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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众接受性是发展核电的重要影响因素ꎬ如何获得公众的广泛理解和必要支持ꎬ是核电持续发展的重要命

题ꎮ 近年来ꎬ世界和我国的核电邻避事件日益增多ꎬ严重影响到核电能源战略的布局实施ꎬ而公众沟通是化解核电邻避效应

的重要工作ꎮ 当前ꎬ我国核电公众沟通的重点在于:理性辩论针对核电的质疑ꎻ核能科普需要科学家走出象牙塔和公众走进

核电厂ꎻ信息公开要掀开核科技的神秘面纱ꎻ在区分核电邻避效应中涉及的公众利益与公共利益差别的基础上ꎬ构建利益协

调与公众参与的有效机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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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世界核电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ꎬ公众接受性

是核电能源战略布局的重要影响因素ꎬ然而ꎬ当前无

论是世界核电的发展历程ꎬ还是我国核电发展的形

势ꎬ都面临着邻避冲突日益突出的巨大挑战ꎮ 而如

何有效地进行公众沟通ꎬ是化解邻避效应、提高核电

的认受性ꎬ进而促进核电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ꎮ
一般而言ꎬ邻避型设施和项目都具有负外部性、

风险潜在性、非自愿承担性和规避高成本等基本特

征ꎬ正是由于这些特征ꎬ使邻避型设施和项目的选

址、规划、建设等活动ꎬ极易激起公众的抵触情

绪[１]ꎬ从而引发邻避冲突ꎮ 然而ꎬ核电邻避冲突现

象的发生ꎬ有着复杂的内在机理和外在表现ꎮ 既有

与其他环保类等邻避型设施的共同的一面ꎬ也有因

核电而生的高度专业性、建设的敏感性、危害的不可

控性、风险的放大性等特殊性的另一面ꎮ 核电的邻

避冲突ꎬ既有不同区域和不同主体的利益之争ꎬ也有

当代人和后代人的代际公平性的问题ꎬ同时也夹杂

着具体决策程序的科学性与合法性、发展权益和环

境权益的权衡等诸多问题ꎮ 如何破解核电的邻避冲

突ꎬ事关我国核电发展的总体能源布局ꎮ 当前最为

关键的突破口就在于深入、具体和高效的公众沟通ꎬ
结合点在于推进核安全信息的公开、创新核能科普

和宣传的方式、积极有效地进行核电的舆情应对、构
建公众参与的机制等方面ꎮ

本文基于公众沟通的视角ꎬ提出了我国核电应

对邻避效应的路径选择ꎮ 首先ꎬ在简要介绍了我国

和世界核电发展的现状和规划的基础上ꎬ分析了核

电发展面临的邻避冲突的主要表现和后果ꎻ其次ꎬ从
我国国情遵循的理论指导原则出发ꎬ阐释了马克思

主义群众观以及群众路线对做好核电公众沟通工作

的指导价值和启发意义ꎻ最后ꎬ从面向实际的需要入

手ꎬ围绕我国核电公众沟通的几个关键问题ꎬ提出了

公众沟通的具体路径ꎮ

一　 邻避冲突是核电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一)我国和世界核电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规划

随着国家对能源安全保障的日益重视ꎬ在人类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世界性难题的共同行动中ꎬ积
极发展核电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ꎮ 近年来ꎬ世界

核电的发展已初步走出了因 ２０１１ 年日本福岛核事

故造成的低谷而不断复苏ꎬ与此同时ꎬ我国核电在经

历了安全大检查、暂缓新建核电站的审批、暂时冻结

内陆核电站等过程后ꎬ核电的发电量、上网电量和核

电份额在最近几年来都在不断增加(见表 １、图 １、图



２)ꎮ 根据中国核能行业协会的统计资料显示: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我国发电总装机达到 １６４５. ６９ＧＷꎮ 其

中ꎬ火电占比 ６４.０％ꎬ水电占比为 ２０.２％ꎬ并网的风

电占比 ９％ꎬ并网的太阳能占比 ５％ꎬ而核电占比最

低ꎬ仅为 ２％ꎮ ２０１６ 年ꎬ我国投运 ７ 台核电机组ꎬ截
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已投入商运的核电机组 ３５ 台ꎬ运行核

电机组的装机容量达到了 ３３６３２.１６ＭＷｅꎬ占全国电

力装机容量的 ２.０４％ꎮ ２０１６ 年ꎬ我国核电累计发电

量为 ２１０５.１９ 亿千瓦时ꎮ 从 ２０１６ 年 １￣１２ 月全国发

电量统计分布的比例看ꎬ核电占全国累计发电量的

３.５６％ꎬ而火电占比最大达 ７４.３７％ꎬ水电为 １７.７９％ꎬ
其他占比 ４.２８％[２]ꎮ 由此可见ꎬ核电在我国能源结

构中的地位在不断提升ꎮ

表 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我国核电的发展状况

年份 核电发电量(亿千万时) 累计上网电量(亿千万时) 运行装机容量(ＭＷ) 全国累计发电量占比(％)

２０１２ ９８２ ９５０ １２５７０ １.９７

２０１３ １１０７.１ １０４０.９ １４８３３.７９ ２.１１

２０１４ １３０５.８ １２２６.８４ ２０３０５.５８ ２.３９

２０１５ １６８９.９３ １５８２.８９ ２６４２７.３７ ３.０１

２０１６ ２１０５.１９ １９６５.６８ ３３６３２.１６ ３.５６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公布的资料整理ꎮ

图 １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我国核电发电量情况

图 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我国核电装机容量情况(２０１７ 为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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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世界核电发展的大格局中看ꎬ目前我国核电

发电量仅次于美国和法国位居世界第 ３ 位ꎬ但 ３％左

右的核电份额世界排名第 ２５ 名ꎬ与全球 １１％的平均

水平还有较大距离ꎬ与占据 ７２.３％的最大核电份额

的法国相比ꎬ更是相距甚远ꎮ 按照装机容量统计ꎬ我
国在运和拟建核电的规模都位居世界第 ４ꎬ而在建

和计划的核电都居世界第 １ꎻ在运和拟建核电的规

模都位居世界第 ４ꎬ而在建和计划的核电都居世界

第 １ꎻ在运、在建、计划和拟建的核电规模分别占世

界总额的 ８.５８％、３４.８９％、２７.８３％和 ４０.９６％ (见表

２) [３]ꎮ «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和
«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中也确

定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核电装机规模的目标:在运 ５８００
万千瓦、在建 ３０００ 万千瓦ꎮ 按照我国能源发展的规

划ꎬ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３０ 年我国核电份额将达到 ５％和

１０％ꎮ 由此可见ꎬ核电在我国目前和将来能源结构

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ꎬ而且ꎬ我国核电在世界核电能

源格局中同样也扮演中重要的角色ꎮ

表 ２　 世界主要核电国家的核电现状及未来规划

国家

２０１６ 年核电

发电量
(ＴＷｈ)

份额
(％)

运行中的

反应堆
数量(座)

装机容量
(ＭＷｅ)

在建的

反应堆
数量(座)

装机容量
(ＭＷｅ)

计划中的

反应堆
数量(座)

装机容量
(ＭＷｅ)

拟建的

反应堆
数量(座)

装机容量
(ＭＷｅ)

阿根廷 ７.７ ５.６ ３ １６２７ １ ２７ ２ １９５０ ２ １３００
亚美尼亚 ２.２ ３１.４ １ ３７６ ０ ０ １ １０６０ ０ ０
孟加拉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４００ ０ ０
白俄罗斯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３８８ ０ ０ ２ ２４００
比利时 ４１.３ ５１.７ ７ ５９４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巴西 １５.９ ２.９ ２ １８９６ １ １４０５ ０ ０ ４ ４０００

保加利亚 １５.８ ３５.０ ２ １９２６ 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２００
加拿大 ９７.４ １５.６ １９ １３ꎬ５５３ ０ ０ ２ １５００ ０ ０
智利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４４００
中国 ２１０.５ ３.６ ３６ ３２ꎬ６３７ ２１ ２３ꎬ０８６ ３８ ４３ꎬ４００ １７４ ２００ꎬ０００

捷克共和国 ２２.７ ２９.４ ６ ３９０４ ０ ０ ２ ２４００ １ １２００
埃及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４００ ２ ２４００
芬兰 ２２.３ ３３.７ ４ ２７６４ １ １７２０ １ １２５０ ０ ０
法国 ３８４.０ ７２.３ ５８ ６３ꎬ１３０ １ １７５０ ０ ０ ０ ０
德国 ８０.１ １３.１ ８ １０ꎬ７２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匈牙利 １５.２ ５１.３ ４ １８８９ ０ ０ ２ ２４００ ０ ０
印度 ３５.０ ３.４ ２２ ６２１９ ６ ４３５０ １９ １７ꎬ２５０ ４４ ５１ꎬ０００

印度尼西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３０ ４ ４０００
伊朗 ５.９ ２.１ １ ９１５ ０ ０ ４ ２２００ ７ ６３００

以色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２００
意大利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日本 １７.５ ２.２ ４２ ３９ꎬ９５２ ２ ２７５６ ９ １２９４７ ３ ４１４５
约旦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０００ ０ ０

哈萨克斯坦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１８００
朝鲜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９５０
韩国 １５４.２ ３０.３ ２４ ２２ꎬ５０５ ３ ４２００ ２ ２８００ ６ ８８００

立陶宛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７００
马来西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０００
墨西哥 １０.３ ６.２ ２ １６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３０００
荷兰 ３.８ ３.４ １ ４８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巴基斯坦 ５.１ ４.４ ５ １３５５ ２ ２３２２ ０ ０ ０ ０
波兰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６０００ ０ ０

罗马尼亚 １０.４ １７.１ ２ １３１０ ０ ０ ２ １４４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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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国家

２０１６ 年核电

发电量
(ＴＷｈ)

份额
(％)

运行中的

反应堆
数量(座)

装机容量
(ＭＷｅ)

在建的

反应堆
数量(座)

装机容量
(ＭＷｅ)

计划中的

反应堆
数量(座)

装机容量
(ＭＷｅ)

拟建的

反应堆
数量(座)

装机容量
(ＭＷｅ)

俄国 １７９.７ １７.１ ３５ ２６ꎬ８６５ ７ ５９０４ ２６ ２８ꎬ３９０ ２２ ２１ꎬ０００
沙特阿拉伯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６ １７ꎬ０００
斯洛伐克 １３.７ ５４.１ ４ １８１６ ２ ９４２ ０ ０ １ １２００

斯洛文尼亚 ５.４ ３５.２ １ ６９６ 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０００
南非 １５.２ ６.６ ２ １８３０ ０ ０ ０ ０ ８ ９６００

西班牙 ５６.１ ２１.４ ７ ７１２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瑞典 ６０.６ ４０.０ ８ ８３７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瑞士 ２０.３ ３４.３ ５ ３３３３ ０ ０ ０ ０ ３ ４０００
泰国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５０００

土耳其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４８００ ８ ９５００
乌克兰 ８１.０ ５２.３ １５ １３ꎬ１０７ ０ ０ ２ １９００ １１ １２ꎬ０００
阿联酋 ０ ０ ０ ０ ４ ５６００ ０ ０ １０ １４ꎬ４００
英国 ６５.１ ２０.４ １５ ８８８３ ０ ０ １１ １５ꎬ６００ ２ ２３００
美国 ８０５.３ １９.７ ９９ ９９６４７ ４ ５０００ １６ ５６００ １９ ２８ꎬ５００
越南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４８００ ６ ７１００

总计∗ ２ꎬ４９０ １０.６ ４４６ ３９１ꎬ３１５ ５９ ６４ꎬ１５０ １６０ １６４ꎬ５１７ ３７８ ４３５ꎬ３９５
　 　 注:１.∗总计中包括未列表内的世界其他具有核反应堆的国家及地区ꎻ２. 反应堆数量和装机容量世界核协会(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 日更新)ꎻ３.核
电产量及所占比重来源于国际原子能机构ꎻ４.运行:并网ꎻ在建的:反应堆的第一个混凝土浇筑ꎬ或重大整修正在进行中ꎻ计划:批准ꎬ资金或承
诺到位ꎬ主要预期在 ８￣１０ 年内运行ꎻ拟建:具体方案或现场建议ꎬ开工时机非常不确定ꎮ

　 　 (二)核电发展面临公众接受度的巨大挑战

虽然ꎬ我国已经明确了“安全高效”的方针下积

极发展核电的国家能源战略ꎬ然而ꎬ核电的发展一路

也伴随着许多的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ꎬ这其中既有

某些专家学者关于核电安全性(包括内陆核电站的

风险性、高放废物中间处理和最终处置存在的隐

忧)以及大规模发展核电是否具有必要性的专业层

面的质疑ꎬ更有普通公众出于“不要建在我家后院”
邻避心理而形成的示威等具体反核行动的邻避冲

突ꎮ 邻避冲突的发生具有深刻和复杂的原因ꎬ也构

成了对核电持续发展的巨大挑战ꎮ 从世界核电邻避

效应的应对上看ꎬ这里仅以邻避效应比较突出的高

放废物处置库为例就可说明问题ꎬ国际核电发展历

程中ꎬ既有加拿大 Ｋｉｎｃａｒｄｉｎｅ 和瑞典奥萨玛尔的核

废物处置库公众沟通的成功案例ꎬ也有美国尤卡山

和英国高放废物地质处置库公众沟通的失败教

训[４]ꎮ 当然ꎬ核电有关项目的建设不能顺利推进ꎬ
原因肯定还有诸如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企业和公

众等博弈方面的诸多因素ꎮ 但造成的后果却是ꎬ当
地方政府和公众不支持高放废物的选址和建设时ꎬ
核电的持续发展必受制约ꎮ 如何应对核电的公众接

受性难题ꎬ与安全性、经济性一起共同成为世界核电

能否有一个光明前景的重大现实问题ꎮ

我国也曾发生过多起针对核电相关项目选址、
规划或建设的邻避事件ꎬ造成了比较大的社会影响ꎮ
比较典型的就有:比较早的如 ２００７ 年的拟议中的山

东乳山红石顶核电站项目ꎬ最后因在选址当地投资

的房地产商、购房者等的反对下ꎬ加之未报批环境影

响评价等项目建设手续而引起巨大的风波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江西彭泽发生安徽望江民众、“反核四老”
抗议地处江西安徽交界处但归江西九江行政管辖的

彭泽核电厂项目建设事件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ꎬ广东江门

发生了千人抗议核燃料工业区项目建设事件ꎬ该项

目最终因邻避活动导致搁浅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江苏连

云港计划中的中法“核循环项目”也引发了当地民

众和社会的巨大的争议ꎬ在公众线上线下的抗议下ꎬ
当地政府最后不得不宣布停建ꎮ 核电邻避事件的发

生ꎬ一方面反映出公众权益意识的增强ꎬ但从种种迹

象也暴露出我国核电公众沟通比较薄弱的缺陷ꎮ 因

此ꎬ如何应用科学专业的方法ꎬ有针对性地做好公众

沟通工作ꎬ就成为致力于核电支撑国家能源战略的

中国核工业界必须要面对的新型课题ꎮ

二　 群众路线提供了我国核电公众沟通工作的方法

论基础

获得公众的广泛理解和必要支持ꎬ是我国核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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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必须应对的挑战ꎮ 追根溯源ꎬ无疑马克思主义

的群众观明确了中国核电沟通中公众的主体地位ꎮ
公众既是发展核电的具体实践者ꎬ也是发展核电的

监督者、评价者和直接受益者ꎮ 发展核电的最终目

的就是要造福亿万人民ꎬ因此ꎬ核电发展需要充分发

挥群众的积极作用ꎬ广纳群言、广集民智ꎮ 而源于群

众史观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ꎬ到群众中去”ꎬ为
解决核电发展中公众沟通的主体问题提供了方法论

意义上的重要参考ꎬ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

工作路线 [５]ꎬ所以ꎬ践行群众路线也是核电发展中

做好公众沟通工作的根本方法ꎮ

客观而言ꎬ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在今天不但仍

不过时ꎬ反而在当前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ꎬ仍然具

有重要的指导价值ꎮ 当然ꎬ其指导价值不能囿于特

定时代的具体话语ꎬ而在于其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ꎮ 群众路线对做好新时期的核

电公众沟通工作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和启发意

义ꎬ其提供了新时期核电公众沟通工作的根本方法ꎮ
其基本观点有 １７ 条 [６]ꎬ但与核电公众沟通相关性

较大的就有 １０ 条ꎮ 群众路线提供了做好核电公众

沟通工作的方法论基础ꎬ具体详见表 ３ 的分析ꎮ

表 ３　 群众路线基本观点及其对核电公众沟通工作的指导价值和启发意义

群众路线的基本观点 对核电公众沟通工作的指导价值和启发意义

(１)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 根本理论依据

(２)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
路线

群众路线同样也是核电公众沟通的根本工作路线

(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核电发展通过绿色、清洁的能源供应ꎬ最终落脚点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４)向人民群众学习 提供了核电公众沟通的工作方法

(５)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 核电公众沟通工作的目的和衡量依据也要以一般意义上的群众满意为标
准ꎬ当然ꎬ这里要直面核电发展中长远的国家利益和短期的局部利益可能
存在冲突ꎬ整体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和局部意义上的部分地区、部分公众利
益受损(如核电厂址区公众的外迁成本、高放废物处置区的发展机会的减
少或者丧失等)ꎬ这就需要通过利益补偿等方式化解矛盾

(６)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 具有宏观指导价值ꎬ核电的公众沟通也要从公众需要的实际出发ꎬ研究公
众的需要ꎬ切近实际

(７)从群众中来ꎬ到群众中去 提供了核电公众沟通的根本工作方法

(８)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 提供了核电公众沟通的具体工作方法ꎬ因为核电的公众沟通工作既要依
靠群众ꎬ但鉴于核能的高科技性和公众的分散性ꎬ因此ꎬ也需要教育和引
导群众

(９)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提供了核电公众沟通的具体工作方法ꎬ依据群众反应强烈的诸如安全顾
虑、风险危害、环境保护、决策程序、利益平衡等不同性质的问题制定针对
性的公众沟通方案ꎬ采取不同的沟通方法ꎬ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１０)提高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提供了核电公众沟通的具体工作方法ꎬ核电公众沟通工作也属于群众工
作的范畴ꎬ沟通的效果和效率反映了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三　 核电公众沟通的路径选择

从当前我国核电发展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出

发ꎬ以公众沟通作为破解核电邻避冲突的突破口和

关键点ꎬ通过有效应对核电安全性的质疑、推进信息

公开、进行核电舆情应对、构建公众参与机制等全方

位、多层次工作的开展ꎬ紧紧围绕解决我国核电公众

接受性这个核心问题ꎬ为国家核电能源的战略布局

和顺利实施创造有利的公众支持条件ꎮ
(一)质疑的应对:理性辩论

尽管世界核电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ꎬ发展核电

是有效化解能源危机、减轻温室气体排放的科学之

路和必然选择[７]ꎮ 然而ꎬ世界核电的发展一直伴随

着质疑、反对的声音ꎬ特别是当发生重大的核安全事

故或事件后ꎬ各种抗议和反对的声音就会转化为一

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实际行动ꎬ甚至试图阻止并实

质上改变了核电原有的发展路径ꎮ 如 ２０１１ 年的日

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ꎬ一些国家在公众的强大反对

下ꎬ更是通过公投等法律方式ꎬ宣布放弃发展核电的

计划ꎬ如德国、瑞士、意大利等国就是这样ꎮ
我国的核电发展也同样受到反核声浪的巨大影

响ꎬ如何正确面对专家质疑和广大普通公众疑虑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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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核电持续发展需要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ꎮ
在现代高度发达、开放的媒介网络环境下ꎬ如果没有

专业、科学的关于核电安全发展的声音的大规模传

播ꎬ反核组织和反核人士出于种种目的把特定核电

相关设施的建设作为导火索ꎬ发出关于核电安全不

可靠、技术不可信等方面的观点ꎬ将会给公众和社会

造成巨大的误导ꎮ 针对这种情况ꎬ核工业界的相关

部门、行业协会、涉核的专家学者要勇于站出来ꎬ用
事实和数据说话ꎬ通过理性、专业、中肯的辩论ꎬ发出

核电具有安全性的宏声巨响ꎬ并以此引导社会形成

广泛的共识ꎬ引导公众科学、客观地看待核电的风

险ꎮ 进而让广大公众对于核电的安全性、经济性和

技术性等问题能够分辨是非、 厘清纷繁、 看清

真相[８]ꎮ
(二)核能科普:科学家走出象牙塔和公众走进

核电厂

在当年福岛核事故发生以后ꎬ我国一些地区的

公众也发生过抢购食盐来应对辐射污染的现象ꎮ 反

对核电建设的公众抗议ꎬ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众的

不了解甚至误解造成的ꎮ 因此ꎬ当前ꎬ我国关于核电

能源的科普工作更需引起必要的重视ꎮ 因为核电涉

及的核技术与核工程等专业知识的高度专业性ꎬ这
就需要核能领域的相关科学家和核电企业的从业者

做出共同的努力ꎮ
一方面ꎬ核能科学家除了从事实验室的科研研

发、指导核电站的建设工作外ꎬ还需要分出一部分面

向公众进行科普宣传的精力来、或者一部分核能科

研人员要把核能科普工作纳入其工作的范畴ꎮ 借助

现代的大众传媒、新型媒体等平台ꎬ以公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ꎬ进行核能的科普讲座、公众论坛等工作ꎮ 如

针对核电站产生的高放废物的处置问题ꎬ就需要通

过核科学与技术、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科学家以及传

统和新型媒体、核电行业协会、核电企业、地方政府

的共同努力ꎬ向公众讲清楚谈明白我国高放废物处

置的技术路径、安全保障ꎬ努力化解和消除公众的过

分担心和过度疑虑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百闻不如一见ꎬ因此需要核电企

业深入做好“公众开放日”“公众科普周”等活动ꎬ在
不影响核电正常运转的前提下ꎬ扩大邀请公众的规

模ꎬ优化各个阶层的代表性ꎬ通过公众与核电站的

“亲密接触”ꎬ消除核电站的神秘感和恐惧感ꎬ进而

增强公众发展核电的信心ꎮ
(三)信息公开:掀开核科技的神秘面纱

近年来ꎬ我国制定和出台了«关于加强核电厂

核与辐射安全信息公开的通知»和«核与辐射安全

监管信息公开方案(试行)»等文件ꎬ一些核电企业

也实行了核电站核与辐射安全信息报告和公开制

度[９]ꎮ 但也要看到ꎬ我国现有核电领域的信息公开

状况与公众的实际需求相比ꎬ还有巨大的距离ꎮ 有

关核电项目选址、规划和建设的决策ꎬ更多的是一种

封闭式的运行模式ꎬ除了法律规定的必不可少的如

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项目公示以及社会稳

定风险评估中的公众参与程序外ꎬ对于核电运行相

关的安全情况特别是决策方面的信息公开性不够ꎬ
这也是谣言产生的主要原因ꎮ

诚然ꎬ拟议中的决策当然没必要公开ꎮ 然而ꎬ一
旦纳入了实质性的决策程序ꎬ就需要既考虑法律法

规的原则要求ꎬ也需要从赢得公众支持的角度做好

信息公开的相关工作ꎮ 推进核电领域的信息公开ꎬ
需要转变观念ꎬ要本着开门办核电的方针ꎬ通过依靠

群众、相信群众ꎬ除法律明确规定需要保密的情形

外ꎬ就要以透明和公开代替封闭和暗黑ꎬ有效保障公

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ꎮ
(四)公众参与:利益协调与机制构建

从长期看ꎬ核电领域的公众沟通工作的根本还

有赖于基于利益协调的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上ꎮ 首

先要区分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区别ꎮ 公众利益是

一个非集合概念ꎬ可以有公众个体ꎬ指的是与国家、
政府利益相区别的民众的利益ꎬ或称为群众利益ꎮ
而公共利益是指不特定的社会成员所享有的利益ꎮ
基于此ꎬ核电相关规划、项目的决策和建设ꎬ就要考

虑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利益差异问题ꎬ通过协商沟

通、利益补偿等方式做好利益协调的工作ꎮ
在此基础上的长期目标是ꎬ根据利益相关主体

与相关利益要求进行公众参与的路径设计ꎬ构建我

国核电发展的公众参与机制[１０]ꎮ 尽力解决核电公

众参与的主体(本地与外地)、方式、对象、平台、时
机、保障(意见采纳与否的激励和制约)等几个关键

的核心问题ꎮ
具体而言ꎬ关键的要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在

公众参与保障上ꎬ通过法定的程序把公众参与的原

则落实在核电规划的决策过程中ꎬ并保存公众意见

是否采纳的文本ꎬ作为后续责任倒查的依据ꎮ 在公

众参与的对象上ꎬ主要针对的是核电领域的相关规

划、相关项目ꎮ 在公众参与主体上ꎬ要针对核电规

划、项目和建设直接影响的周边公众以及其他社会

大众ꎬ无疑重点是前者ꎬ但也不可忽视后者ꎬ因为信

息开放环境下的公众具有交互的影响ꎮ 在公众参与

时机选择上ꎬ应在规划的编制阶段、项目的可行性研

究阶段开始ꎬ并伴随始终ꎮ 在公众参与的方式上ꎬ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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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传统的座谈会、走访调查、听证会外ꎬ还要畅通各

类组织化的参与渠道ꎬ主要包括两类:作为正式组织

的如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ꎬ以及社会组织如

环保非政府的草根组织、行业协会、专业学会等ꎮ 也

要注意ꎬ公众参与的过程和效果要以是否遵循 ４ 个

基本原则为判断标准:规模原则(每次参与组织和

人数数量适中、切合需要等)、民主原则(参与主体

的自愿性、代表性等)、责任原则(个人的人格担当、
组织的社会责任)和理性原则(中立、科学、独立判

断等)ꎮ
总之ꎬ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是我国能源转型的基

本方向ꎬ核电作为一种安全、清洁、可靠的能源ꎬ在我

国能源转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ꎮ 然而ꎬ核电的

健康持续发展面临许多挑战ꎬ需要从技术、社会、法
律等方面综合应对ꎮ 以群众路线的精神实质为指

导ꎬ高度重视并努力做好公众沟通工作ꎬ不断提高核

电的公众接受度ꎬ唯此ꎬ核电的持续发展才能支撑国

家的经济持续增长ꎬ并最终造福亿万人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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