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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核电在核安全管理政策中明

确“在所有的生产建造活动中必须确保

核安全第一”。公司建立了与机组全面

运行相适应的核安全文化推进委员会，

并通过核安全文化长期（三年）行动规

划结合年度工作计划，为系统性推进核

安全文化建设提供资源和制度保障。

管理概况

考评激励

领导表率

培育宣贯

党建引领

全员责任

6项管理抓手

人因绩效

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
福清核电核安全文化氛围



承诺推进核安全文化应履行的责任

各处室

承诺

总结本处室良好实践与创新举措

各处室

自评

根据处室反馈&内外部监督/评估事实，每半年开展
评价，并向核安全文化推进委员会议汇报结果

核安全处

评价

2022年十大原则承诺TOP3

① 核安全人人有责

② 培育质疑的态度

③ 识别并解决问题

福清核电核安全文化承诺&责任制评价



论文标题：

摘要：

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模型的探索和实践

 本文提出的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模型通过与核安全文化相关

的综合性数据收集、分析、评价，从大量数据中定量和定性

地提炼出核安全文化原则和要素的定级和趋势，最终在客观

事实基础上结合归口管理部门组织的内部专家组的独立判断

得出电厂整体的核安全文化水平。

• 使评估模式常态化，以持续监测的方式及时发现核安全文

化弱化的征兆

• 在组织内部推动核安全文化原则和要素充分融入经验反馈、

根本原因分析、人因绩效等生产相关管理体系和流程。



前言

数据获取

数据分析

组织与实施

总结

良好的运营业绩 ≠ 良好的核安全文化水平

➢ Davis-Besse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器上封头降质

➢ 日本福岛核电站2011年重大核事故

历史
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核电厂要定期开展核安全文化自我评

价……有针对性地提升核安全文化水平，对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并形成评价。

IAEA《一种和谐的安全文化模型》：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定期对安全进行监

测和评估，包括对程序和活动开展专项评估和自我评价，定期评估、提升安全文化。

监管
要求

？为什么要对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

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模型的探索和实践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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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模型的探索和实践

核安全文化评价监测：
 主体现状 – 以核安全相关设备和技术的制约型参数为主，识别薄弱环节；

 真空区域 – 对平稳或正向趋势的参数，缺少开展进一步测评分析的实践。

实践单位

IAEA（TECDOC-1141）

匈牙利某核电厂

俄罗斯某核电厂

瑞典RSA

美国DNFSB

WANO

小结

一级指标8个,二级31个

一级指标7个,二级30个

一级指标17个

3个维度定性(驱动/监控/反馈)

5个维度定性，28个特征指标

健康核安全文化十大特征

分析

定量：基于IAEA体系的适应改动

定量：基于IAEA体系的适应改动

定量：对应阈值反映对应状态

定性化维度，区域式分析

定性化指标

一种共通的核安全文化语言

行业核安全文化测评体系实践：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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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模型的探索和实践

NSCA方法培训

员工访谈

活动观察

主管访谈

中高层访谈

文件查阅

数据分析与
讨论预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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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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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调查结果

先期文件包（AIP）

事件分析

现
场
评
估
系
统

NSCA评估报告

中国核电：

➢ 形式 - 核安全文化专项评估+

问卷调查

➢ 时间 - 周期性集中评价

➢ 范围 - 企业员工对与核安全文

化相关属性的主观认可度

➢ 结论 - 认可度最高(+)和最低

(-) TOP3

需解决的问题：
 难以监测外部评价周期内核安全文化水平的动态浮动

 可能造成核安全文化评价与生产技术管理重叠

 不能立体化呈现出技术指标问题背后与文化、与人相关的因素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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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模型的探索和实践

来自经验反馈、安全质量、经营

管理、生产计划、人力资源等管

理流程的事实数据：

➢ 状态报告系统

➢ 根本原因分析

➢ 人员行为分析系统

➢ 安全质量违章

➢ 正面激励和良好实践

➢ 原则

➢ 要素

➢ 示例

建立一套立体、全面、可执行的监测体系，在安全、质量各项工作中寻找核
安全文化的“影子”。

编码库

数据库

《中国核电卓越核安全文化十大原则》

数据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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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模型的探索和实践

数据分析

事实分析

 以评分细则对收集到的正、

负面事实量化处理

归化评价

 结合 IAEA INSAG-11中核
安全文化发展三个阶段理论，
归化得出各处室在评价周期
内处于的具体阶段

 结合十大原则，归化得出共
性问题所存在的核安全文化
区间

识别焦点部门

 各部门核安全文化评价得分

 各部门在评价周期内处于的具

体阶段

识别焦点要素

 重点：与“人的行为和态度对安

全的影响”紧密关联的事实

 体现出弱化的核安全文化原则弱

化的事实及其与时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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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模型的探索和实践

数据分析

核安全文化责任制评价细则分值表：

注：本文选取电厂部分已报送高级别事件中的典型数据，作为展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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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模型的探索和实践

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数据库：

数据分析

注：本文选取电厂部分已报送高级别事件中的典型数据，作为展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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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获取

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模型的探索和实践

注：本文选取电厂部分已报送高级别事件中的典型数据，作为展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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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模型的探索和实践

数据分析

核安全文化焦点处室

核安全文化焦点原则

注：本文选取电厂部分已报送高级别事件中的典型数据，
作为展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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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尽可能扩展核安全文化监测的事实收集范围和渠道

 【实】尽可能细化各级管理归口部门的相关责任

 【细】尽可能优化评价评分细则，提升量化分析质量

影响评价准确性的关键因素：

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模型的探索和实践

数据分析 序号 部门 已提交 目标答题人数 参与率

1 总经理部 20 20 100%
2 商务合同处 51 51 100%
3 核安全处 33 33 100%
4 环境应急处 18 18 100%
5 信息文档处 28 28 100%
6 大修管理处 21 21 100%
7 设备管理处 140 140 100%
8 项目控制处 7 10 70%
9 调试管理/生产准备处 17 17 100%
10 党建工作处（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 13 15 87%
11 运行三处 266 271 98%
12 公司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外事办公室） 31 31 100%
13 莆田核电项目筹建处 6 7 86%
14 设计管理处/科技创新处 18 18 100%
15 运行一处 203 207 98%
16 技术支持处 61 61 100%
17 人力资源处（党委组织部） 17 17 100%
18 安全质量处 30 34 88%
19 保卫处 18 19 95%
20 中核（福建）电能服务有限公司 18 18 100%
21 运行二处 198 199 99%
22 经营计划处 15 17 88%
23 财务处 23 24 96%
24 工程管理处 17 19 89%
25 维修二处 130 134 97%
26 设备采购处 2 6 33%
27 企业管理处/法律事务室 10 10 100%
28 化学处 52 57 91%
29 纪检监督处（纪委办公室）/审计处 10 10 100%
30 生产计划处 21 21 100%
31 维修支持处 68 68 100%
32 工会办公室 6 8 75%
33 维修三处 129 136 95%
34 维修一处 137 137 100%
35 培训处 46 46 100%
36 保健物理处 43 43 100%
37 汇总 1923 1971 9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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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模型的探索和实践

组织与实施

评价流程

制度保障 – 跨领域的工作小组：
确保核安全监测和评估的输入的完整性和置信度

 经验反馈

 管理体系引入
• 展示公司整体核安全文化
水平看板

• 解释重要事实
• 提出焦点部门&焦点核
安全要素。

挑战
• 相关专业按照评价机制选
取的核安全文化原则或特

征，对事实定级和未来趋
势的预测发起挑战

总结
• 输出：各原则和要素的最终定级和趋势

• 对处于红色或者下降趋势的原则和要素

指定部门或人员进行专项整改

 质量保证

 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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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模型的探索和实践

组织与实施

PA NS QA CO LA DM WE RC PI LO

PA.1 NS.1 QA.1 CO.1 LA.1 DM.1 WE.1 RC.1 PI.1 LO.1

PA.2 NS.2 QA.2 CO.2 LA.2 DM.2 WE.2 RC.2 PI.2 LO.2

PA.3 NS.3 QA.3 CO.3 LA.3 DM.3 WE.3 RC.3 PI.3 LO.3

PA.4 NS.4 CO.4 LA.4 DM.4 WE.4 RC.4 PI.4 LO.4

PA.5 NS.5 LA.5 WE.5 LO.5

PA.6 NS.6 LA.6

LA.7

LA.8

核安全文化看板

绿色：该要素在现阶段表现良好且稳定，人员展示出良好的行为，组织取得了与该要素对等的优良业绩，并开展
或实践有值得其他电厂借鉴的良好实践。

白色：该要素目前的状态总体可接受，但未产生或体现出在行业或组织内进步明显或有良好实践的效果。

黄色：该要素已出现弱化的征兆，需要提升对其现有的关注度，并要求制定相应的纠正行动计划来扼止这些征兆。

红色：该要素已经弱化，需要组织决策层和管理层立即关注并采取即时措施和长远措施，以扭转当前的不良趋势。

箭头：该原则总体预计在未
来评价周期内的趋势处于提
升、平稳还是下降趋势。

注：本文选取电厂部分已报送高级别事件中的典型数据，作为展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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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清核电内部评价实践

 评价输入：核安全处动态收集&独立评价 + 定期自评&反馈

 评价输出：

① 内外部评价事实汇总：体现外部评价和内部自评在关注程度和问题挖掘方向

上的契合度；

② 电厂事件核安全文化要素分析 – 以AB级事件和核安全文化属性表现强的C级

事件为主要内容，分析事件中体现的核安全文化偏差要素。

 评价基准：中国核电卓越核安全文化十大原则

 技术文件：核安全文化责任制评价内部准则

 评价对象：福清核电核安全文化推进委员会处室

适应最新形势和管理要求，更新安全生产责任书中核安全文化的最新内容。

- 决策层领导 & 中层管理者 & 全体员工
责任

标准

内容

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模型的探索和实践

组织与实施



福清核电内部评价实践

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模型的探索和实践

注：本文选取电厂部分已报送高级别事件中的典型数据，作为展示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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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性评价核电厂内部核安全文化水平的体系

✓ 评价机制常态化、动态化

✓ 助力核电企业在日常运行生产中的高标准、高绩效，进而利于提升并逐

步实现卓越核安全文化水平

研究价值：

✓ 开展普遍性和可推广性验证

✓ 在运行核电厂中应用全套监测体系并考虑电子平台集成可能性

后续方向：

核安全文化持续监测模型的探索和实践

总结



汇报完毕，请各位专家指导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