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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中国时下正在蓬勃发展的核能行业而言，公众对核电的接受度已日益

成为影响核电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核领域的学术期刊受众主要为核行业的从业者，可以

借助自身优势指导从业者开展科学有效的公众沟通，促进公众核电接受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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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作为改善大气环境、提供能源支撑和调整能源结构的重要支柱，近年来再次迈入一

个安全、高效发展的新阶段[1]。积极推进核电发展，对于满足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能源

需求，实现能源、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综合经济实力和持续发

展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随着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意识逐渐增强，加之媒体多元化发展和互

联网的普及，核电发展面临接受公众考验的“新常态”。[2]经过近些年的不断探索和积累，

我国核电公众沟通已摸索出了一些适合国情的方式方法，建立了一些具有地方特点的平台阵

地，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我国核电公众沟通与核电本身发展的速度还不匹配，公

众沟通工作滞后于核电发展，。因此，学术期刊应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涉核公众沟通方面

做出相应的贡献，促进我国涉核公众沟通工作能够满足新时代核能行业发展的需求。 
 

一、学术期刊在涉核公众沟通中的定位 
学术期刊的自身特点决定其受众。学术期刊系统刊发某一行业或某一学科领域内系列论

文的连续出版物。学术期刊展示了研究领域的成果，并起到了公示的作用，其内容主要以原

创研究、综述文章、书评等形式的文章为主，具有学科性、专业性、代表性，浏览、订阅它

的人主要是相关行业的从业者及关注者。因此，核领域的学术期刊的主要受众便是核行业的

从业者和关注者。 
学术期刊的受众决定其定位。学术期刊的受众大多数是核行业内或者相关的人，很难被

广大公众接触到，因此，不能以普及核知识、公布核政策、公开核数据等直接面向公众的常

规形式去做公众沟通，而应该采用“曲线救国”的方式，展开一系列针对核行业相关人员的

举措，为他们搭建一个交流、沟通、互相学习的平台，指导他们如何有效开展公众沟通工作。 
 

二、学术期刊在涉核公众沟通中的优势 
1.学术期刊的前瞻性和引领性，为公众沟通提供原材料 
学术期刊能反映国家学术水平，是体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起到引领科技发展

潮流，体现国家科学研究水平，支持科研成果首发权，保护自主知识产权的作用。因此，核

领域学术期刊，能够展示展示我国核领域自主研发、设计建造和设备国产化的科技创新成果

和最新进展，为公众沟通提供原材料，使得公众沟通工作能够及时与核科技进展接轨。 
2.学术期刊拥有行业内最权威的专家资源，为公众沟通提供权威佐证 
学术期刊是刊登高质量论文的高水平学术平台,通过日常的期刊投稿和审稿以及学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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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积累了大量的行业专家，其中不乏院士、行业的领军人物。他们是期刊刊登“公众沟通”

主题的论文的把观者，更是公众沟通工作的高级顾问，他们观点和建议具有权威性和公众说

服力。 
3.学术期刊是专家和读者的桥梁，为公众沟通修路铺桥 
学术期刊同时拥有专家和读者两方面的资源，可以有效地为两者搭建沟通的桥梁，向专

家反映读者（从业者）在公众沟通工作中的疑惑，向读者反馈专家高屋建瓴的意见和建议，

为公众沟通顺利进展扫除障碍。 
 

三、学术期刊如何在涉核公众沟通中发挥作用 
1.积聚专家资源，传播公众沟通新举措 
为了丰富公众沟通工作的内容，把握公众沟通工作的新进展，学术期刊需要有针对性联

系、积聚相关工作的专家和学者，邀请他们承担撰稿、审稿、约稿、组稿等工作，使得行业

专家能形成一个辐射状的联络网，学术期刊能够了解、刊登公众沟通工作最新的思路、措施

和规划等。 
2.追踪行业热点，开辟“公众沟通”专栏 
为了公众沟通工作适应核电发展需求的变化，学术期刊应该对行业热点具有极强的敏感

性，针对行业的新动态，组织涉及相关动态的“公众沟通”文章建立专栏，使得相关问题能

够得到集中有效的探讨和交流。 
3.举办学术会议，促进行业交流[3] 

学术期刊应该依托自身雄厚的专家资源举办“公众沟通”主题的会议，为行业群体提供

不定期交流学习的机会，为非行业群体提供接触、了解核行业以及长期联系的途径。 
4.贴近公众，了解疑问；探索答案，行业共享 
对于从事核电事业的专家来说，要深入了解公众真正关心的问题，公众心中对于发展核

电产生顾虑的“真题”。只有设身处地的研究解答公众真正想了解的问题，而不是专家“猜

想” 公众应该知道的答案，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有效沟通，解开公众心中的结，让公众从内

心深处接纳核电。学术期刊应该广泛征集汇总公众的疑问，从公众最关心的角度探索答题之

法，为行业内的人提供一个交流学习“如何回答公众问题”的平台。  
 

四、结束语 
公众沟通是关系到核能未来发展大计不可或缺的部分，核领域的学术期刊有责任发挥自

身学术和资源优势，为核行业公众沟通工作提供一个展示、交流、宣传的渠道，为核行业从

业者提供一个学习“如何做公众沟通”的平台，促进公众沟通公众能够与核能发展进程相匹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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