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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邻避现象”已成为我国建设项目落地的难题，“邻避事件”的发

生暴露出社会治理和公众沟通方面存在很多缺失。本文以湖南二三〇项目舆情事件为例，结

合近年来发生的涉核舆情事件，探讨如何培育理性的舆论环境，破解非理性对抗困境，以构

建我国健康良性的核安全舆论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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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邻避现象”已成为我国建设项目落地的难题，“邻避事件”的发生暴露出社会

治理和公众沟通方面存在很多缺失。诱发项目“邻避事件”原因较为复杂，既可能源于对安

全的担忧，也可能出自对利益的诉求或对伦理的考量，而发生群体性对抗的“邻避事件”更

多的则是群众的非理性盲从。近期发生的“湖南二三〇项目舆情事件”从线下聚集示威发展

到通过律师诉讼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沟通，成为我国核领域公众沟通中通过政府与公民的理性

博弈解决问题的良好开端。 

一、湖南二三〇项目舆情事件概况 

2018年 12月 25 日，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街道在枫华府及周边小区的公示栏张贴关于“核

工业二三〇研究所”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的批前公示。当晚，“恐核”言论由单个业主微

信群迅速扩散至周边小区，多个小区的业主加入“含浦环境保护群”抵制二三〇项目落户。

次日，网民“爱家园”在红网“百姓呼声”栏目发表题为“关于核工业二三〇研究所落户岳

麓区含浦居民区的强烈抗议”的帖子，与该项目直线距离最近的周边小区民众对此项目的建

设表达强烈的抗议，并前往主管部门岳麓区科技产业园管委会表达述求。 

2018年 12月 28，针对含浦区人民的质疑，岳麓科技产业园管委会发表《关于核工业二

三〇研究所、湘核计量检测研发基地项目入园的情况说明》，对两个入驻项目的相关情况作

了比较详尽的说明，对项目性质、主要业务及居民关切的若干问题作出回应。 

2019 年 1 月 1 日，微信公众号“谭逸歌”发表题为《一名含浦博士生致湘核拟购放射

源的新年信》的文章称，“你们要是真来，我得先跟你们‘约法三章’，也算作是给你们的善

意提醒。”次日，微信公众号“湘核计量检测”发表题为《致含浦谭逸歌博士新年信的回信》

的文章作出回应。 

2019 年 1 月 7 日，核工业二三〇、湘核计量项目召开专家答疑座谈会，邀请 7 名全国

行业内权威专家及 100 余名居民代表参加。1月 8日，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率领

厅辐射处、辐射站负责人赴岳麓区科技产业园调研核技术利用项目建设工作。 

此后，微信公众号“长沙郭雄伟刑事辩护团队”陆续发表了《一个含浦居民致潘碧灵副

厅长的公开信》《核工业二三〇，别再忽悠政府和百姓》《生态环境部，你不能这样护短》等

16 篇文章，理性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诉求，得到抗议居民的认同。 

二、涉核项目发生非理性对抗的原因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信息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公众获取信息的速度更快、途径更广。

部分谣传、虚假信息和误导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负面作用强化了“邻避效应”，究其

原因存在多种因素。 

（一） 核能科普知识的严重匮乏是根本原因 



尽管中国核电已经发展了 30 余年，各核电企业也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但是，

从 2011 年杞县抢盐事件、2012 年反对彭泽核电事件、2013 年鹤山燃料园事件以及连云港

核循环事件公众的反应看，公众对核领域的相关知识知之甚少，公众仍普遍存在谈核色变的

心理，对“核”仍存疑虑，甚至担心。除了相关企业和专业人士，真正理解和支持涉核项目

的公众占少数，更多的是本能地选择反对。核工业二三〇项目舆情发酵后，在媒体的调查采

访中，发现大多数居民对核安全方面的知识了解很少。当地政府、园区、涉事企业负责人和

部分居民都认为，湖南虽是核技术利用大省，但公众核科学知识普及情况不容乐观，仍然是

谈“核”色变。 

（二）“邻避效应”的盲从心理是主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邻避现象以及由邻避现象引发的邻避冲突频发，居民出现抵制情绪，产生

“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甚至采取高度情绪化的、激烈的集体反对或者抗争行为。在

二三〇项目公示阶段，个别居民在对项目并没有进行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便凭个人推测和臆

断，在朋友圏、微信群发布项目影响生活、影响健康的不实消息，项目周边部分居民出现情

绪急躁、盲目随从的“邻避”心理，导致流言进一步发酵和扩散，从而引发了对项目的热议

甚至抗拒。如果政府和企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不能及时疏导公众情绪，妥善处理公众正当诉

求和有效治理邻避问题，就很容易导致邻避现象升级为邻避冲突。 

（三）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足是重要原因 

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严重影响了涉核项目公众沟通效果，也形成了公众对于环境影响评

价流于形式的印象。例如鹤山燃料园事件在新闻发布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当地政府不得不以

公告红头文件的形式宣布项目取消，抗议者才罢休，折射出公众对政府的“不放心”。此外，

大多数涉环保项目选址都没有经过充分的讨论沟通，甚至封闭式决策，公民参与渠道不畅通、

程序不完善，导致公众不能有序参与获取信息、表达意见，或者能够表达意见，也难以得到

真正重视。如此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项目消息公布后就遭到强烈反对，进而对政府产生“信

任危机”。理性的公共决策，一是能化解公民焦虑，二是能增加公民公共理性。 

（四）新媒体放大宣传是具体原因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和新兴媒体的快速崛起，社会进入了大众麦克风时代，媒体生态

和大众传播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便捷了信息主客体之间的沟通，另一方面强化

了信息主客体影响舆论走向的能力和风险放大能力，邻避冲突更加易发和复杂。在信息传播

和产生社会影响过程中，信息被解读、判断并附加价值。涉核事件中，代表官方舆论场的传

统媒体，对事件的报道相对审慎，对风险信息的建构较为客观。而代表民间舆论场的贴吧、

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在对事件议题的建构过程中，常呈现出对涉事风险的恐慌以及对官方

信息的不信任。核“污名”的传播，使得公众“谈核色变”，并导致涉核项目受到民意的强

大阻力。 

三、培育核电领域理性舆论环境的必要性 

良好的理性沟通环境，不仅仅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更离不开培育和提升现代网民

理性和文明的人文素养。培养理性公民，使其能自主、理性地行使权利承担义务，从而能促

进社会各方面因素全面、稳定、协调、可持续发展。面对公民社会的发展，对于理性公民的

需求愈来愈紧迫。 

（一）社会培养全体公民理性思索的需要 

当前，我们探索破解核电邻避困境之道，是要摒弃仅凭一家之辞就决定对事物喜好的思

维定势，崇尚并鼓励理性的思索与科学的指导。理性精神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强调

遵循一种基本的自然法则和人文秩序，强调不轻信、不盲从，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是

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文化精髓。在纷繁复杂的新媒体时代，全体公民尤其需要强化自己理性

精神的培养，学会理性分析和多方求证辨伪。在二三〇项目舆情事件中，以郭雄伟律师团队



为代表的理性公民始终保持客观的态度，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进行判断，将居民从感性认

识引向到理性认识，为避免继续出现大规模群体事件起到了积极作用，这对破解我国核电邻

避困境的协商治理与解决具有极强的示范性意义。 

（二）政府跳出“塔西佗陷阱”的需要 

 “塔西佗陷阱”强调的是执政者与人民群众应保持密切的沟通与联系。近些年不断爆

发的垃圾焚烧厂、PX项目的邻避事件逐渐进入民众视野，这些重大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浪费了不菲的社会经济成本和难得的发展机遇，也为核电行业顺利发展敲响了警钟，揭示出

核电在社会管理和公众沟通工作还有很多缺失。二三〇项目含浦公示事件发生后，大部分居

民均第一时间认为政府监管不力、审批不严，充分说明政府在信息公开、办事效率、透明度

方面有待提高。但是，舆情爆发后，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迅速回应公众关切，与郭雄伟律师刑

事辩护团队为代表的群体开展良性互动，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可以说是此次舆情事件

的亮点。 

（三）强化主流媒体责任担当的需要 

自媒体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凭借海量信息和快速、互动等特性，

能够快速地将各种各样的声音传播给不同的受众，不同的言论之间相互切磋碰撞。但其中不

乏 “专家”反核言论，核电站周边一旦发生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一些对该领域毫不了

解的民众由于各自片面认知，加上缺乏正确的舆论导向，很多网络谣言利用大众的恐慌心理

进行泛滥式传播，公众不能够明辨是非，以讹传讹，造成了社会的混乱，也无疑会对核电站

乃至核电行业造成较大负面影响。而主流媒体更具权威性、专业性和公信力，建立公共和互

联网互动平台也更容易为受众接受。因此，作为网络关键信息源的主流媒体，应进一步强化

自身的作用和功能，全面引导网络信息的舆论导向，保障信息的有序传播和健康发展。 

（四）“互联网 +”时代加强社会舆论引导的需要 

网络和数字技术裂变式发展已将我们带入“互联网 +”时代，这个“+”号代表包含核

电在内的各个传统行业。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巨大差别，为传统的核电公众参与带来更高要

求和更大挑战，网络的裂变式传播速度加大并拓宽了人们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度。意见领袖常

常是热点事件的见证者、思考者，往往处于信息源的上端，成为信息的权威发布者，信息裂

变式的传播方式更使意见领袖舆论监督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如果能把意见领袖培养成核电领

域的理性公民，面对一些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重大核电项目时，他们发出的质疑或肯定的声音

以及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将起到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 

四、培育核电理性沟通的舆论环境的建议 

我国核电公众沟通的难点在于很难针对核电的质疑进行理性辩论，要破除“邻避效应”，

一定要公民参与，充分发挥公民的话语权，这是民主社会发展必然的趋势。只有政府、企业、

专家、公民联合开展深度沟通，才能使“邻避”变成“邻利”。 

（一）培养扶持意见领袖，推动政府治理转型 

政府部门应修正传统的风险治理理念，正视邻避项目社会风险的存在，由僵化的、静止

的刚性稳定观转化为开放的、弹性的韧性稳定观。培养扶持意见领袖，引导公民理性沟通成

为有效引导网络舆论的方法之一。首先要团结网络意见领袖，加强交流沟通，吸纳其合理建

议，增加其参与舆论的积极性。从而赢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也能促使决策者及时调整工作

思路，推动政府舆情管理的转型。其次，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比如让有影响力的官员、知

名专家学者、媒体人士、有社会责任感的明星，通过他们发布积极正面和权威言论，引导网

络舆论健康发展，最终促成整个网络舆论环境的健康和谐。 

（二）探索协商民主制度，维持话语权平衡 

赢得民意和社会许可已是目前我国核电和核技术设施选址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核电邻避

困境的化解既需要在微观层面针对风险感知差异而展开针对性的理性沟通和共识协商，同时



也更需要宏观层面的制度缓解。在风险协商治理方面探索制度创新，将我国在环评和社会稳

定评价等风险沟通相关的制度细化为具体实践，通过制度化措施来缓解社会不信任。建立健

全收集、分类、吸纳、交办、督查、反馈的协商民主制度链条，形成网上听民意、汇民智、

聚民心的长效机制。通过制度建设，为公民理性参与到核电重大决策开辟新渠道，依法保障

公民的知情权和决策权。 

（三）塑造主流民意，优化媒体“把关人”角色 

近年来媒体报道新闻时“标题党”和片面报道现象日益严重，核电相关新闻尤甚。媒体

首先应有意识地对邻避事件报道中的信息进行筛选与安排，融入对核能利用技术的反思、对

理性参与的引导、对环境责任的提倡等；其次要主动积极设置公众关注的议题，并甄别出具

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参与意识的理性公民引导舆论的良性发展，引导正确的舆论方向。从

而避免别有用心的网络大 V利用微博、博客、论坛等虚拟社区平台，通过夸大、放大以及虚

构等手段，在重大突发性事件中进行煽风点火，混淆视听，故意制造舆论的混乱，误导公众

的价值观和信息判断，使舆情失控，给核电发展的舆论环境带来威胁。 

（四）重视求同存异，推进“理性公民”分类管理 

根据职业特点，可将理性沟通的公民其分为明星型、精英型、政务型、专业型、公益型、

宗教型等类型。由于网络意见领袖的身份存在隐匿性，传播的信息和观点良莠不齐，管理者

需要学会“求同存异”，对他们的引导和管理上要针对其来源、特征以及不同的发挥作用等

特点，划分重点、区别对待、分类管理。例如，对于核电技术有疑问并想开展讨论的“理性

公民”，可进行一般的引导；对于对核能发展表现活跃并持反对意见的网络意见领袖则要进

行重点关注；对于论坛的版主、网站的负责人应加强培训和管理，使他们成为规范网络行为、

引导网络舆论的重要力量；而对于别有用心散布谣言、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人，要保持高度

警惕，重点监控，并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予以揭露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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