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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了焦点小组讨论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广州大学城 10 所高校大学生对于核电的认知与态

度现状进行了研究。此项调研发现，无论是自我评估还是实际掌握的程度，受访学生对于核电知识的掌握程度均

较低。对于人类使用核能和我国发展核电，多数受访学生持支持态度。受访学生最信赖的核电科普信源是核电领

域里的专家、学术机构和政府监管部门等。对于核电科普，他们更倾向于通过纪录片形式，获取有关核电安全、

辐射防范和政府监管等方面的知识。此外，本文运用一般统计描述、交叉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大学生

群体在核电认知与态度上的性别、专业和地域差异，以及核电态度影响因素，以期为新媒体环境下更具针对性地

开展核电科普工作铺垫基础，从而提升青年学生对国家低碳能源与核电战略的知情了解和认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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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暖，化石能源日趋消耗殆

尽的大背景下，核能作为清洁安全、能量密

度高的能源类型，在全球能源战略中占据着

日益重要的地位[1]。虽然中国核电发展起步较

晚，但驱动力量强劲。发展核电关涉到国家

产业竞争力和能源安全、国家应对全球气候

暖化与减碳目标等重大战略的落实，而核电

在回应这些重大战略问题上具有其它能源形

态不可替代的优势。2012 年 10 月，国务院讨

论通过 《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 和 《核

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2011—2020）》。核电被

列入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的总体战略，并成为

节能减排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目前，中国

在建核电机组 26 台，装机容量 2 850 万千瓦，

在建规模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到 2020 年中国

将新建约三十座核电站[3]。但由于核能源自于

国防的神秘性和作为大型工业项目其技术的

复杂性，以及历史上核事故的外溢扩散效应，

核能的发展一直面临着公众存疑甚至反对的

状况。特别是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发生的

福岛核事故，成为全球核能政策收缩的催化

剂。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等国家在福岛事故

后决定放弃核电；美中法等七国全面暂停国

内新建核电项目[4]。此外，中国核电发展还面

临其它强大的牵制力量，比如社会流传的核

电刻板偏见与公众对核电的误解、市场化媒

体偏好灾难新闻的新闻生产文化及其欠专业

报道对核电刻板偏见的强化、江门事件等非

理性的反核行动等。总之，如何在核电产业

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公众参与和公众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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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既了解和回应公众的关切甚至压力，促使

核电企业的管理精益求精，防患于未然，也由

此赢得公众的理解、信任，甚至支持，已经是

国家低碳能源战略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大学生是社会新技术和新思想的前沿群

体，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接受能力，但也极易

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因而他们对核电风险的

感知敏感而复杂[5]。研究该群体对于核电的认

知、情感与态度，对研究、分析和预测其他人

群在核电接受问题上的认知和态度有着重要

的参考价值。此外，在新媒体环境下，核电科

普随时面临着网络中非理性舆论的消解。大学

生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是当前 6.88 亿网民[6]

的主要构成和活跃分子，其对新媒体的使用

频率和黏性都超过其他群体。研究该群体对

核电的认知与态度，为深入了解和预测网络

上核电舆论的生成和演化提供了可能。同时

也有助于突破“成功的核电科普未必能赢得

公众对核电的支持”[7]这一悖论与困境，从而

在新媒体环境下更具针对性地开展核电科普

工作。

本研究尝试结合焦点小组讨论和问卷调

查等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聚焦广州高校大

学生群体，试图回答如下问题：

RQ1：广州高校大学生群体的核电认知的

基本情况如何？对于核电知识，他们自我评判

的掌握程度和实际的掌握程度分别是怎样的？

RQ2：广州高校大学生群体对人类使用核

能和我国发展核电的态度分别是怎样的？对

于在家乡周边地区兴建核电站又持怎样的态

度与情感倾向？

RQ3：广州高校大学生偏好哪类核电科普

的信源、渠道和内容？

1研究方法
本研究于 2014 年 3 月在广州大学城 10 所

高校招募 70 余名大学生，共进行了六场“大

学生对于核电的认知与态度”焦点团体座谈

会 （Focus Group Discussion）。在 FG 座谈会的

基础上，研究者于 11 月使用配额抽样和整群

抽样结合的方法，在广州大学城十所高校展

开了问卷调研。问卷内容包括对研究对象的人

口学特征、对核电知识的了解程度、文化倾

向、对核电站建设的情感倾向、公众参与意

愿、核电收益与风险感知、核电科普偏好等。

本研究将样本定为 1 200 人，鉴于广州大学城

十所高校中各校性质和学生数量不一，研究

者先根据各高校学生数量占广州大学城学生

总量的比例来确定每所大学分配的样本数，

然后对每所大学宿舍楼进行随机抽样，在抽

中的宿舍楼中再随机抽取楼层，再对被抽中

楼层中的宿舍进行随机抽样，最后请抽中宿

舍中的每个学生填答问卷。若抽中宿舍有学

生不在则请隔壁宿舍学生填补人数。最后共

回收 1 193 份有效问卷。

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中，男生604 人 （占比

50.6%），女生 589 人 （占比 49.4%），平均年

龄为21 岁 （Minimum=17，Maximum=34，SD=

2.05）。理工类专业学生592 人（占比 49.7%），

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学生 328 人（占比 27.5%），

医学专业学生 103 人（占比 8.6%），艺术类学

生 169 （占比 14.2%） 人。来自广东省的受访

者有 825 人，占总人数的 69.2%，其他基本平

均分布各个省市。此外，受访者所在城市或邻

近地区没有核电站的为 889 人（占比 74.6%），

有规划拟建核电站的为 101 人 （占比 8.5%），

有正在建设的核电站的为 28 人 （占比 2.3%），

有已建成的核电站的为 174 人（占比 14.6%）。

总体上调查样本对广州大学生群体具有很好

的代表性。

2广州高校大学生核电认知基本情况

本研究通过两种方法来评估受访大学生对

核电的了解程度。首先是受访大学生自评其了

我对核电的
基本常识比

较了解
6.1%
30.3%
34.4%
25.9%
3.2%

我对核电风
险有较全面

的了解
9.6%
29.5%
30.8%
27.4%
2.6%

我经常比较
主动了解核

电信息
24.0%
40.2%
23.4%
10.0%
2.3%

完全不同意
比较不同意
不确定
比较同意
完全同意

表 1 受访大学生自评其对核电的了解程度

070



2016 年第 01 期窑总第 060 期

青年学生的核电认知尧态度及核电科普偏好 掖掖掖 邓理峰 涂胜彬 / 实践新知 阴

解程度，其次是通过核电知识题来测试其对核

电的实际了解程度。自评了解题为 5 级量表，

共三道测试题，分别为“我对核电的基本常识

比较了解”，“我对核电风险有较全面的了

解”，“我经常比较主动了解核电信息”。

如表 1 所示，六成以上受访者在自评对核

电基本常识、核电风险以及是否主动了解核电

等的时候，都作出了较低的自我评价，同意比

例均低于 30%。在“我对核电基本常识比较

了解”和“我对核电风险有较全面的了解”这

两个问题上的回答相近，选择“同意”的分别

占29.1%和 30%，说明大多数人对核电了解程

度的自我感知和评价较低。而在“我经常比较

主动了解核电信息”问题上，64.2%的受访大

学生选择“不同意”，而“同意”的比例仅为

12.3%，说明多数受访大学生并没有主动了解

核电信息的行为与习惯。

本研究以中国核学会的“核电科普知识竞

赛题”为基础（46 道题），并参考了本文作者

搜集到的核电科普手册，自行设计了核电知

识测试题。内容包括核电技术、核电产业、核

电社会影响和生活常识（与辐射有关）四大类

题目，每类题目可分别测量受访者对应的客观

知识，同时受访者总的得分反映了其关于核电

总体的客观知识水平。最初的测试题共包含

30 道题目。在邀请了 150 名大学生进行试测

试后，我们保留了其中分辨力和信度较高的

10 道题目作为最终的核电知识测试题，其中 3

道题关于核电技术，3 道题关于核电产业，2

道题关于核电的社会影响，2 道题关于生活常

识。所有测试题均为单选题，答对记 1 分，答

错记 0 分，总分为 10 分。

整体来看，核电知识题得分较低，受访大

学生的平均得分仅为4.88分。若以 6分为及格

线，则有63.7%的受访者不及格，8分及以上仅

占5.5%，13人 0分，仅 1人满分。“天然辐射

来源、核能原料、历史上发生的核事故、大亚

湾核电站所在地、法国核能发电比例”这几题

的正确率都高于 60%，“全球核能使用时间以

及铀释放的能量”这两题正确率在 40%～50%

之间，而“对各类辐射的认知、核电的辐射影

响、污染物的认知”这三题正确率较低，都低

于 30%。由此可见，对于基本的常识问题如核

电站所在地、核能发电比例等内容，受访者的

认知情况较好，而涉及到具体技术、原料、辐

射、污染等对核电更深层的了解，其正确率都

不高，而这些恰恰是核电认知的重要内容。

研究者将核电知识得分与受访大学生的专

业和地域来源进行了交叉和回归分析，发现学

科专业和家乡周边是否有建成或正在兴建的

核电站等对大学生的核电知识有显著影响

（P<0.001）。艺术类学生相比其他专业得分最

低 （M=4.37），而理工类与医学类相差不大

（M=4.9），人文与社会科学类学生的平均得分

最高 （M=5.07）。同时，受访大学生在核电知

识测试中的得分，会因不同核电站建设进度而

出现差异显著。家乡附近已有建成核电站的被

试核电知识平均得分最高，而没有核电站的被

试平均得分最低，得分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家乡

周边有核电站正在兴建的受访学生。

3广州高校大学生对核电的态度和情感倾向

为提高对核电态度测量的准确性，本研究

问卷采用前后测对照的方式。前测问题为“你

对人类使用核电作为获取能源的方法是持何

种意见”，后测问题为“对于通过核电作为一

种为我国提供电力的方式，你会持何种态度”。

两组数据输入 SPSS 做相关性检验，Pearson 系

数为 0.82 （p<0.01），表明大学生对核电态度

的前后测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结果如图 1、图 2 所示，七成以上大学生

对人类使用核电以及对我国使用核电持支持

态度。在前测核电态度中，有 71%的受访大

学生表示支持人类使用核电。后测核电态度

中，有 74.3%的大学生表示支持我国使用核

电。研究者将核电态度与受访大学生的性别和

专业进行了交叉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女

生，男生更支持核电的利用；而从专业差异上

看，理工类、医学类、人文与社科类及艺术类

对使用核电的接受度渐趋降低。相比较而言，

理工类和医学类专业学生对于“使用核电作为

获取能源的方法”支持度最高，而艺术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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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支持。大学生对核电知识的掌握程度、对

核电态度与专业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核电知

识会影响受访大学生对核电的态度。理工类和

医学类专业学生的核电知识相对丰富，核电接

受度也更高；而艺术类学生的核电知识掌握最

少，核电接受度也最低。

此外，为了测试受访大学生对于核电的真

实态度，本文还就大学生对核电站建设的态度

和情感倾向进行测量，情感倾向即面对核电站

建设所持正面或负面情感的强度。本文研究发

现，当假设家乡即将建设或者已经建成核电站，

受访大学生会选择去核电站参观了解，主动获

取更多有关核电知识。而且多数人未必会抵制

和反对核电站建设，但是对核电安全存有担忧。

图3 为受访大学生对核电站建设的情感倾

向分布结果，-5～0 表示负面情感，0～5 表示

正面情感。数字 （绝对值） 越大，情感越强。

数据结果表明：大学生对于核电建设仍旧持有

非常矛盾的态度。不同情况下，大学生对核电

的情感倾向差异显著 （t = -35.752, p < 0.001），

对在家乡建设核电站的情感倾向，比提到大亚

湾核电站的情感倾向更消极。受访大学生对于

已经安全运行了二十年的大亚湾核电站的情感

倾向基本上是非常正面的，持正面情感倾向的

人数比例合计有65.2%，而持负面情感倾向的

人数比例仅为4.7%；对于在自己家乡建设新的

核电站，受访大学生的情感倾向则出现较大差

异，持负面情感倾向的人 （合计为 56.4%）要

多于持正面情感倾向的人（合计为 28.7%）。结

合前期在焦点团体讨论会的发现，本文认为，

大学生的这种复杂态度与核电的特殊性和敏感

性所产生的“邻避效应”有密切关系。他们一

方面认可核电作为清洁能源在雾霾治理、高效

发电等方面的益处，另一方面又担忧核电站建

设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负

面影响，从而有疑虑和矛盾心理。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对核电收益和风险

的认知状况会影响民众对核电发展所持的态

度。为了解大学生群体对核电态度的形成原

因和影响因素，本文利用五级量表测量了大

学生的核电收益和核电安全认知状况，并将

其与核电态度进行交叉分析。本项研究发现：

多数受访大学生对核电带来的收益持肯定态

度（M=3.5730），特别是对核电作为清洁能源，

解决当下中国非常紧迫的环境问题所能作出

的贡献，普遍高度认可。然而，通过对核电安

全感知的测量发现，受访大学生对于核电安全

的认知处于不确定状态 （M=3.1686）。受访大

学生对“相比于早先的核电技术，现在的核电

安全技术已经使核电站发生严重事故的概率

非常低了”的说法认可度最高。而对政府和核

电企业的信任度仍然较低，对核电安全的隐忧

十分强烈。相关性分析得出 （表 2），受访大

学生对核电收益及核电风险的感知与核电态

度成显著负相关，即大学生感知到的核电收益

越多、风险越小，那么他们对核电的反对程度

图3 受访大学生对核电站建设的情感倾向（百分比）

图1 受访大学生对人类使用核能的态度（前测）

图2 受访大学生对我国发展核电的态度（后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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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低。本项研究通过逐步回归统计分析还发

现，核电效益在核电知识对核电态度的影响中

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核电安全的中介作用则

不显著 （具体数据见表 3）。换言之，如果希

望通过核电科普的方法来赢得大学生对于核

电的理解与接纳，则应该更多地宣传核电收

益，比如雾霾治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

能源供应、增强产业竞争力等，而宣传核电安

全在提升核电接受度方面的作用则不显著。

4广州高校大学生对核电科普信源、形式及

内容的偏好
4.1 信源偏好：最受青年学生信赖的是核电科学

家、境外学术机构及中央政府

在本项调研所列出的发布和提供核电相

关信息的 18 个信源选项中，受访大学生依据

每个信源的可信程度对其打分 （最不可信为

1，最可信为 5）。研究结果发现（具体数据如

图 4 所示），提及率最高的、最受大学生信赖

的前五位信源包括：核电领域的科学家

（67.6%）、境 外学术机构及 其研究成果

（67.3%）、监管部门 （64.9%）、全国人大政协

（61.9%）、中央政府 （59.9%）。而大众媒体

（尤其是境内媒体） 作为传播的重要渠道，研

究发现受访大学生给予的信任度并不高。根据

问卷设计的 18 个选项，对所有信源归类，基

本可得“学术机构或专家学者、政府机构、人

大政协、境内与境外媒体、企业、亲友、

NGO”等几类，其中“学术机构或个人”可信

度最高，其次为政府和人大政协，而来自中央

政府的信息可信度比地方政府更高。再次则为

NGO 组织、核电企业，其中核电企业普通员

工的可信度比核电企业高。最后是大众媒体与

自媒体，但传统媒体如新闻网站、电视等比微

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可信度更高。

核电的高度专业性、风险的不确定性与事

故的危害性，这些因素使得专家、研究机构更

能取信于人。相比之下，在核电话题上人们对

身边的亲友和微信朋友圈的信任度较低。这个

发现，与受访大学生相对熟悉且有直接生活经

验的一般话题里（如日常消费） 的常见调研结

果存在显著差异。一般而言，身边亲友等人际

渠道在公众更有生活经验的话题里 （比如日常

消费等） 通常是信任度最高的渠道。由此可

见，即使普通民众在很多经济、民生等社会问

题上，对政府和专家信任严重缺失的情况下，

受访大学生在核电相关的话题上仍旧对政府

和专家保持了较高的一般性信任度。

4.2 形式偏好：青年学生最偏好的核电科普形态

是纪录片

对于科普知识呈现的形式，研究发现 （见

图 5），多数大学生喜欢“一部真实、客观、

有人物故事的纪录短片”，选择“比较喜欢”图4 受访大学生对不同信源之间可信度的排行情况

青年学生的核电认知尧态度及核电科普偏好 掖掖掖 邓理峰 涂胜彬 / 实践新知 阴

Pearson Correlation
Sig. (2-tailed)
N
Pearson Correlation
Sig. (2-tailed)
N

核电总体
态度

-.404**
.000
1193

-.212**
.000
1192

核电总体
态度（后测）
-.360**
.000
1191

-.245**
.000
1190

核电收益

核电风险

**. Correlation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1 level (2-tailed).

表 2 受访人对核电的态度与其对核电收益及核电
风险感知之间的相关关系

表 3 核电收益感知在核电知识影响核电态度中的中介作用

Model
1
2

R
.144a

.412b

R Square
.021
.170

Adjusted R Square
.020
.168

Std. Error of the Estimate
.77414
.71320

R Square Change
.021
.149

F Change
25.182
211.442

df1
1
1

df1
1181
1180

Sig.F Change
.000
.000

Change Statistics
Model Summary

注：a. Predictors：（Constant），核电知识得分
b. Predictors：（Constant），核电知识得分，核电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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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常喜欢”的比例高达 83.8%。对于“一

份严谨、专业、呈现科学数据的研究报告”受

访人选择“比较喜欢”和“非常喜欢”的比例

合计为 47.3%。而“一款有趣、好玩、永久免

费的网络游戏”只有少数人选择“喜欢”,占

32.6%。

此外，将科普形式与性别进行交叉分析，

发现性别差异对受访大学生对科普形式的偏

好有显著性影响 （P<0.01）。男生更倾向于选

择纪录片，而女生对动漫短片的喜欢程度比

男生高，并且女生相对不喜欢研究报告。

4.3 内容偏好：青年学生最偏好的核电科普内容

是事故发生后的防范措施及辐射知识

本次问卷共设 10 个选项来调查大学生的

科普内容偏好。在 1 193 名受访者中，65.05%

的大学生愿意了解事故发生后的防范措施，

49.5%的大学生希望获取核电辐射的相关知

识。其次分别为“国家对核电安全的监管”、

“核电的优劣势”、“人类三次重大核电事故的

真相与解读”、“核电站选址”、“核电企业保

障核电安全运营的情况”、“核电技术的发展

状况”与“核电行业的发展状况”，仅有

7.88% 的受访大学生选择了解“国内已建成或

待建核电站相关情况”，如图 6 所示。

通过对比受访大学生对于核电科普内容的

偏好与核电知识测试的得分情况来看，关涉到

个人和环境安全的核电辐射相关的话题，既是

大家偏好的核电科普内容，也正是大家了解得

相对比较少的话题。但是，如果再将核电收益

与核电安全对提升受访大学生的核电接受度

的数据做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这里面存在一个

悖论：一方面，相比较而言，核电收益的话题

比核电安全的话题更能提高公众对核电的接

受度。另一方面，核电安全的话题却是大家更

希望了解的话题。因而综合起来，核电科普的

内容还是需要以核电收益话题为首要的内容，

但同时也需要顾及公众的需求，即核电安全的

知识。

5结语

西方发达国家的核电发展经验表明，除了

技术性、政策性和经济性因素以外，核电作为

一种能源获取方式，其在公众中的接受度对核

电发展的作用不容忽视。大学生是社会新技术

和新思想的前沿群体，也是目前国内网民的主

要构成和活跃分子，他们对核电风险感知敏感

而复杂。深入了解该群体对核电的认知与态

度，可为在新媒体环境下开展针对性的核电科

普铺垫基础。

尽管本次调研发现受访大学生对于人类使

用核能和我国发展核电的支持度均较高，但是

需要对此保持谨慎和反思，并从动态发展的角

度来审视该结果。很多受访人对核电持一般性

支持态度，支持的主要原因包括核电对于雾霾

治理、高效发电等作出贡献。但他们认为核电

有利有弊，所以保持中立和观望态度，因而在

本项研究的后测态度中，持“权衡利弊下勉强

接受 （或者是有条件接受）”态度的受访人数

量不在少数。

此外，根据研究者在焦点团体座谈会中的图6 若你希望更多地了解核电相关的知识，你会对
哪三项知识最感兴趣？（提及频次）

图 5 受访大学生对不同科普形式的偏好情况

（下转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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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部分受访人的反核或疑核态度，也可能

是表面态度，其背后的社会与政治因素不可忽

视。比如对核电管理者的不信任（如监管者的

贪腐）、风险治理中缺乏平等和公平的民主程

序 （如江门事件）、政府和企业其它领域里的

信用赤字 （豆腐渣工程、环境污染项目等）。

这类发生在其它领域里的不信任，蔓延并祸

及核电领域。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很多反核或

疑核的民众可能未必是真正抵制核电本身，而

是这些社会与政治因素导致他们对于核电风

险的感知被放大。

基于本项研究的发现，本文认为在目前低

社会信任的环境下，要高度重视大学生群体对

核电企业、地方政府以及专家群体的不信任状

况，并针对目前大学生群体广泛存在的核电知

识匮乏和各种核电认知偏差现象开展差异性

的核电科普。同时，要积极推动核电科普从单

向宣传向公众参与转型[8]，将科学知识和科学

理解的体验纳入到科普当中，提高核电科普

的互动性，从而激发公众对国家低碳能源与核

电战略的知情了解与认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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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科普部在 2011 年组织开展了

“科学家与媒体面对面”系列活动，围绕社会

热点每期邀请科学家与媒体记者开展交流。

中国科普研究所也在筹划建立中国科学媒介

中心，以期创立媒体与科学界的联络机制。就

应如何改善科学家与媒体的互动关系而言，研

究日本科学媒介中心的运营机制和实践活动

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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