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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从高校学生对核能的认知度、认可度以及目前核能科

普的普及度和参与度三个方面，分析研究了目前高校学生对于核能认知度和认可度的总体情

况，结合我国当前核能行业的发展态势以及核能科普的开展情况，提出了加强我国公民对核

能认知的重要性。 

关键词：高校学生；核能；认知度；认可度；核能科普 

 
1 前言 
 中国核能事业起步于上世界八十年代中期，历经三十余的发展，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中国核能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中国在运行

核电机组 47 台。1-6 月，运行核电机组累计发电量 1600.14 亿千瓦时，约占全国

累计发电量的 4.75%，核能已然成为我国社会和经济建设坚实的后盾[1]。 
 2011 年日本发生福岛核事故，公众对核电的认知和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社会公众对核能的态度从一开始的大力支持，转变为怀疑观望甚至是极度反对。

近年来发生的多起诸如江西彭泽核电项目舆论事件、广东江门核燃料元件厂群体

性反对事件、江苏连云港核循环群体性反对事件等，暴露出当今公众对于核能的

态度不容乐观。 
 不仅是社会公众，在福岛事故后，国家对于核能发展的态度和相关政策都发

生了巨大的转变。自福岛事故以来，中国政府放缓了 2005 年通过的“积极发展

核能”的计划，开始重新审视核能发展，强化核能安全监管措施。“3·11 事故”

后，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核能“国四条”，要求立即组织对我国核设施进行全面

安全检查；切实加强正在运行核设施的安全管理；全面审查在建核电站以及严格

审批新上核能项目[2]。中国的核能发展进入寒冬。 
 随着近些年国家相关政策和法规的不断完善，核能项目开始逐步重启。2014 
年国务院新通过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其中重点提到了

安全发展核能的思路[3]。2019 年 1 月 31 日，4 台拟采用华龙一号技术的机组获

得核准，这是自 2015 年 12 月全国核准 8 台核电机组开工建设之后，时隔超过 3
年新批准的首批机组。 
 核能的发展受到国家政策及公众对核能的认知和认可的影响[4]，在国家政策

逐步放宽，中国核能的逐渐回暖的情况下，了解我国公民对核能的认知度和认可

度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2 文献回顾与数据来源 
 自核能诞生以来，社会公众对于核能的态度呈现波动式的变化，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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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众对于核能的了解程度、核事故的发生以及媒体的传播导向相关。在核能诞

生之初，公众对于核能风险并没有过多的了解与关注，因此对于核能的发展以中

立的态度为主。上世纪七十年代，由于美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民众环保意识的

觉醒，对于核废料的担忧第一次引发了公众对于核能的反对。 
 1979 年美国三里岛核事故和 1986 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第一次将核能隐藏巨

大风险暴露在民众面前。在此之后，西方公众对核能的支持持续变冷，核能的发

展也进入到不确定的阶段[5]。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各国公众和研究人员对核能的

关注都有所减少。但从九十年代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公众

关注的焦点，核能因其可以大幅度减少碳排放，又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核能在世

界各地迎来了发展的又一次春天[6]。 
 2011 年 3 月 11 日发生的日本福岛核事故对全球的核能发展带来了沉重打击。

自福岛事故发生以来，各国对与发展核能的态度和政策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日

本将其在运行的 48 座核电站全部关停检修，直到 2014 年才在鹿儿岛首次重新启

动了核电站[7]；美国、法国和德国等一系列国家都提出减小核能占全国发电量的

比例，甚至提出了核能逐步完全退出的计划；我国也在福岛事故后一度停止了新

建核电机组的审批。 
 核事故对于公众的影响是巨大的。2011 年 5 月，IPSOS等[8]在 24 个国家进行

了民意调查，有超过 62%的受访者反对核能，而其中 25%的人是在福岛事故之

后发生态度改变的。其中中国有超过 58%的受访者对核能持强烈反对态度，其中

有超过 52%的人是受到福岛事故的影响而改变了对核能的看法。 
 核能在我国《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中被列为重大建设项目，据相关单

位预测，到 2030 年前后，我国核电装机规模应达到 1.5 亿千瓦左右。在核能发

展日益回暖之际，了解我国公众对核能的认知度和认可度，可以为相关政策的制

定提供依据，帮助相关部门开展更有针对性的核科学与技术的传播，形成公众与

政府的良性互动，共同促进核能行业与公众和谐健康的发展。 
 本次调查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共采集有效问卷 120 份，调查的受众为高校

学生，调查范围涵盖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

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 17 所高校（图 1）。本次调查的对象为高校学生，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公众对核能的认知度和认可度，从而为相

关部门开展整体性的公众调查提供参考。 

 

图 1 本次调查的高校分布情况 
3 调查结果分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清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四川大学 同济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重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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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问卷调查主要从高校学生对核能的认知度、认可度以及核能科普的参与

度与普及度三方面进行。 
3.1 高校学生对核能认知度调查分析 
 新能源是近年来社会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核能作为最早提出的新能源之一，

在减少碳排放量，改善环境污染等方面成果显著。而今，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

源发展突飞猛进，问卷题“您觉得下列哪个能源最有可能替代化石能源？”了解

了高校学生对新能源的看法情况。 

 
图 2 高校学生对新能源的看法 

 由图 2 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有接近 60%的高校学生仍然认为核能是新能源

的首要选择。这表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高校学生，对于新能源的看法趋于理性

的。目前，核能所具备的稳定、高效的特点是风能、太阳能等新兴能源所不具有

的，在化石燃料的替代方面，核能仍是首要选择。 

 

图 3 高校学生对核能的了解情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高校学生对核能的认知情况，设置了问卷题“您对核能的了

解程度”，调查结果如图 3 所示。从调查结果可以发现，高校学生对于核能的整

体了解程度呈现了两极分化的态势，有超过 40%的受访者对于核能的了解是“基

本了解”和“非常了解”，同时也有接近 60%的受访者对核能的了解程度处于“基

本不了解”和“完全不了解”。上述两极化的分布态势与高校学生这一受访群体

有关。高校学生在具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同时，其专业也具有细分性，因此不同

专业尤其是文理科专业的高校学生，对核能的了解程度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3.2 高校学生对核能认可度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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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风能 太阳能 

核能 潮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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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了解 

基本了解 

基本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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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学生对于核能的直观影响的调查结果如图 4 所示。结果显示，仅有 40%
左右的受访者对核能的直观印象是“清洁能源”，而有接近 60%的受访者对于核

能的直观印象处于“恐惧”、“不好说”和“不知道”。上述的调查结果显示，高

校学生对于核的认可度还是普遍偏低的。其中，有约 25%的受访者对核的直观印

象是“恐惧”，这表明福岛事故对于公众的影响依然是巨大的，谈“核”色变现

象依旧显著。 

 

图 4 高校学生对核能的直观印象 
 为了进一步了解高校学生对核能的认可情况，设置了问卷题“您觉得核电安

全吗”，调查结果如图 5 所示。从调查结果来看，仅有不足 40%的受访者认为核

能是安全的。有超过 50%的受访者对于核能的安全性不确定，处于“不知道”和

“不了解”的状况，而也有 8%左右受访者直接认为核能是不安全的。上述的结

果显示高校学生对于核电安全性的看法呈现了两极分化的态势，与认知度的调查

结果相似。相关的研究显示，对核能了解的越多的人对发展核能态度更加积极，

对核能的认可度更高[9]。 

 

图 5 高校学生对核能的安全性的看法 
 核能的发展受到国家政策和社会态度的显著影响，在目前国家政策回暖的前

提下，为了了解社会公众对于核能发展的态度，设置了问卷题“您对我国发展核

能的态度”，其结果如图 6 所示。可以发现，有超过 50%的受访者均认为我国应

该大力发展核电，处于中立的“不了解”或者“不好说”的受访者约占有 40%，

仅有不足 10%的受访者的态度是明确反对的。这表明高校学生群体中，对于核能

0% 10% 20% 30% 40% 50% 

清洁能源 

恐惧 

不好说 

不知道 

0% 10% 20% 30% 40% 50% 

不安全 

不好说 

不知道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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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是偏理性的，结合上述关于核能直观印象和安全性的调查结果，有部分受

访者在面对发展核能时，没有受到其对核能印象和安全性的看法。这与英国社会

心理学家Nick Pidgeon提出的“不情愿地接受（Reluctant Acceptance）”的看法相

吻合，即人们在考虑当到风险问题的时候，由于选择有限，他们会不情愿地接受

核能[10]。上述的调查结果更凸显出了政府与社会公众在核能发展上相互沟通的

重要性。 

 
图 6 高校学生对发展核能的态度 

3.3 核能科普的调查分析 
 由于核能知识的专业性和后果的特殊性，大多数人对核电一知半解，甚至是

偏见和误解。对核电站周围居民开展的核辐射知晓率的调查显示，仅有 39.6%的

居民对核电站可能带来的核辐射知晓[11]。公众对核科普知识匮乏，无法通过正规

途径得到可靠的信息，只能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来判断，所以很容易形成错误的

认识和判断。因此，核科普知识宣传是我国核能建设与发展的生命线。图 7 展

示了受访高校学生参加核能科普的情况。从中可以发现，参加过核能科普的受访

高校学生仅有 11%，“听说过，但没参加过”的受访者有接近 50%，“没听说过”

的人群也占到了 40%。这表明，核能科普活动在高校中的参与度与普及度都相对

较低。 

 

图 7 高校学生参加核能科普活动的情况 
 长期以来我国对核能知识的宣传与普及的重视度都相对较低，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了我国民众对于核能的认知度普遍偏低，容易受到核事故、环境风险等

的影响，社会公众对核能的认可度很容易发生大范围的转变，邻壁现象明显，对

我国的核能发展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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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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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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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过，但没参加过 

没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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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随着我国核能行业的逐步回暖，我国的相关政府部门和核能企业也日

渐认识到建立与公众沟通的重要性。目前，中宣部协调新闻媒体要求做好核能和

核科技的宣传普及；环保部印发《核与辐射安全公众沟通工作方案》，提出要加

强核与辐射安全的公众沟通；我国的核能企业如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和国家电

力投资集团等，建立了系统化、常态化的核能科普活动，不断加强政府、核能企

业与社会公众的沟通渠道与情感联系，努力化解公众的疑惑与误解，消除公众对

核能的神秘感和恐惧感。 
4 总结与展望 
 根据上述的调查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高校学生对于核能的认知度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 
 （2）高校学生对于核能的认可度与认知度类似，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对核

能的认可度与对核能认知度息息相关，从而导致两者近似的调查结果； 
 （3）高校学生在面对发展核能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情愿地接受”的

态度； 
 （4）核能科普在高校中的参与度和普及度都相对较低。 
 核能在中国历经数十年的发展，从最开始的引进吸收，到如今的自主创新，

“华龙一号”横空出海，铸就国之重器。核能在低碳减排、提升高新产业和保障

我国能源安全方面都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本文从高校学生对核能的认知度和认

可度入手，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尽管高校学生具有较高的教育背景，但其对核能

的认知情况仍然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由此也影响了其对核能认可度，呈现出类

似的结果。同时，我国目前核能科普的工作开展仍相对匮乏，使得公众对于核能

的认知度相对较低，由此影响公众对核能的态度和支持度。伴随着国家“一带一

路”政策的推行和国家产业的战略转型升级，核能在我国未来的发展中会起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切实加强核能知识的科普和宣传，消除公众对于核能的疑

惑和恐惧，不仅有利于我国核能行业的发展，更有助与我国综合实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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