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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核能公众沟通机制的影响因素进行样本研究，选取了 2018年全年的涉核

新闻作为样本进行分析。结合理论和业内经验分析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并提出了在科普的前

提下，建立制度化、法制化、组织化的公众有效沟通机制，并充分发挥大数据环境下的涉核

舆情危机预警技术支撑的有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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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暖、能源紧缺的背景下，开发和使用清洁能源成为满足未来电力需求的重

要途径。而我国能源结构较为单一，因此大力开发清洁可再生的核能资源，成为了未来重要

的可持续发展方向。然而，由于公众对核知识认识仍处于浅层阶段，局限性强，普通民众对

于核安全意识极度敏感多疑。尤其在 2011 年的福岛核事故之后，公众谈核色变，核能风险

意识上升，核能发展成为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在网络媒体深入大众生活的背景下，涉核舆情的传播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国

内外相关研究主要按以下几种思路进行：一是按照 “简要描述-沟通必要-经验反馈-改进措

施”的路线探讨，如戴文博（2018）通过分析三哩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三大核事故的公众

沟通过程，提出了 “信息公开、科普宣传、公众参与以及舆情监测与引导”四位一体的公

众沟通方式等；二是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探讨核安全的公众沟通，如李光辉（2018）提出了

在实行《核安全法》后我国核电安全沟通依旧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建议等；三是从心

理学的角度寻找核电安全公众沟通的应用价值，如余冀阳（2018）提出建立基于情感、利益

和认知的态度模型，通过建立一定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并辅以科普提高公众认知，最终

让公众从情感上理解支持等；四是对国内外核应急响应技术的研究，如张雪飞（2018）采用

G1 法赋权，建构符合场外核应急组织的应急响应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赋权方法等。因此，

整合目前国内外对于核能公众沟通相关研究发现，对这一系列概念的研究基本上是“框架”、

“模式”、“出路”等偏向叙述性的格局，因此，本文提出基于应急响应技术的核能公众沟通

有效机制建议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一、基于应急响应技术的核能公众沟通机制的形成 

（一）核能公众沟通的形成 

互联网时代，网络信息内容多样，获取渠道丰富，导致公众对于核电安全的认识更加复

杂化，这极大地增加了公众的对于核电安全的风险判断，增加了政府核电宣传的难度。基于

此，建立一套完整的核能公众沟通体制，实现政府与公众在核能问题上的双向交流沟通，既

有利于提高政府对核能项目的风险评估与预防应对，也有利于有效调节公众的风险恐慌情绪，

这对于核能产业的大力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核能公众沟通的特点 

核能公众沟通具有公众性、主观性、导向性和群体极化性等特点。公众性，互联网时代

的大众传播事业发展，丰富了信息渠道、加快了信息传播，使公众在信息获知上更加迅速、

便捷，特别是核能领域的敏感性，容易产生难以控制的社会放大效应，因此核能公众沟通会

产生更高程度的公众关注。在主观性方面，风险的存在及其大小与人们的感受与认知有关，

因此，公众对核能风险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性，核能专业作为陌生领域给社会公众

带来更多恐慌；此外，由于传播者专业能力不足，在核能领域的报道具有信息不明、重点不

清等问题，无法针对性的解决公众的恐慌情绪。导向性是指，由于公众对核能知识储备较低，



因此在核能公众沟通中，应充分发挥政府机构、专家等意见领袖的导向力量，赢得公众信任，

实现沟通的有效性。群体极化性，在核能公众沟通的问题上，互联网的群体谈论往往会增强

参与者对“谈核色变”观点的认同，导致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引起更多不必要的恐慌情绪。 

（三）基于应急响应技术的核能公众沟通机制形成机理 

应急响应技术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完善重大信息安全事件的事前准备核事后措施，在此基

础上，基于应急响应技术的核能公众沟通机制当前主要包含以下要素： 

一是传播主体，包括政府机构涉核机关部门、涉核企业以及媒体等。二是传播对象，面

向社会大众，特别是核能设施周边的社会大众。三是传播内容，针对核能知识的有效科普与

核能舆论危机的应对等内容进行面向公众的针对性解释。四是传播渠道，包括政府机构的官

方平台以及以微博、微信等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社交平台。五是政策法规，包括核能安全相

关法律政策以及核事故的补偿机制的完善等。 

二、基于应急响应技术的核能公众沟通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拟通过 2018 年涉核新闻的全网收集，基于数据分析，开展基于应急响应技术的核

能公众沟通的影响因素研究。 

（一）样本概况 

本研究选择 2018 全年涉核新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内容分析法探究核能公众沟通的影

响因素，并结合涉核新闻发布平台等关键信息，通过人工筛查，得到有效样本数据。 

共收集 2018 年全年涉核新闻 1216条，排除无关核的干扰性新闻报道后，共得到有效涉

核类新闻报道 734 条。 

（二）研究分析与结论 

结合以上对国内外研究的相关综述发现，核能公众沟通研究的领域涉及到法律制度、心

理学等不同领域，但从传播学的视角分析基于应急响应技术的核能公众沟通机制的影响因素

研究还较少。 

1. 涉核新闻描述统计分析 

（1）样本总量 

2018 涉核新闻数量明显下降，2018 年全年共有涉核新闻 743 条，较往年的涉核新闻数

目有大幅度下降。 

 

图 1：2018 年涉核新闻数目趋势图 

（2）态度分析 

涉核新闻报道态度趋于平和，正面涉核报道、中性涉核报道的数量远高于负面涉核报道。

核类新闻报道中，根据新闻态度可分为：正面新闻 44 条，中立新闻 634 条，负面新闻 65

条，比例分别为正面新闻 5.92%，中立新闻 85.33%，负面新闻 8.75%。 



 

图 2：2018 年涉核新闻态度分布图 

（3）发布渠道 

媒体分布呈现显著的网络化。网络新闻占据新闻发布的绝对主流地位，传统媒体如纸质

媒体、电视电台媒体的新闻发布也往往伴随着同步网络发布。根据报道平台可分为：网页新

闻 573条，纸媒新闻 122条，电视电台新闻 48条，比例分别为网页新闻 77.12%，纸媒新闻

16.42%，电视电台新闻 6.46%。涉核报道媒体发布的网络化，促进了公众的理解，说明核能

公众沟通效果与发布渠道相关性显著。 

 

图 3：2018 年涉核新闻来源分布图 

（4）评论分析 

①评论总量 

涉核评论数量大幅减少。2018 年度涉核评论特别是涉核新闻评论量低，零评论现象加

剧。全年涉核类新闻中，单条新闻评论数 300 次以上的 1 条，201-300 次的 1 条，101-200

次的 1条，51-100 次的 4条，1-50次的 209条，0次的 453条。单条新闻最高评论数为 398

人次，最低评论数为 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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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18 年涉核类单条新闻评论数 

②评论态度及内容 

涉核评论过少过净。文字评论继续向正向评论偏移，对我国核技术的信任、爱国意向的

表达等正面评论远超负面评论。涉核评论理性程度上升，情绪宣泄式的评论数量持续走低，

说明核能公众沟通与评论情况正相关。 

在整体新闻数量不多的前提下，大部分新闻出现 0 评论，侧面反应新闻发布管控过严、

宣传效果不良，说明核能公众沟通效果与政策发布相关性显著。                                                                                                                                                                                                                                                                                                                                                                                                   

2.高关注度的单条涉核新闻的评论分析 

《俄测试巨型核动力鱼雷:一枚就可消灭美航母打击》 的新闻于 2018年 7月 23日在参

考消息发布，新浪新闻转发，评论数为 398条、参与人数 6763人次，成为 2018年评论数最

高的涉核新闻。该新闻态度为中立新闻。 

（1）评论态度及内容 

本条国外涉核事件报道的 6763条评论中，含文字评论 398条，态度评价 6365条，评论

主要为负面评价。高频词包含“核污染”、“毁灭性”、“核战争”、“威慑”等。评论内容主要

为：一是对美俄核武器军备实力的对比分析，二是对核战争的强危害性的抗议和拒绝，三是

对我国核武器继续发展的期待。 

（2）IP 分布 

按照 IP 地址进行分类，得出全国共有 28 个省以及七个外国的网民参与文字评价，评

论参与度较高的三个省为北京（48 人次，占比 12.06%）、广东省（41 人次，占比 10.3%）、

上海（26 人次，占比 6.53%）。经济发展程度好、信息相对发达的省份民众对于涉核信息的

敏感性更高，说明核能公众沟通效果与传播对象相关性显著。 

 

图 5：2018 年评论数最高的单条涉核新闻评论 IP 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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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日评论数目分布 

按照评价日期进行分类，评论数较高的三个日期为 7 月 23日（328条，占 82.41%）、7

月 24日（65条，占比 16.33%）、7月 25日（4条，占比 1.01%）、7月 26日（1条，占比 0.26%）。

核能舆情的集中性较强，信息传播所涉及的舆论周期较短。 

 

图 6：2018 年评论数最高的单条涉核新闻单日评论数目分布图 

3.结论 

综合 2018 年涉核舆情的整体数据及分类情况，可知 2018 年全年内涉核舆情整体平稳，

国内未出现高关注涉核事件。在此前提下，全年涉核舆情新闻总量下降，报道态度保持中性

客观，报道方式存在简单化趋势，报道渠道、内容管控明显收紧，形成与往年的最大区别点。 

全年涉核高频词主要有：立法、科学家、核污染、核辐射、核技术、核燃料、核试验等。

高关注度内容主要有：一是核安全法，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

法》后，顶层设置法律如何使用、带来何种积极作用，在民众中引发一定讨论。二是朝鲜核

试验，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核污染的焦虑、国际战争的担忧。三是核事故后续，福岛食品

出口带来的跨国食品安全问题，公众对日本进口食品安全的不安依然存在。四是核技术独立

性问题，紧跟信息芯片技术来自国外的舆情热点，指出核电站的网络安全风险，技术受限。

五是核领域科学家事迹宣传，如程开甲去世其相关生平报道，引发一阵为科学家惋惜、敬仰

的热议。 

三、基于应急响应技术的核能公众沟通有效机制建设建议 

（一）实现核能公众沟通机制的制度化、法制化、组织化发展 

一是积极落实《核安全法》相关政策，不断完善核能安全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2018

年开始实施的《核安全法》是我国在核能安全方面的保障，其按照国际最高的核电安全标准

体系，进行核能发展的管理，规定面向大众公开核安全信息，并对重大核安全事项进行公开

征集意见。二是构建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多样化信息释放的整合平台。在互联网时代，通过

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同步信息发布，推进社会公众对于核能信息的了解与认识。通过整合平

台，提高互联网渠道信息的权威性，从而满足快速传播信息时代公民有效合理的知情权。三

是在双向沟通的基础上，建立政府、公众、企业、专家四方参与的沟通机制。通过整合组织

力量，形成一套透明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通过政府牵头，引导公民参与，从而达到双向沟

通的核能信息流动，形成良好的核能信息互动。 

（二）换位思考的有效科普是解决公众核能恐慌的前提 

一是沟通的前提在于理解，而想让公众理解核能发展，更需通过数据向公众证明其安全

性。核安全目标的核心在于——让公众理解多安全才是安全的问题。因此，在科普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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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要学会用数据说话，让公众相信数据的力量，从而建立核能安全系数高的认知。二是更

应该理解公众的恐慌来源——国际上核事故频发，因此说明核事故发生的真正原因，如切尔

诺贝利核事故的诱因是堆型缺乏最基本的安全防护，而在此之后，国际上已弃用此堆型，因

而在吸取教训的过程中，同样原因的核事故再发几率几乎为零。三是科普的目的在于让公众

相信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发展来预防危机，驾驭核能，有效把控核电安全并安全使用。 

（三）完善大数据环境下的涉核舆情危机预警技术支撑 

一是统筹完善涉核舆情大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逐步实现由静态涉核舆情监控报告，到

动态采集分析的技术转变，避免数据覆盖等弊端，完善数据抓取、监测、挖掘、分析、存储、

交换、比对、演变等功能，充分发挥大数据全面、高效、动态、开放的优势。二是建立涉核

舆情大数据研判模型。设置涉核舆情的解决途径的要点模板并非不可实现，解决问题的关键

就在于从海量的案例中寻找舆情信息的共同点、相关性。建设集成海量数据案例的大型分析

模型库，找出涉核舆情信息内在的时间维度、主体维度、环境维度等，细分影响因素，模拟

演变过程，进而评估决策方案。三是加强与专业舆情分析机构的合作。一方面，加强与高校

科研人员的信息互动，尤其关注传播学领域、信息技术领域等。另一方面，加强与产业上下

游供需单位的联动，快速获取相关技术的验证信息与行业预测，掌握技术能够实现的服务水

平，避免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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