慌，社会不乱。 

     

    第三，要统一建立应急专业队伍，全面提高应对核泄漏处置能力。随着国内核电事业的发展，全

国应统一组织，科学建立由各级政府应急处置力量、国防动员力量、部队与武警力量相协调的防核

事故联合救灾力量。按照军地结合、国家和核企业结合、专业队伍和社会力量结合的原则，组织



好、装备好、训练好防核泄漏专业队伍。 

     

    这支队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专家队伍。国家要有，各已建和在建的核电站也要有；二是专

业应急队伍。每个核电站都要有一支适量的防核泄漏队伍，做到装备要配套，训练要有素，一旦发

生核泄漏，要用得上，过得硬；三是国防动员系统应急处置专业队伍。在核电站相邻区域，都要建

立一支国防动员专业队伍；四是部队防化专业力量。根据核电发展规划，军队应统一组织一些防化

部（分）队进行专题训练，配好装备，统一调用，对口联防；五是社会力量。社会各方面的防灾救

援力量要统一调整，统一使用，一旦发生核泄漏事件，协调联动，合力应对。只有把各方面的力量

都调度好了，才能科学应对，防患灾于未然。 

     

    核安全问题，公众立场尤为重要 

     

    □杨舰（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 

     

    日本福岛的核电站事故，让我们想到了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今天的技术能否充分保障核电站的安

全；二是技术上谈论的安全性是否等于现实中的安全性。 

     

    日本福岛核辐射的发生是因为今天日本核电站安全保障的技术水平不行吗？日本福岛核电站在安

全保障方面诉诸了日本当今最先进、最完备的技术手段了吗？显然都不是的。 

     

    美国三里岛核事故的发生不是技术设备的问题，而是操作问题。切尔诺贝利核事故中也有同样性

质的问题。 

     

    有专家提到了中国核电事业的发展是否应由核电集团主导，也就是说由企业主导的问题。日本这

次核事故的发生，日本国内的学者们也提出了同样的问题。 

     

    长期以来，日本核电事业的发展由企业主导的性质也是很浓的。这样就出现了一个问题：企业在

落实安全保障的问题上，是否会不计成本地开发和使用最好的技术？谁都关心安全，但在对待安全

问题的态度上，企业和公众显然是不一样的。 

     

    这次日本的核事故发生后，一开始仍然是东京电力方面出面应对。但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那是行

不通的。于是政府出面，把权力接管过来。当然政府也聘请了专家，但据说有些专家长期以来一直

就是东京电力的代言人。于是有了解情况的日本学者提出，让这样的人出面来代表公众的利益，我

们不信任。 

     

    这次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一个叫做“日本科学者会议”的科学家组织很快就站出来发表声明，指出

尽管目前日本政府和东京电力一同成立了事故处理的对策本部，但东京电力方面刻意隐瞒事实的情

况并未得到根本改善。 

     

    他们要求政府在更广泛的意义上依靠专家（而不是少数企业的代言人），首先需要做的是迅速、

毫无保留地向专家们公开反映事故现状的原始数据。他们要求政府更好地借鉴三里岛事故的经验教

训，更加科学地组织好事故处理和居民避难的问题。 

     

    他们还要求政府在此次事件结束后，从原子能政策、管理体制等诸多方面对目前原子能开发和利

用中的企业主导所带来的核安全问题进行彻底反思。不能只是站在企业的角度去考虑问题，涉及到

核安全问题，公众立场尤为重要。 

     

    核电有优势，但不能大跃进式发展 

     



    □周明胜（清华大学工程物理系教授） 

     

    我是清华大学工程物理系86级的，专业是核燃料循环与材料。因为跟与核相关的几个集团有人才

培养方面的合作交流，对核能领域了解得比较多。 

     

    从我了解的情况看，目前我国核电建设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因为能源的需求和节能减排的压力。核

电有一个特点，就是高投入高产出，前期建设成本比较高。如果一个100万千瓦的核电发电机组要投

入110亿元左右，那么有一半左右就是用在安全的费用上的。建成发电以后，核电的燃料元件费用只

占总收入的13%到15%，而煤电达到50%左右。 

     

    现在核电发展较快还与太阳能发电、风电不稳定有关，这两种能源很清洁、很好，但整个社会的

用电量对稳定性要求非常高。比如，2009年甘肃省曾经到清华去探讨合作，以求解决他们风电的稳

定性问题。他们现在大力发展风电，但风稳定性很差，时大时小，如何解决电网的稳定性是很重要

的问题。 

     

    从国家长远来看，我认为核电行业应该稳步发展，不能大跃进。安全是第一位的，保证安全的情

况下才能良性循环，整个社会才能进步。 

     

    目前，我国民众的科学素养跟日本比，确实还有明显的差距。我们系两个博士生前些天从日本仙

台回来，系主任很重视，专门和他们聊了聊，才知道他们所在的日本大学的教授已经正常搞科研

了，基本恢复常态。所以，对民众进行科普，提高科学素养是很有必要的。 

     

    人类需要枕着一个“炸弹”睡觉吗 

     

    □田松（北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 

     

    关于核电的成本问题，我认为不可少算的一项是核垃圾，其处理的成本，是一个确定的数还是一

个不确定的数？有些核垃圾要放很长时间，甚至长达1万年。如果要租一块地放核垃圾，放10年的租

金可以算出来，放50年的租金也可以勉强算出来，放100年就不好说了，要放1万年这是多大的一笔

钱。如果把这个考虑进去，核电未必是赚钱的买卖，是得不偿失的。 

     

    而且核电的风险性显而易见是很大的。由于操作不当它会产生问题，甚至泄漏。即使操作得很

好，运行得很好，遇到天灾也会产生问题。我还有一个假设，即使没有天灾，也操作得当，运行得

非常好，运行1000年，那它还有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垃圾的问题，其垃圾会不断地产出，要永远

地放在那儿，这就相当于在地球上放了一个毒瘤。 

     

    另外，它要释放热量，就相当于我们在地球上凭空多放了一个太阳，肯定会对我们的生态造成影

响。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们家乡建的核电站，只是把海水的温度提高了4度。似乎说影响不大，这

怎么会没有影响呢？ 

     

    国内现在运营的核电站是7座，正在建的是11座，筹建的25座。分布在大江南北。这件事让我不

可理解，为什么要发展核电，发展核电做什么？最直接的回答是因为我们要用电，要发展。可到底

是什么样的动因迫使我们一定要用核电去发电？为什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枕着一个“炸弹”睡觉，甚

至是把这个“炸弹”放在火炉边上烤着睡觉？ 

     

    从我的专业角度，我是这样考虑这一事态的发生及发展的：我们现在仍然在很多时候保持着对以

往的科学共同体的认识，即认为科学共同体是一个知识共同体，它的任务就是生产知识，也常常认

为科学共同体是一个道德共同体。它不仅仅生产知识，而且拥有很高尚的情怀，很伟大的道德，它

要为人民造福，为人民谋利益。 



     

    但是我们忽略了一点，科学共同体在当下这个时代首先是一个利益共同体。它首先要维护自己的

生存。所以，假设核电专家关于核电要打一个评估报告，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说这个核电如何必

要、如何安全、如何清洁；另一个是论证这个核电如何不安全，如何不清洁，如何有危险，不应该

发展核电。这两个报告导致他们自己两种不同的结果，一个是成为整个经济的中心，因为国家大力

发展核电，他个人的地位很快大幅度提升，而另外一个报告会导致报告者被边缘化。 

     

    如果科学家只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凡人，他会打哪一个报告呢？同样的参数放在面前，他要朝

哪个方向建构呢？这是科学知识社会学要研究的问题。这时就要考虑了，所谓发展到底是谁的？真

的是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发展、人类的发展吗？我认为在这种时候，常常是科学共同体自身的利益

在起作用。 

     

    核电发展不会停止，只是速度问题 

     

    □张凭（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高级工程师） 

     

    我是学核物理的，毕业后搞了二十多年的核反应堆研究设计。 

     

    首先，核电是否安全？我可能也有偏见，我认为对微观世界（10的负13次方厘米尺度以下的原子

核结构和核能）的认识，是人类物质文明一个很优秀的成果。这落实到经济发展、和平利用上，就

是大规模核电站建成。应当说核能源是可靠的经济的能源，它的安全性比起我们一般生活的很多方

面的安全性都要高。 

     

    大家担心核电站安全性就是因为放射性物质的泄漏。但是，这应该不影响我们发展核电。我认为

核能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不可或缺的能源。 

     

    说起来，水电站也是相当不安全的，三峡大坝要是来一个9级地震，那几百米水头，比海啸不知

道要厉害多少倍。那为什么不考虑这个呢？现代高楼大厦似乎没有人质疑它的安全性，但它能应对

非常的地震或洪水吗？核电站安全设计比水泥大坝和现代高楼的保险系数要大很多。我的意思是，

不要用不应该使用的标准去要求和非难“原子能反应堆”这个很精致的现代科学成果；不然，所有的楼

房都是不安全的——“9·11”的事故双子座经不起，哪个建筑物都经不起。 

     

    大家要有一个认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造就了现代核科学和核技术，我们要

宣传“整个科学共同体是人类的代言人”；不然我们就没有标准，也没有了权威。 

     

    第二，福岛事故对日本是坏事，从发展来看，对我们可能还是好事。 

     

    国内已经有秦山、大亚湾、田湾核电站在运行，国家目前在批在建的反应堆里有3000多万千瓦，

将近4000瓦的核电站可能在未来若干年建成。有十几个省打算建核电站。福岛事故的经验和教训会

对我们核电业界有现实的益处，可以让国内的技术人员设计更加细心，考虑问题更全面；可以让国

家领导人和相关部门知道，一旦这个事情发生了，该怎么应对。 

     

    核电确实有很多优点。虽然现在国家暂停审批核电站，但发展核电这件事是不可阻挡的，只是速

度快慢而已。有人说以后不建核电站了，就只搞风能、太阳能，这是不可能的。 

     

    这次福岛核电站事故引发我国的抢碘盐风潮很值得总结。从抢购行为看，中国需要提高大众的科

学素养。但科学普及是政府的事——这要求各级公务员要比民众有更高的科学素养，要做到“自己不

抢盐，并且明白为什么不该抢”，这应该是一个合格公务员科学素养的底线。 

     



    还有，媒体在人类遇到灾难时应该做什么，在福岛事故后也该总结。 

     

    《科学时报》 (2011-04-07 A2 观察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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