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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针对核电项目特点建立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指标表。该指标包括 3 个一级指标、8 个二级指标和 40

个三级指标。同时，针对社会稳定风险指标权重确定方法进行研究。本文将专家评估法和统计分析法相结

合进行权重和风险程度计算。定量与定量相结合开展工作，且具有比较高的科学性和可信性，对核电项目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最后，以某新建核电项目为例进行说明。通过本项研究，可

以为核电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支持，并对后续核电项目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重点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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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我国进入邻避事件多发期。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随着经济体制深刻改

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以及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

强、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加之可能存在的各种势力复杂交织，由邻避效应应对不力、处置不

当导致的邻避事件呈高发态势，且往往具有连锁反应和示范效应，严重透支政府公信力与建

设单位信用，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和社会稳定风险。2011 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公众对我国

核电安全问题极度敏感，“恐核”心态普遍，“反核”声浪高涨，已有多个涉核项目因引发邻避

事件而难产。201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国家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

行办法，核电项目在经国务院核准前，核电项目所在地人民政府或其有关部门指定的评估主

体组织对项目单位做出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开展评估论证。通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以

从源头上预防、减少和消除项目建设和运行对社会稳定的产生的影响
[1]
。 

本文针对核电项目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创新核电项目稳定风险评估指标，以某

新建核电项目为例进行说明。 
1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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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重点是核电项目实施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关键点是

项目的可控性，应充分听取利益相关方和公众意见，对对核电项目所涉及的风险调查、风险

识别、风险估计、风险评判、风险防范和化解措施等内容逐项进行评估论证。 
2  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指标 

核电项目属于典型的“邻避项目”，其社会稳定风险持续选址、建造、运营、退役整个

过程，社会民众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容易导致较大社会冲突的不确定性。本文针对核

电项目建立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指标表，该表将社会稳定风险分为政策规划审批、征地征海拆

迁补偿、技术经济、生态影响、项目管理、社会影响、舆论环境、公众沟通等 8 个类别、40
个因素

[2]
。 

表 1  核电项目建设社会稳定风险因素指标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政策规划

审批 

A1 

规划选址 A11 
项目管理 

A5 

施工质量 A51 

项目审批 A12 施工安全 A52 

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 A13 承包商管理 A53 

规划相符性 A14 

社会影响 

A6 

收入和就业影响 A61 

信息公开 A15 规划限制区影响 A62 

公众参与 A16 市政配套压力影响 A63 

征地征海

拆迁补偿 

A2 

补偿标准 A21 对地方科教文卫影响 A64 

补偿范围 A22 对地方商业经营影响 A65 

居民安置 A23 治安影响 A66 

后续生活保障 A24 核安保 A67 

配套建设（输变电线路）补偿 A25 
舆论环境 

A7 

媒体舆论导向 A71 

技术经济 

A3 

工程技术可行性 A31 自媒体舆论 A72 

项目经济性 A32 境外媒体炒作 A73 

生态影响 

A4 

物资运输影响 A41 

公众沟通 

A8 

公众宣传 A81 

爆破施工 A41 公众与政府沟通渠道 A82 

施工废物清理 A43 应急预案 A83 

围填海施工影响 A44 维稳联动机制 A84 

运行期对海水养殖影响 A45 

一级指标 

厂址半径 5km 范围内居民 
运行期对种植业影响 A46 

核安全 A47 
厂址半径 5~30km 范围内居民 

核辐射 A48 

核燃料的运输 A49 
厂址半径 30km 范围外公众 

乏燃料的处置 A410 

3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社会稳定风险指标体系是一个多项评价指标的系统，各项评价指标在系统中的权重如何

确定是一个关键问题。权重代表了该项因素在整个评价指标系统中的比重，其具体值由该指

标的影响程度和所起的作用所决定。目前业内基本是给予二级指标赋予权重，权重的确定主

要靠专家评估法，主观性较强、可靠性不足，对专家的要求较高。本文引入一级指标权重和

统计分析法，构造三层结构模型，通过专家评估法和统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对每一层所有

因素进行统计分析，确定权重因子，它能全面反映利益相关者的意见和诉求、专家的相关经

验，减少传统单一权重因子确定的随意性和偶然性成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具有比较高的

科学性，所以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对核电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具有良好操作性和可实施性。 



（1）统计分析法 

fp n
f

=∑∑
                   (1) 

f     频次 
n     调查样本途径总数 
p     单个风险因子权重 

f∑   频次加总 

（2）专家评估法 

相关专家对项目的风险因素进行讨论交流，根据自身专业经验，独立地对各个风险因素

的权重进行判断，然后计算各个专家权重判定的平均值作为各个风险因素的权重。 

4  社会稳定风险估计 

对各主要风险要素初始风险程度进行判别，通常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

文中采用专家评估法，对风险程度进行计算。 

i i ik x y= ×                   (2) 

ik     二级指标“i”的风险程度 

ix     所有专家对二级指标“i”风险概率打分的均值 

iy     所有专家对二级指标“i”影响程度打分的均值 

风险概率和影响程度均划分为 5级：很高或严重（81%-100%）、较高或较大（61%-80%）、

中等或一般（41%-60%）、较低或较小（21%-40%）、很低或微小（0%-20%）。 

“很大”（定量判断标准为：K>0.64）、“较大”（定量判断标准为：0.64≧K>0.36）、“一

般”（定量判断标准为：0.36≧K>0.16）、“较小”（定量判断标准为：0.16≧K>0.04）、“微小”

（定量判断标准为：K≦0.04）五个等级。 

5  案例分析 

某新建核电项目规划容量为六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采用“一次规划，分期建

设”的模式，一期建设两台机组，采用华龙一号技术融合方案。一期工程永久用地 105公顷，

临时用地 53公顷，填海 28 公顷。厂址半径 5km有 15个行政村，户籍人口 21000人；厂址

半径 30km 涉及 2 个地级市、14 个乡镇。在厂址所在地周围张贴公告 10 个工作日，通过电

话、电子邮箱、传真等方式接收利益相关者意见与诉求；发放调查问卷 800余份；召开由政

府代表、征地征海居民代表、养殖户代表、环境保护组织、知名人士等共计 60 余人的座谈

会；现场实地走访厂址半径 5km村庄，访谈 20余人次。该核电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指数计算

结果见表 2 

由表 2 可知，该核电项目有 2 个较大风险因素，18 个一般风险因素，其余为较小和微

小因素，整体风险指数为 0.2414。建设单位和地方政府针对利益相关者关注的核安全、核

辐射等问题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有侧重的开展公众宣传，倾听公众声音、强化服务意识，

更好的取得公众认可和支持。同时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保证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争取社会公众的理解和信任。 

6  结论 

通过本项研究，可以为核电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为地方政

策建设提供决策支持，并对后续核电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重点给出建议。 

 

 



表 2  某核电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指数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因子 

风险程度 风险指数 
一级指标 

综合权重 5km内居民 5~30km居民 30km外居民 

0.60 0.15 0.25 

政策规划审批 

规划选址 0.015 0.025 0.030 0.0203 0.2100 0.0043 

项目审批 0.010 0.025 0.030 0.0173 0.1750 0.0030 

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 0.005 0.030 0.035 0.0163 0.0040 0.0001 

规划相符性 0.005 0.030 0.035 0.0163 0.0850 0.0014 

信息公开 0.030 0.030 0.040 0.0325 0.3000 0.0098 

公众参与 0.025 0.030 0.040 0.0295 0.2700 0.0080 

征地征海拆迁补偿 

补偿标准 0.040 0.005 0.001 0.0250 0.3200 0.0080 

补偿范围 0.040 0.005 0.001 0.0250 0.3200 0.0080 

居民安置 0.035 0.005 0.001 0.0220 0.1800 0.0040 

后续生活保障 0.030 0.005 0.001 0.0190 0.1000 0.0019 

配套建设（输变电线路）补偿 0.020 0.010 0.001 0.0138 0.0400 0.0006 

技术经济 
工程技术可行性 0.005 0.020 0.040 0.0160 0.0800 0.0013 

项目经济性 0.005 0.020 0.030 0.0135 0.0250 0.0003 

生态影响 

物资运输影响 0.025 0.015 0.001 0.0175 0.0525 0.0009 

爆破施工 0.025 0.005 0.001 0.0160 0.0525 0.0008 

施工废物清理 0.020 0.005 0.001 0.0130 0.0250 0.0003 

围填海施工影响 0.030 0.025 0.001 0.0220 0.0800 0.0018 

运行期对海水养殖影响 0.035 0.030 0.004 0.0265 0.2400 0.0064 

运行期对种植业影响 0.030 0.030 0.002 0.0230 0.2250 0.0052 

核安全 0.055 0.065 0.075 0.0615 0.5100 0.0314 

核辐射 0.055 0.065 0.075 0.0615 0.4500 0.0277 

核燃料的运输 0.025 0.050 0.055 0.0363 0.1400 0.0051 

乏燃料的处置 0.030 0.050 0.060 0.0405 0.2700 0.0109 



项目管理 

施工质量 0.020 0.020 0.025 0.0213 0.1600 0.0034 

施工安全 0.020 0.005 0.005 0.0140 0.1500 0.0021 

承包商管理 0.020 0.005 0.005 0.0140 0.0600 0.0008 

社会影响 

收入和就业影响 0.025 0.030 0.010 0.0220 0.0750 0.0017 

规划限制区影响 0.015 0.005 0.005 0.0110 0.0750 0.0008 

市政配套压力影响 0.015 0.020 0.025 0.0183 0.0750 0.0014 

对地方科教文卫影响 0.010 0.015 0.015 0.0120 0.0750 0.0009 

对地方商业经营影响 0.010 0.015 0.015 0.0120 0.0750 0.0009 

治安影响 0.015 0.020 0.015 0.0158 0.0500 0.0008 

核安保 0.015 0.030 0.030 0.0210 0.2100 0.0044 

舆论环境 

媒体舆论导向 0.040 0.040 0.050 0.0425 0.3500 0.0149 

自媒体舆论 0.040 0.050 0.060 0.0465 0.3500 0.0163 

境外媒体炒作 0.025 0.025 0.025 0.0250 0.1500 0.0038 

公众沟通 

公众宣传 0.035 0.040 0.045 0.0383 0.3375 0.0129 

公众与政府沟通渠道 0.030 0.030 0.030 0.0300 0.3375 0.0101 

应急预案 0.035 0.035 0.040 0.0363 0.3500 0.0127 

维稳联动机制 0.035 0.035 0.040 0.0363 0.3500 0.0127 

最终风险指数 0.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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