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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行为对核电公众接受度影响初探 

 

中核核电运行管理有限公司  徐 中 

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  马剑虹 

 

摘要：核电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受到广泛重视，然而国内

核电发展受公众接受度低限制。以往研究指出信任、公众认

知、风险感知、收益感知等因素能够影响核电公众接受度，

而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认为，消费者愿意给履行社会责任较多

的企业以更多的支持。本研究整合公众对核电企业社会责任

感知、认知与情感信任、风险感知、公众认知及核电公众接

受度量表，以秦山核电站周边公众为样本，分析问卷数据得

出公众对核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认知分为法律责任、经济

与道德责任两个维度。然后制作了对应的测试视频，对被试

观看视频后各变量得分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核电企业履行社

会责任对核电公众接受度有正向影响。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公众接受度  核电 

 

核能是一种安全、可靠、清洁、经济的能源，发展核能

是我国维护能源安全、保障能源需求、应对气候变化、建设

生态文明、能源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和平台(康晓文,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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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预测，全球核能仍持续增长，而中国拥

有全球最多的在建核电机组，并已打造“华龙一号” 这一

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品牌(闫丽蓉 & 张佳琦, 

2019) ，无疑将成为全球核电未来增长的引领者。 

1 理论基础 

1.1 核电公众接受度的研究 

核能的公众接受性泛指公众对核能技术利用、核电产业

项目及核能发展政策的接受程度。Slovic 于 1987 年在

Science发表了 Perception of risk 一文，提出了公众对风

险技术接受性的风险感知模型，将风险感知分为两个方面：

恐慌风险和未知风险[1]。在此基础上，各国学者陆续开展

进一步研究：Venables[2] 和 Cale [3]分别在英国和美国研

究了民众与核设施距离对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影响，并得到了

相反的结果，Slovic[4]则强调信任是影响公众风险感知的

重要因素。郭跃[5]和闫坤如[6]研究了不同认知主体对核能

接受性不同的原因，认为需求层次不同是科学家与公众对核

能接受性不同的主要原因。Martin J.[7]和陈润羊[8]则讨

论了公众参与对公众接受性的影响，提出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应成为提升核能公众接受性的重要手段。邓理峰[9]和张婷

婷[10]在不同研究中都得出知识水平高对公众接受度有正

面影响这一结论。 

当前公众接受性低已经成为限制核能发展的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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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国内已有多个涉核项目因当地公众接受度低而搁置，

然而各类研究均未关注核电企业这一重要主体在核电公众

接受度中的影响，因此也不足以指导核电企业做出相应改

进。 

1.2 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Carroll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四个维度：法律责任、

经济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其中经济责任是最基本的

责任；后续研究表明美国、法国和德国消费者认为企业的社

会责任主要是由法律、伦理和慈善责任所构成[11]，而中国

消费者则认为对企业法律责任最重要，其次是经济责任，然

后是伦理和慈善责任[12]。近年来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

研究指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愿能够产生直

接正向影响[13]。而公众正是核电企业的消费者。 

本研究关注核电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能够对核电公众接

受度产生何种影响，以便对核电企业提升公众接受度的具体

工作提出建议。 

2 实验 

2.1 被试 

图 1 为本次实验流程图。 

图 1 实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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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

被试征集（n=220）
2020年7月实验被试征集（n=222）

随机分组（n=222）

对照组（n=69） 经济组（n=73） 法律组（n=71）

分析（n=65）

流失（n=5） 流失（n=1） 流失（n=3）

剔除（n=4）

分析（n=65）

剔除（n=8）

分析（n=65）

剔除（n=6）

2020年4月预测试被试征集（n=288）

预测试问卷分析优化（n=211）

剔除（n=77）

 

最初通过网络征集到 288 名被试，收集到的答卷用于问

卷信效度分析及设计优化，最终通过反向题筛选的共 211份，

人口学特征见问卷分析环节；实验阶段从浙江嘉兴周边共征

集到 222 名被试，有 9 名未完成实验，18名未通过反向题筛

选，共 195 名完成实验的被试，来自江苏的占 59.7%、浙江

占 26.1%，广东占 4.5%，上海占 2.2%，四川、陕西、重庆各

占 1.5%，其余分别来自湖北、安徽、广西、福建。为满足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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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管控需求，全部问卷收集过程通过在线平台完成。所有被

试对研究目的和分组不知情，实验阶段被试也未参与过前期

问卷设计的研究。 

使用 G.Powe3.1.9.2 软件进行先验分析，为满足

power=0.95，α=0.05，估计效应量 d=0.3，需要 144 名被试，

实际被试量满足要求。 

2.2 问卷 

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感知 

Carroll 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含四个维度：法律责任、

经济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基于此理论，Maignan 编

制了用于研究不同国家民众对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问卷

[14]，共 4维度、18题项，在此基础上补充少量核电公众沟

通领域专家建议内容，形成本研究针对核电企业社会责任履

行感知的初始测量问卷。 

为验证问卷有效性，在秦山核电周边发放问卷，共收回

288 份，其中有效问卷 211 份。发放范围包括秦山核电所在

的浙江省嘉兴市，以及周边上海、杭州、苏州、无锡、宁波。

根据初始问卷信效度分析及因子分析结果（Cronbach's α

为 0.956，KMO 值为 0.936），结合 Carroll 对企业道德责任

的定义：未上升为法律但企业应予履行的义务，及我国对核

电运营单位的相关法律法规，将问卷调整为两个维度：1.企

业法律责任，2.企业经济与道德责任。修正后量表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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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修正后的企业社会责任量表 

编

号 
维度 题项 

a1 
法 律 责

任 

公司严格遵守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放射性水平监测和评

价 

a2 
公司严格遵守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投入足够资源保障核设施

安全 

a3 公司管理层作为表率遵守国家法律和行业规则 

a4 
公司严格遵守劳动保障及员工权益相关法律法规，为员工提供安

全的工作环境 

a5 公司致力于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 

a6 公司向公众提供完整准确的放射性监测数据 

a7 公司有全面的行为准则 

a8 我们被认为是一家值得信赖的公司 

b1 经 济 与

道 德 责

任 

公司提供灵活政策以便员工平衡生活与工作 

b2 公司密切监控员工工作效率 

b3 公司努力降低运营成本 

b4 公司为员工获得继续教育提供支持 

b5 公司成功的使利润达到最大化 

b6 公司管理层制订了有效的长期发展策略 

b7 公司鼓励劳动力多样化的项目(在年龄、性别和种族方面) 

b8 公司制定内部政策防止员工薪酬和晋升方面的歧视 

公众接受度 

基于以往研究，归纳影响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变量包括：信任、公众认知、风险感知、收

益感知，整理以往研究问卷，见表 2 

表 2 公众接受度测量问卷题项来源 

变量 维度 题数 来源 修正后变量 
修正后题

数 

修 正 后

Cronbach'sα 

信任 
认知信任 6 

[15] 信任 10 .907 
情感信任 5 

公众认知  5 [16] 公众认知 5 .952 

风险感知 
恐慌风险 5 

[17] 
恐慌风险感知 4 .868 

未知风险 4 未知风险感知 5 .894 

收益感知  5 [18] 收益感知 5 .802 

公众接受度  4 [10] 公众接受度 4 .943 

 

根据回收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及因子分析结果（Cronbach's α为 0.805，KMO 值为.917），

调整后的公众接受度量表见表 3： 

表 3 修正后的公众接受度量表 

编

号 
维度 题项 

f1 
信任 

 

我感觉与核电公司处于一种双方可以自由表达想法、感受和诉

求的关系。 

f2 我能和核电公司自由地讨论我遇到的困难，对方也愿意诚心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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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f3 
如果我向核电公司讲述我遇到的问题，对方会非常关切并采取

行动，或提出建设性意见。 

f4 核电公司及其员工得到了绝大部分人的信任与尊重 

f5 我可以相信核电公司不会因为工作不够严谨而使我遇到困难。 

f6 
我与核电公司接触过的朋友都认为核电公司及其员工是值得信

赖的 

f7 我和核电公司都对双方的关系做了大量的感情投资。 

f8 核电公司员工以专业的态度和奉献精神开展工作 

f9 如果核电公司搬走，或不再与我合作，我们双方都会感到失落。 

f10 
从过往的记录看，我完全相信核电公司员工在知识和经验上非

常胜任他们的工作 

g1 公 众 认

知 

我觉得我知道的核电知识并不多 a 

g2 我对核电的了解比大多数人少 a 

g3 我确实不太了解核电 a 

g4 在我的朋友圈里，我是比较了解核电的 

g5 我知道很多关于核电的知识 

h1 未 知 风

险感知 a 

关于核电厂可能带来的风险，

我认为是： 

 

不易察觉的 

h2 未知的 

h3 滞后的 

h4 新出现的 

h5 风险大于收益的 

i1 恐 慌 风

险感知 a 

灾难性的 

i2 致命的 

i3 令人恐惧的 

i4 缺乏控制的 

j1 收 益 感

知 

建设核电站能够拉动当地经济发展 

j2 建设核电站会为当地居民增加就业机会 

j3 长远来看，发展核电将保障稳定可靠的能源供应 

j4 使用核电厂发电，能够缓解气候变化 

k1 公 众 接

受度 

我支持在我国建设核电站 

k2 我支持在我省建设核电站 

k3 我支持在我市建设核电站 

k4 我支持在我县建设核电站 

注：a：反向记分。 

 

2.3 干预 

实验采用被试间设计，为验证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对核电

公众接受度的影响，根据上述问卷分析结果，选取中国核能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985）2018 和 2019 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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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报告相关内容，制作两段介绍视频，分别介绍中国

核电在履行法律责任、经济与道德责任两方面的行为。经济

组被试观看经济与道德责任履行介绍视频，法律组被试观看

法律责任履行介绍视频，对照组被试不观看视频，然后使用

前述修正后的问卷测量被试对核电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认

知和核电公众接受度各相关变量。 

 

3 结果 

3.1 人口学特征 

量表优化阶段与分组实验阶段回收有效答卷的人口学

特征如下表 4： 

  表 4： 人口特征描述统计   

统计项 内容 
量表优化 分组实验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性别 男 165 78.20 103 52.8 

 
女 46 21.80 92 47.2 

年龄 20岁以下 0 0 4 2.1 

 
21~30 27 12.80 36 18.5 

 
31~40 119 56.40 100 51.3 

 
41~50 43 20.38 43 22.1 

 
51~60 17 8.06 8 4.1 

 
60以上 5 2.37 4 2.1 

学历 高中/中专及以下 3 1.42 18 9.2 

 
大专 13 6.16 10 5.1 

 
本科 159 75.36 120 61.5 

 
硕士及以上 36 17.06 47 24.1 

职业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35 16.59 60 30.8 

 
企业管理人员 35 16.59 26 13.3 

 
专业技术人员 99 46.92 56 28.7 

 
工人 27 12.80 19 9.7 

 
商业、服务业人员 3 1.42 11 5.6 

 
农林牧副渔生产人员 0 0 0 0 

 
学生 2 0.95 11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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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 0 0 2 1.0 

 
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 2 0.95 1 0.5 

 
失业、待岗人员 1 0.47 3 1.5 

 
离退休人员 7 3.32 6 3.1 

 

3.2 经济组与对照组比较 

对经济组与对照组在各变量的得分均值进行比较，可见

经济组在干预后，法律责任履行感知、经济与道德责任履行

感知、信任、恐慌风险感知、收益感知以及公众接受性 6 个

变量均较对照组有显著提升。 

表 5 经济组与对照组各变量比较 

操作  E SD P 

法律责任 
经济组 a 4.304 0.739 0.000** 

对照组 b 1.796 0.687  

经济与道德责任 
经济组 4.242 0.764 0.000** 

对照组 2.158 0.644  

信任 
经济组 4.012 0.836 0.000** 

对照组 2.034 0.629  

公众认知 
经济组 2.892 0.763 0.549 

对照组 2.954 0.315  

未知风险感知 
经济组 2.662 1.178 0.322 

对照组 2.456 1.175  

恐慌风险感知 
经济组 2.923 1.183 0.019* 

对照组 2.415 1.246  

收益感知 
经济组 4.015 0.810 0.000** 

对照组 1.877 0.761  

公众接受性 
经济组 3.362 1.046 0.000** 

对照组 2.381 1.210  

注：a：n=65；b：n=65。 

*p<0.05,  ** p<0.01。 

 

3.3 法律组与对照组比较 

对法律组与对照组在各变量的得分均值进行比较，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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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组在干预后，法律责任履行感知、经济与道德责任履行

感知、信任、未知风险感知、恐慌风险感知、收益感知以及

公众接受性 7个变量均较对照组有显著提升。 

表 6 法律组与对照组各变量比较 

操作 E SD P 

法律责任 
法律组 c 4.312 0.663 0.000** 

对照组 b 1.796 0.687  

经济与道德责任 
法律组 4.119 0.720 0.000** 

对照组 2.158 0.644  

信任 
法律组 4.046 0.633 0.000** 

对照组 2.034 0.629  

公众认知 
法律组 2.931 0.649 0.797 

对照组 2.954 0.315  

未知风险感知 
法律组 3.077 1.133 0.003** 

对照组 2.456 1.175  

恐慌风险感知 
法律组 3.500 1.247 0.000** 

对照组 2.415 1.246  

收益感知 
法律组 4.046 0.823 0.000** 

对照组 1.877 0.761  

公众接受性 
法律组 3.692 1.081 0.000** 

对照组 2.381 1.210  

注：b：n=65；c：n=65。 

*p<0.05,  ** p<0.01。 

 

4 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核电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提升公众对

核电企业行为的感知，能够显著提升公众对核电企业的信任

及对核电的收益感知，部分降低对核电的风险感知，进而提

高核电的公众接受度；而这些行为对公众认知不会产生显著

影响。具体到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维度，核电企业履行法律

责任可以降低公众对核电未知风险的感知，履行经济与道德

责任则不能引起相应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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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分析，核电企业在公众沟通中应注意宣传企业

社会责任履行的相关内容，尤其是法律责任履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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