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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互联网发达的今天，以核电项目为代表的“邻避型”项目极易在网上引起广泛关注，

引发公众的质疑和抵制，形成网络舆情事件，甚至演变为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以

连云港事件为例）。如何正确看待并有效的对网络舆情进行管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

题。本文针对近年来发生的相关舆情事件进行了分析，并对通过大数据挖掘对核能相关的舆

情事件的必要性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出具相应的应对及沟通策略，用以消弭民众对核的恐慌

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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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互联网时代，尤其是进入自媒体时代后，网民依据各自的价值观，通过微博、抖音、

朋友圈、公众号、论坛等网络媒体发表自己对某个社会热点事件的想法和意见，由于我国是

世界上网民数量最多、互联网访问量最大的国家，利益相关或见解相近的网民群体能够迅速

形成强大的网络舆情。如果这部分舆情得不到重视，得不到积极有效的引导和纾解，就有可

能造成舆情灾难，甚至由线上转到线下成为群体性的社会事件。如果政府及核能企业无法对

网络舆情做好预警和引导，那将会在事件中处于被动地位，无法让事件妥善处理。反之，如

果能够对某些网络舆情事件正确、有效地应对，则会很大程度的消弭舆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提高政府及企业的公信力。 

核电项目是典型的“邻避型”项目，“邻避效应”是公众质疑和抵制核电项目实施的重

要原因，也是项目实施必须要面对的挑战。“Not in my backyard”, 中文直译为“不要在

我家后院”，即“邻避”，是指公众反对某些公共设施建造在自己家附近的情绪、态度和行为。

核电建设和发展的民意基础却没有与核电新时代一起到来，特别是 2011年 3 月日本福岛核

事故发生后，多个国家民众开始抵制核电站建设，我国公众对涉及核电的项目建设的关注度

普遍增加，对核电站安全性产生种种疑虑，导致批评和阻止核电发展的言论弥漫网络，对我

国大力发展核电的长期规划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制约，甚至有涉核项目因为民众的质疑和对抗

而取消。 

网络舆情，如果引导和处理不当，就会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导火索。尤其是涉及核电这

类邻避型项目，一点风吹草动即有可能引发全社会民众的关注、质疑和反对，如何正确地引

导这类网络舆情，避免网络舆情事件和社会危机事件的发生，以及在危机事件不可避免地发

生后如何应对，都是当今政府及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 

2019年 2 月，国家核安全局发布了《2018 年中国核与辐射安全网络舆情年度报告》（简

称《报告》。《报告》显示，本报告监测周期为 2018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监测核与辐

射安全相关网络舆情信息共计 577,369 条，其中，微博信息 444,823 条，占比 77.04%；网

媒报道 80,522 篇，占比 13.95%；微信公众号文章 39,434 篇，占比 6.83%；论坛主贴 9,482

篇，占比 1.64%；平媒报道 2,557 篇，占比 0.44%，博客文章 551篇，占比 0.10%。 

通过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普通民众对兴建核电项目对地区和国家的重要意义并不十分关

心，但如果涉核项目将要或已经落户在自家附近，那么就会引起这一地区民众的普遍关注，

相关话题能在网上迅速引发围观和共鸣。如果不对这些网络舆情进行有效地监测，并加以正



确的引导，就有可能发展成为网络舆情事件，还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成为其散播谣

言的平台，造成民众的恐慌和对政府的不信任，严重的可能发展成为社会群体性事件。 

二、基于大数据的核能舆情分析 

（一）网络舆情的特点 

与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也决定了网络舆情

拥有与传统舆情不同的特点。信息不再是少数人垄断的稀缺资源，而变成了社会生活的必需

品。微博、抖音、各种群等社交手段传播的海量信息、便捷移动的传播载体、匿名互动的交

流方式等特性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格局。因此，引发舆论热议的事件或话题通常会

横跨传统媒体、自媒体多个平台，最终通过现实社会的沟通网络形成立体网状的舆情传播体

系，促使舆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扩散、衍变。 

1、开放性和多元性 

相比传统媒体的舆情，网络舆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影响民众。网络空间通常是开放

的、自由的，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网民可以随意发表言论，不受任何约束，缺乏媒体“审

核人”的角色。 

2、快捷性 

相比传统媒体的舆情，网络舆情的传播速度要快得多，一个社会事件的网络舆情完全能

够在一夜之间扩散至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网民。 

3、隐蔽性和偏激性 

网络具有的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特点为网民的身份提供了掩护，使得其具有隐蔽性。网民

隐匿身份，纵谈国事，嘻怒笑骂，交流思想，这成为民众理想的情绪宣泄平台，同时也反映

了真实的舆情。这一特点也使得网络舆情具有偏激性，而并非总是理性，其不可避免地带有

某种情绪化和偏激化的色彩，而且很容易快速蔓延。除了以上几个特点外，网络舆情还具有

互动性、随意性、可控性、突发性、直观性、模糊性等一系列不同于传统舆情的特点。 

（二）网络舆情分析技术 

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应用广泛，现在人们通过网上的各种

不同的渠道发表自己的看法及思想， 世界数据总量大概每两年翻一番地増长， 当前世界已

进入＂ 大数据＂ 时代。发现规律、预测未来是大数掘的核心能力。收集并分析各不相同的

数据并迅速得出对未来有影响的信息，是大数据技术的重点。 

舆情数据分析流程： 

1、定义问题：清晰地定义出关注的舆情问题，确定数据挖掘的目的。 

2、数据准备：数据准备包括：选择数据源，与相关互联网企业建立有效的联系，打通

微博、抖音、腾讯系（微信群、QQ 群、朋友圈）、以及主流自媒体以及各专业性论坛、重要

区域论坛的数据连接，在大型数据库和数据仓库目标中 提取或者由相关方进行数据的推送。

数据挖掘的目标数据集;数据预处理–进行数据再加工，包括检查数据的完整性及数据的一

致性、去噪声，填补丢失的域，删除无效数据等。 

3、数据挖掘：根据数据功能的类型和和数据的特点选择相应的算法，在净化和转换过

的数据集上进行数据挖掘。 

4、结果分析：对数据挖掘的结果进行解释和评价，转换成为能够最终被用户理解的知

识。然后将这些信息及时的听过邮件、短信、微信等手段及时的发送到用户手中。在挖掘分

析的基础上，找出规律和特点，总结出研究结论以及提出对策。图 1为基于微博数据源的舆

情监测模式。 



 

                            图 1 舆情监测模式 

（三）共享经济下涉核圈的舆情分析及共享 

    几大电力集团在核电项目的一直有自己的规划及已经开展了相关工作，核电相关单位也

众多，核电圈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在现在的共享经济大潮下、在技术成熟的条件下，建立

核电企业共享的舆情分析小组或者中心非常有必要。通过信息的共享及上报能够及时研究相

关的策略进行民众意志的引导，避免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三、核能公众沟通策略 

（一）继续加强核能科普工作 

科普是做好沟通的一种手段，我国对核电项目的科普工作尚有许多工作需要做。我们不

能想当然的认为相关媒体上对核电的宣传民众能够理解，其实从概率上来说，民众对于“坏

新闻”范围更为关注。由于不了解，民众对核电项目安全性的质疑和安全信心不足，在面对

纷繁复杂的涉核信息中很容易受到影响和引导。面对这种状况，加强对核电项目的科普显得

愈发重要和紧迫。这些工作中，核电企业是一方面，地方企业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

环保部的公众沟通指南的要求，地方政府是公众沟通的实施主体，核电建设单位提供技术支

持和保障，但是由于对客观性的存疑，民众降低了其公众沟通的权威性和信任度。 

目前在核能行业协会的组织下，从 2017 年开始了了公众沟通交流大会，这是一个很好

的契机，通过多种沟通思想碰撞出的火花，助推我们后续的沟通交流工作。 

（二）通过微信公众号及社交手段，做好舆论引导工作 

发生在 2016 年的连云港反核废料处理厂事件，是一起典型的由于网络舆情管理不当造

成的网络舆情和社会群体性事件。2016 年 8 月，由于部分媒体的不实报道，加之民众对该

项目安全性的不了解，连云港市民认为该项目已基本确定落户连云港，且担心存在核辐射危

害，从而在网络上发表意见，坚决反对其选址连云港，并爆发大规模游行抗议活动。这一事

件是典型的由于核电项目“邻避效应”引发公众抵制、对抗情绪，并通过网络媒体在没有得

到正确引导的情况下不断扩散、升温、发酵后造成的群体性事件。 

这次事件中，包括民众、政府、媒体、企业、专家等各方在处理应对方面都存在诸多问

题，但根本原因是政府对网络舆情管理方面存在欠缺，才导致了一个由本是“莫须有”的威

胁发展为大规模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要做到有效的舆论引导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 改变办事作风，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在相关的回应信息中，应该从网民和民众关心的

点出发，一个一个的梳理进行应对，而不是从自身角度出发，认为民众认为有所偏差就

不管，这样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了矛盾的激化。 

2、 做一个协调者，而不是一个强权者，应该引导、疏导而不是通过打压，来压制相关的舆

论。这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3、 建立一个畅通的沟通渠道，与各大网站及公众号及相关媒体建立起沟通机制，与相关一

直反对相关项目的人员进行确实的有效的沟通以及对核能战略、核能安全的宣传，这样

能及时发现问题、沟通问题。 

4、 继续加强公众号或者别的平台上的宣传工作，从民众思考角度出发，编制各种通俗易懂

的材料，让民众了解核电的安全性以及在我国核能战略中的重大意义。 

 



（三）加强专业人才引进工作 

由于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将会形成多向度的研究，而核电的从业者大多都是理工人才，

这给我们提出更高的人才素质要求。为了有效应对挑战，必须配备知识结构复合、专业技能

娴熟的大数据人才团队。对于这个团队编制 3到 4人即可，通过核能行业的专业性培训以及

结合沟通、心理学等专业知识，通过对历史涉核事件的分析就能打造支大数据网络舆情管理

的专业人才队伍。 

四、总结 

网络舆情传播往往具有快捷性、突发性，这就要求我们除了做好舆情分析及预警外，在

第一时间拿出专业的应对方案并高效的执行。以往逢危机事件才成立“应急工作组”等管理

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舆情管理的要求，构建核电大数据舆情分析平台，构建舆情管理团

队成为后期必不可少的手段。从现实社会到网络世界，从虚拟到真实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基于此，对于舆情的数据深入分析以及快速提出合理、有效且切实可行的建议和对策，

对于提升核能相关企业网络舆情管理的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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