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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 2015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数据为基础，描述了我国公民对“核能利用”的整体认知和态度，包

括核能利用信息的获取、对核能利用的了解程度以及对核能利用的态度三个方面。尝试从知识和态度两个方面来探索

我国公民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城乡、地域等因素上对核能利用的差异性认知。最后指出加强我国公民对核能利

用的认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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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化石燃料所带

来的储量危机和污染问题，使安全、清洁、高

效、经济、能量大且可大规模应用的核能越来

越受到各国的重视，核电与水电、煤电一起构

成了世界能源供应的三大支柱，在世界能源结

构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据美国核能研究院

（NEI） 统计[1]，截至 2016 年 5 月，全世界有

30 个国家的 444 个核反应堆在运行发电，有

15 个国家的 63 个新核电站在建。2012 年，核

电站发电量约占了世界发电量的 10.9%。2015

年，世界上有 13 个国家的核能供电量至少占

了本国供电量的四分之一，其中，法国高达

76.3%，乌克兰为 56.5%，而我国仅占了 3%。

核能带给人类巨大效益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

安全风险。1979 年美国三里岛核泄露致使美

国停止核电站建设 30 年，直到 2011 年初美国

才明确表示将大力发展包括核能在内的清洁

能源，提高核电站建设贷款[2]。1986 年，前苏

联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导致全世界一系列

核工程延期，但回报丰厚的核电效益促使俄罗

斯一直进行核电的建设及技术研发输出。2011

年，日本福岛核事故直接导致日本关闭境内所

有核电设施，但法国、英国等国家则表示仍然

大力支持核电事业，不因日本影响而改变核电

发展计划。在核事故 4 年后，高昂的能源账单

迫使日本重启核电。核安全事件使各国放慢脚

步，重新审视核能，调整战略决策，在核能问

题上更加慎重。虽然核能利用在历史上出现过

安全问题，但核能经济、安全性高、废物产生

少，所带来的效益也是传统能源无法企及的，

也是未来能源发展的趋势。目前，美国、法国

等国家均在政府支持下开展第 4 代核电技术研

究，将在第 3 代技术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安全

性，降低建设运营成本，考虑防止核扩散的要

求，使未来核电更加安全、廉价[2]。

我国的能源消耗模式一方面给生态环境造

成了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也制约了经济社会

的发展。核能作为一项新能源，对我国以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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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能源结构具有很大的调整压力和改善

前景。自 1991 年以来，我国陆续建成秦山核

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等，核能已经成为我国能

源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受国外的核安全

事件的影响，多个核电站项目被迫取消。福岛

核事故后，我国暂时停止了新建核电项目的审

批，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而在此之前的 《核

电中长期规划 （2005—2020 年）》 也面临修

编。但自 2014 年以来，重启国内核电项目审

批的信号不断释放，一批沿海核电工程重新

启动。而按照 2016 年国家“十三五”规划纲

要[3]，到 2020 年，核电运行装机容量要达到

5 800 万千瓦，在建达到 3 000 万千瓦以上，

开启了新一轮规模发展核电计划。核电的发

展既依赖于技术、经济、政治等多方面，同时

也受公众接受度的影响，公众态度还会影响到

核电技术的调整，改变核电的发展空间[4]。而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较大的经济发展

和环境压力，对核能的需求越来越多，需要相

关部门在审慎决策后制定适合国情的政策。在

这种情况下，了解我国公民对核能利用的认知

和态度更加具有现实性意义。

1文献回顾和数据来源
关于核能利用的文章大多集中在核能科

学领域，涉及公众对核能利用的认知和态度

的研究不多，目前主要是一些研究机构和组

织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关注公众对核能利用的

看法和态度。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组

织撰写的 《科学与工程指标》[5]，“核能利用”

在“科学与技术：公众的理解与态度”一章里

以公众对科技相关议题的态度中的一项来表

述美国公众对核能利用的态度和看法。各大

调研机构一直对核能利用这项科技议题进行

持续调研：如盖洛普组织 （Gallup） 从 1982

年开始的民意调查、比斯孔蒂研究公司 （Bis-

conti Research） 和 GfK Roper 公司[6]自 1983 年

对美国公众的意见调查、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的美国政治调查都调研了公

众对核能利用的态度。欧盟委员会的欧洲晴

雨表 64.3“欧洲人和生物技术”（2005） [7]、

341/73.1 号“生物技术”（2010） [8]都研究了公

众对核能的态度。总的来说，国际上对核能利

用的调研主要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着重调查公

众对核能利用的理解与态度，及其风险感知与

支持度。

国内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核能利用优势

和弊端的探讨，如何有效地提高核能安全，提

供相关的政策建议，同时也不乏从伦理学的角

度来研究核能利用的文章，但缺乏从全国范围

以公众角度进行的全面研究。核能利用是典型的

公共科技政策议题，了解我国公众对核能的总体

认知和态度、对发展核能的收益和风险的认识、

不同群体的差异性认知能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

供决策依据，能够帮助相关部门开展更有针对性

的科学传播，形成公众与政府和科学共同体的良

性互动，这也是公众参与科学的最佳体现。考

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

状况均有所差别，因此，有必要对其差异性认

知进行系统地比较和研究。限于本文的研究目

的，在文章中只涉及了性别、城乡、年龄、教

育程度、地域这五个社会人口因素。

核能利用议题作为 2015 年中国公民科学

素质调查的一个独立模块，该模块的有效样本

为知晓核能利用的受访者，本文研究的样本为

32 753 份。

2公民对核能利用的整体认知及态度
核能利用模块在指标设计时参考了美国的

综合社会调查 （GSS）、国际社会调查 （ISSP）、

欧洲晴雨表、盖洛普关于核能利用的调查等，

力图在全面描述我国公民对核能利用的整体认

知和态度基础上，具有一定的国际可比性。
2.1 关于核能利用信息的获取

在接受调查的受访者中，仅有40.9%的被访者

图 1 是否听说过“核能利用”

054



2016 年第 03 期窑总第 062 期

中国公民对核能利用的认知及态度 掖掖掖 张 超 黄乐乐 任 磊 / 专题 阴

变量

性别

城乡

教育程度

年龄

地域

表 2 了解程度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注：* p<0.001。

水平
1= 男性
2= 女性
0= 城镇
1= 乡村

1= 小学及以下
2= 初中
3= 高中

（中专、技校）
4= 大学专科

5= 大学及以上

1=18~29
2=30~39
3=40~49
4=50~59
5=60~69

1= 东部地区
2= 中部地区
3= 西部地区

均值
2.1568
2.1211
2.3077
1.8613
1.4485
1.8450
2.3136

2.6131

3.0472

2.2547
2.1918
2.1275
1.9123
1.8722

2.2129
2.1073
2.0471

Sig.

.000*

.000*

.000* 两两比较
（Tamhane’s T2(M)）
（1,2） （1,3） （1,4）
（1,5） （2,3） （2,4）
（2,5） （3,4） （3,5）

（4,5） =.000
.000* 两两比较

（Tamhane’s T2(M)）
（1,2） （1,3） （1,4）
（1,5） （2,3） （2,4）
（2,5） （3,4） （3,5）

（4,5） =.000
.000* 两两比较

（Tamhane’s T2(M)）
(1,2)(1,3) (2,3)=.000

听说过“核能利用”，接近 60%的受访者没听说

过或不知道。其中，男性对“核能利用”的关注

度明显高于女性，如图1所示。

在渠道方面，58.3%的公民通过电视获取

“核能利用”相关信息，31.6%的公民通过互联网

及移动互联网获取相关信息，报纸、图书等传统

媒体的作用下降。一方面是因为传统媒体对核能

利用相关信息报道减少，另一方面是传统媒体的

可接触性降低，电视与互联网已成为现代社会公

民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如图2所示。

从信任对象来说，我国公民最相信科学

家，比例为 82.0%，其次是政府官员，比例为

8.1%。说明在相关的科学技术领域，科学家仍

然作为知识权威的代表，具有较高的公信力，

这也启示我们在处理相关的科技议题时要充分

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如图 3所示。

2.2 对“核能利用”的了解程度

问卷设计了 5 道正误题来调查我国公众对

“核能利用”的了解程度，从图 4 可以看出，

除了第一道题有超过一半的人 （58.7%） 回答

正确外，第二、三、四、五题的正确率分别为

47.3%、46.5%、34.8%和 27.1%，正确率都低

于一半。无论是对于核物质的利用原理，还是

核辐射的后果以及预防措施，我国公民对核能

认识程度浅，存在错误认识，如图 4 所示。

为了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我国公民对核能利

用的了解程度，对题目进行赋值，具体描述和

赋值见表 1。回答正确赋 1，回答错误赋 0，

不知道赋 0，采用加总取均值的方法。

从整体来看，我国公民的了解程度得分最

小值为 0，最大值为 5，平均值为 2.14，可知，

对于核能利用的知识正确度并不高，了解程度

不深，还需要继续进行相关知识的普及。除了

图 2 公民获取“核能利用”信息的渠道

图 3 关于“核能利用”最相信谁的言论

图 4 公民对“核能利用”的了解程度

题项
（1）X 光透视检查利用了核物
质的放射性（√）
（2）B 超检查利用了核物质的
放射性（X）
（3）碘盐可以预防核辐射（X）
（4）核辐射都是人为产生的（X）
（5）微量的核辐射照射不会危
害人体的健康（√）

回答正确

1

1

1
1

1

回答错误

0

0

0
0

0

不知道

0

0

0
0

0

表1 对核能利用的了解程度题目的赋值

注：正误题统一乘以 5，以便与其他题目量纲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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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还需要从不同群体的角度来分析我国

公民对核能利用的了解程度。文章分别从性

别、城乡、教育程度、年龄、地域五个因素对

公民的核能利用了解程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各个因素均有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从表 2 可知，我国公民中男性比女性对核

能利用具有更深更准确的了解；城市居民比农

村居民的了解程度高；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

公民的得分均值提高，说明教育对公民的核

能利用了解程度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年龄方

面，随着年龄增长，对核能利用知识的掌握度

逐渐降低；地域方面，东部地区拥有最高的了

解程度得分，中部次之，西部最低。

2.3 对“核能利用”的态度

公众对科技议题的认识会影响到对相关

科技观点的态度，进而影响到自身的行为模

式。从图 5 可以看出，我国公民对核能利用持

积极、肯定的态度，87.3%的公民赞成“政府

应该采取多种形式让公众了解核能利用的相

关信息”，84.8%的公民赞成“科学技术的进

步能够使人类更加安全地利用核能”，82.6%

的公民赞成“我国需要发展核电和可再生能

源，保证电力供应充足，促进能源结构调整”，

68.0%的公民赞成“核电站的建设有助于缓解

火力发电造成的空气污染”。可见，虽然我国

公众对核能的认识程度较浅，但是对核能利用

充分肯定，且对核能的未来充满信心。

同样，对于核电利弊问题的态度，我国

67.8% （如图 6 所示） 的公民认为发展核电利

大于弊，对核电持肯定态度。70.3%的公民支

持核能技术的应用，如果算上持中立态度者，

比例达到 91.5% （如图 7 所示）。根据 2015 年

盖洛普调查[9]，51%的美国人对核能表示“极

力支持”或“有些支持”，支持核能的高点出

现在 2010 年，比例为 62% （2011 年日本福岛

核事故之前），此后持续下降。无论是在福岛

核事故之前，还是在之后，美国的支持比例远

低于我国的比例。

综上，在对待核能利用的态度方面，我国

公民的态度是积极肯定，且充满信心的。

涉及具体的不同因素间的差异性认知态

度，依然对问卷的相关题目进行赋值，得到一

个总的态度得分。具体描述和赋值见表 3，将

其命名为公民对核能利用的认可，从消极到积

极分别赋值为 1~5，不知道处理为缺省，同样

采用加总取均值的方法。Cronbach’s Alpha 系

数为 0.747，具有内部一致性。

我国公民的认可度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5，平均值为4.14，可知，我国公民对核能利用

的认可度很高，对其意义充分肯定，对未来发

展态势充满信心。依然从不同因素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从表 4 可知，性别、城乡、教育程

图 5 公民对有关“核能利用”观点的态度

图 6 公民对我国发展核电利弊的看法

图 7 公民对核能技术应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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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项

（1） 核电站的建设有助于缓解火力发电造
成的空气污染
（2） 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使人类更加安全
地利用核能
（3） 我国需要发展核电和可再生能源，保
证电力供应充足，促进能源结构调整
（4） 您认为我国发展核电的利弊如何
（5） 您对核能技术的应用支持或反对的程
度如何

非常赞成

5

5

5

（利远大于弊） 5

（非常支持） 5

基本赞成

4

4

4

（利大于弊） 4

（比较支持） 4

既不赞成
也不反对

3

3

3

（利弊相当） 3
（既不支持
也不反对） 3

表 3 公民对核能利用的认可程度

基本反对

2

2

2

（弊大于利） 2

（比较反对） 2

非常反对

1

1

1

（弊远大于利） 1

（非常反对） 1

度、年龄、地域均有显著性差异。与了解程度

一致，我国男性比女性有更高的核能利用认可

度；城镇居民更加认可核能利用；整体来说，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公民的认可度均值提高，

说明教育对公民的核能利用认可度具有显著的

提升作用；年龄方面，与了解程度相反，随着

年龄增长，对核能利用的认可逐渐提升，其中

30~39 岁到 40~49 岁年龄段上升较为明显；地

域方面，主要是东部和中西部的差异较为显著，

东部地区的认可度最高，中西部基本一致。

2.4 知识、态度的一致性

从上文对知识和态度的分析可以看出，性

别、城乡、教育程度、地域因素对知识和态度

的影响都比较有一致性。总的来说，男性比女

性，城市比农村，东部比中西部，拥有更高的

了解程度和认可度，教育程度对了解程度和认

可度都是正向作用，年龄的增长会使了解程度

变低，但认可度增高。可知，知识与态度间可

能存在相关性，因此，对二者进行相关分析。

由表 5 可知，知识与态度显著 （p<0.001），有

统计学意义，但相关系数仅为 0.146，二者间

虽然有正相关关系，但关系不强烈。对核能利

用的了解程度并不对公众的核能认可度具有

强烈的指导作用。

3总结
（1） “核能利用”在社会上有一定普及度

和关注度，但是知晓度不高。我国公民主要通

过电视获取相关信息，互联网等新媒体崛起。

从信任对象来说，我国公民最相信科学家，其

次是政府官员。

（2） 我国公民对“核能利用”的了解程度

浅，存在错误认识。

（3） 我国公民对“核能利用”的态度是积

极肯定的，且对核能利用的未来充满信心。

（4） 从了解程度和认可度两个方面来说，

我国男性公民拥有比女性公民更深的了解和

更高的认可度；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更加了解

和认可核能利用；教育程度对了解程度和认可

度都有明显的正向作用，随着教育水平的提

高，我国公民更加了解并认可核能利用；随着

变量

性别

城乡

教育程度

年龄

地域

表 4 认可度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注：* p<0.001。

水平
1= 男性
2= 女性
0= 城镇
1= 乡村

1= 小学及以下
2= 初中
3= 高中

（中专、技校）
4= 大学专科

5= 大学及以上

1=18~29
2=30~39
3=40~49
4=50~59
5=60~69

1= 东部地区
2= 中部地区
3= 西部地区

均值
4.2118
3.9983
4.1360
4.1338
4.1258
4.0957

4.1480

4.1702
4.2356

4.0464
4.0918
4.2131
4.2297
4.3145

4.1476
4.1235
4.1249

Sig.

.000*

.000*

.000* 两两比较
（Tamhane’s T2(M)）

（1,2） （1,3） （1,4）
（1,5） （2,3） （2,4）
（2,5） （3,4） （3,5）

（4,5） =.000
.000* 两两比较

（Tamhane’s T2(M)）
（1,2） （1,3） （1,4）
（1,5） （2,3） （2,4）
（2,5） （3,4） （3,5）

（4,5） =.000
.000* 两两比较

（Tamhane’s T2(M)）
(1,2)(1,3) (2,3)=.000

表5 了解程度和认可度的相关性

注：**.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认可度
.146**
.000
1

了解程度
1

.146**
.000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Pearson 相关性
显著性 （双侧）

了解程度

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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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的增长，公民的了解程度逐渐降低，但是

认可度却逐渐提升；地域方面，东部地区拥有

最深的了解程度和最高的认可度，中部次之，

西部最低。

（5） 了解程度和认可度之间虽然有正相

关关系，但关系不强烈。对核能利用的了解

程度并不对公众的核能认可度具有强烈的指

导作用。

核能已成为人类能源的重要来源之一，在

人们越来越重视温室效应和大气污染的形势

下，积极开展核能利用，推进核电建设对满足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提

升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工业技术水平都有重要

的意义。本文从公众对核能利用的认知和态度

入手，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我国公民对核

能利用的认知程度不高，但对于核能利用总体

上保持着较为积极和乐观的态度，绝大部分的

受访者认为发展核电的利大于弊，对于核能技

术的应用也持积极支持的态度。纵观欧美等国

家公众对核电的态度研究，这些国家的公众对

核能利用的态度在大的时间尺度上会产生一

定的变化，核事故、媒体的传播导向、公众对

核电站的熟悉和了解程度都会影响公众对核

能利用的态度和支持度。公众对核电利用的

支持与否本质上是一种对基于风险收益模型

上的风险决策过程，国外相关研究表明，公众

对核电熟悉程度越高，认为核电安全的人数比

例也越高[10]。因此，切实加强核能利用和宣传

与公众的沟通，让公众熟悉和了解核电行业，

消除公众由于信息缺失产生的恐惧和不信任

感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发展核电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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