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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核文化大众化长效机制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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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型工业化背景下具有安全、清洁、经济特征的核电难以充分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公众进行核文化的

宣传、推广没有形成和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正确把握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核文化大众化的实质、特征, 不仅有助于揭示核电

的实用价值, 还有助于核文化大众化长效机制的建立。当前, 核文化大众化长效机制的构建应依循现实性、可操作性、系统

性、创新性等原则,涵盖基础性机制、操作性机制和评价性机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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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实现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战略目标, 如何保障

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能源供给, 如何有效开发利用低碳能

源, 如何真正做到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

染少的核电等等问题, 亟待国家倡导、调整、投入、发展; 亟待

人们认识、理解、接受、支持。被公众接受是核电得以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但是一谈到 /核0, 人们脑海

中浮现出的往往是广岛的原子弹、战争、死亡等冷酷或神秘

的印象。人们往往对核电怀有偏见, 甚至 /谈核色变0。这

对当前我国核电事业大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

要提高核电公众接受性, 就需要构建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核文

化大众化的长效机制。

一  构建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核文化大众化长效机制的目标

随着核电事业的蓬勃发展, 核文化越来越突显其重要

性。自 1954年世界上第一座商业核电站投产以来, 核电发

展有近 60年历史。而核文化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国际原子能机构于 1988年倡导 /实现安全

的目标必须渗透到为核电厂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中去0 [ 1]。

随后国际原子能机构出版了5核安全文化 6一书, 详细论述

了核安全文化, 认真分析了核安全文化的特征以及对决策

层、管理层、执行层的不同要求 ,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和定

性指标 [ 2]。由此可见, 安全文化是核文化的核心内容, /安

全文化的实质就是要促使组织和个人密切关注安全0 [3] 7,极

大地促进核电事业的发展。由于 /核 0的敏感性, 核电安全

一直是国际社会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 4] 147。因此, 在新型工业

化背景下建立一定的方法和程序,确保核电安全价值观或安

全目标的实现,强化核电安全文化方面的关键性问题, 这是

许多国家和组织正在为之努力奋斗的理想, 也是一个不断改

进的过程。

构建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核文化大众化长效机制,首先,

要对长效机制的内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谓长效机制,就

是能长期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它

会随着时间、条件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 其次, 要

对核文化大众化有所了解, 核文化大众化是指通过有目的、

有计划的文化传播, 使核文化逐渐被广大公众所接受, 并作

用于大众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 使核文化从核工业领域走

出来,深入大众之中, 实现从行业文化到大众文化的转变。

核文化大众化既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过程, 也是一个文化发挥

作用的过程 [ 5]。只有建立了核文化大众化长效机制,才能确

保核安全价值观或核安全目标的实现; 只有建立了核文化大

众化长效机制,核电发展的安全目标才不会因领导人的注意

力以及认识的改变而受到影响,才不会因为工作人员的变动

而失去工作的连续性, 核电公众接受性的宣传、推广才可能

真正实现由靠人到靠制度的转变, 才可能由外在要求成为公

众的内在自觉 [ 6]。这样,核电发展才会稳定地呈现出生机勃

勃的局面和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宽松的工作环境。这种

环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国家和相关部委重视,

把核电公众接受性的宣传、推广工作摆上议事日程; 二是地

方政府各职能部门、各相关单位和新闻媒体通力协作, 共同

做好核电公众接受性的宣传、推广工作; 三是核电行业的员

工关心、理解与支持核电公众接受性的宣传、推广; 四是公众

能正确认识核电,拂去核文化的 /神秘0面纱, 接受核电作为



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转而支持、推广

核文化, 从而建立起与协调发展、和谐社会目标相一致的新

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为核电 /安全生产提供精神动力、智

力支持、人文氛围和物态环境0 [ 4]引言。这正是构建新型工业

化背景下核文化大众化长效机制的目标。

二  构建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核文化大众化长效机制的原则

构建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核文化大众化长效机制应该凸

显 /开放和透明0的核文化特征和 /创新和严谨0的核文化本

质属性 [ 2] , 因此长效机制的建立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一 )现实性原则。构建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核文化大众

化长效机制的现实性原则主要有三个: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中国国情; 二是中国核电发展的需要;三是核电公众接

受的现状。遵循现实性原则, 最根本的就是要从中国的国

情、中国核电发展的需要和核电公众接受现状的实际出发,

构建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制度体系和操作体系。现实性原

则要求在中国核电事业发展过程中,必须实现安全价值观或

安全目标与公众理解、接受的有机统一。核电的发展,是基

于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需要,是基于新型工

业化道路的战略目标实现的需要,是基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

发展的能源供给的需要。当前,公众之所以 /谈核色变0, 原

因就是没有核电方面的认知, 没有认同核电日益走进人们生

活的现实。这种认知和认同是核文化大众化的具体体现, 属

于文化范畴。核文化大众化不同于其他文化形态的特殊性

在于它是用 /实践精神0把握世界。人们只有将其对核电的

认知、情感、意志、信念转化为一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才

能形成和发展自身的核文化观。核文化大众化的内容源于

实践, 核文化大众化的目的是为了生活, 核文化大众化的模

式也必须依托生活, 因此核文化大众化应当回归生活,启导

实践, 核电公众接受、推广的基本要求, 即应落实到日常学

习、生活和工作中,落实到核工业系统和核电公众接受性的

宣传、推广相关职能部门的实际行动中, 政府主管部门、营运

单位、核工业企业及其它协作单位,都必须对核安全文化加

以普及和应用。

(二 )可操作性原则。构建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核文化大

众化长效机制以科学管用为基本要求,科学的目的是为了管

用。这就要求这些机制具有可操作性。可操作性表现在三

个方面: 一是体现国情、省情、市情的实际性; 二是落实核电

企业发展的需要性; 三是符合简明易行要求的具体性。 /实

际0主要就是符合国情、省情、市情的实际, /需要0、/具体 0

首先要求实体制度的内容具有针对性和确定性,同时要求建

立程序制度来确保实体制度的落实。目前,核文化大众化制

度化过程中一个较大的问题就是实体制度的实施未能得到

程序制度的有效配合与支持。事实上,在某些时候程序制度

比实际制度更为重要。可操作性原则由于官方、媒体从业人

员、核电企业员工和公众的思想状况的千差万别, 反映在现

实生活中, 就会对事物持有不同的看法, 产生不同的思想问

题。因此, 在核文化大众化宣传、推广的过程中, 一方面必须

统一安排、统一指导, 另一方面要根据核电公众接受者不同

的思想行为特征, 因人、因时、因地而异, 用不同的形式和方

法,实施不同的宣传手段 ,达到相同的宣传目的, 二者相辅相

成,有机结合。官方、媒体从业人员、核电企业员工和公众等

社会方方面面的人员个性特点、思想实际、知识水平、接受能

力的差别决定了其核电公众接受度是一个由低到高、不断升

华、不断强化的过程, 需要我们在内容、目标上体现以认识为

先导,由近至远、由浅入深、由表及里, 由感性到理性, 由对自

己负责到对他人、社会、国家负责的层次性的特征。同时,针

对认知和思想状况的不同, 对于官方、媒体从业人员、核电企

业员工和公众中的高学历、高素质的先进分子来说, 应当按

照高标准、高要求进行认知教育,使之接受并转而宣传、推广

核文化;而对于一般公众来说,则引导他们在遵守一定的核

安全方法和程序的基础上, 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认知目标,

接受、使用和支持核电的发展。

(三 )系统性原则。构建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核文化大众

化长效机制,特别是制度体系的构建,必须遵循系统性原则。

否则,以 /开放和透明0为重要特征、以 /创新和严谨0为本质

属性的核文化大众化就难以落到实处。这种系统性主要体

现在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长期性制度与临时性措施、激励

性制度和抑制性制度的统一上 [6]。这样,建立起来的制度才

能体现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核文化大众化的要求, 互相照应,

具体管用。系统性原则是系统内各要素的有机统一, 系统功

能的发挥既依赖于要素个体功能发挥, 又决定于要素整体功

能的发挥,要素是一个整体功能和属性大于局部功能和属性

之和的有机集合体。因核文化大众化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

长期性的特点,所以其宣传、推广必然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

依靠多方力量,通过多种途径来开展。核文化大众化分为核

工业行业内子系统和核工业行业外子系统, 核电内子系统包

括核工业的管理机构和部门、核电企业、核电发展的地方环

境等一系列要素,核工业外子系统包括公众心理环境、社会

环境、媒体宣传环境等要素, 核文化大众化既要充分发挥各

系统要素的自身功能, 又必须整合核工业内外要素, 形成宣

传、推广的合力。核文化大众化是一项系统工程, 必须把社

会各方面的资源整合起来充分发挥作用、密切配合。因此,

国家、企业、社会三种力量必须通过相互整合、相互协作、相

互支持、相互补充而达成安全价值方面的共识, 形成统一的

行为环境,才能确保核文化大众化长效机制的建立。

(四 )创新性原则。60余年的核电发展史中, 以安全文

化为核心的核文化自其形成, 就与核电发展走过的历史, 以

及核电本身的特殊性密切关联, 在其宣传、推广工作中也形

成了好的方法和程序, 积累了宝贵经验, 但不能将这些优势

变成负累。在构建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核文化大众化长效机

制的过程中,更加需要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超越, 在突破旧

框框基础上的创造, 以把握核文化大众化的规律性, 体现核

文化大众化的时代性。即使是原来行之有效的机制, 如核电

企业的安全文化理念,也需要赋予新的内容,借助新的手段,

使用新的方法,而不能单纯地走诸如提高设备质量、人员素

质和改进管理的老路子, 还必须采取一系列的防范措施, 即

预防、监督和在万一出现失效时必要的响应对策。尤其是核

电公众接受、推广工作,要着力培养既有历史意识又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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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既尊重传统又善于创新的现代公民。一方面, 要充分

挖掘核文化中的民族文化内涵, 使公众认识到, 正是这些深

刻体现核文化的民族文化, 构成了中华民族绵延不衰、自强

不息、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动力, 是中国人民最为宝

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必须倍加珍惜、认真继承;另一方

面, 要大力宣传和推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勇于

创新, 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时代精神,使公众领会到,当每

个人都致力于 /减少或防止人为错误, 充分发挥人的积极影

响0这一核安全共同目标时, 才能获得最高水平的核安全。

因此,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强大力量。总之,核文化强调个人的响

应, 核电公众接受、推广工作应不断创新,进而提高核文化大

众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当然, 构建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核文化大众化长效机制还

需要遵循其他一些基本原则,如前瞻性原则、主导性原则、科

学性原则等等。

三  构建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核文化大众化的长效机制的内

容

构建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核文化大众化的长效机制的内

容涵盖广泛, 涉及不同层面的内容, 不管是横向的,还是纵向

的, 也不管是硬性的, 还是软性的, 可以抽象为三方面的要

素: 主体核文化、制度及其运行体系、客体公众, 其中最主要

和最关键的要素是制度及其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

功能的制度体系。因此, 核文化在面向大众传播和作用过程

中需要建立三方面机制: 即基础性机制、操作性机制和评价

性机制, 三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构成一个整体。

(一 )基础性机制。基础性机制主要是从保障功能出发

来构建, 具体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组织领导保障机制。

首要的是形成独立的省级核工业行业管理部门。不管是国

家还是地方核电的发展最终都要通过省级政府来领导核电

发展过程中的核文化的宣传、推广。加强省级党和政府对核

电行业及核文化发展的领导, 是对新型工业化背景下核文化

大众化的长效机制建设的根本保证。各级政府领导必须从

/发展是第一要务0的战略高度, 认识到新型工业化背景下

加强核电行业发展的重大意义 ,认识到切实推行核文化大众

化对推进核电行业发展的深远意义, 建立各级党委统一领

导、党政领导亲自抓、有关部门组织协调、各方面分工负责的

统一、高效的领导体制,把核文化的宣传、推广作为当前发展

核电企业的一项常规性、长期性工作摆上重要位置, 长抓不

懈。二是制度保障机制。制度是调整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人

与社会之间关系或规约行为者行动的强制性规则体系, /制

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更规范地说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

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0 [ 7]。核文化的宣传、推广作为

一种需要在公众中倡导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仅仅依靠宣

传、教育等相对 /柔性0的方式进行个体价值引导, 其效果是

要打折扣的, 而 /刚性 0的方式不失为更好的选择。在现代

社会, 可供选择的较好的 /刚性0方式就是制度。邓小平同

志曾经指出, /制度是决定因素0 [ 8] 308,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

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

会走向反面0 [ 8] 333。从某种意义上讲, 制度建设对核文化大

众化的长效机制的构建具有全局性的影响, 有着长期的根本

性的规范作用。具体来说,制度保障机制建设包括各级政府

及其部门 (含核电厂选址的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核电

企业运营组织、核电发展的研究设计单位等不同层面对核电

行业发展和核文化推广的责权利和奖惩等问题的明确、明

晰,从而建立稳定的、系统的制度保障。三是经费投入机制。

经费投入机制涉及核工业行业内、外部的经费投入两种机

制。核工业行业内部经费投入目前要解决的主要是两个方

面的问题:经费分配的横向可比和经费分配的标准及量化问

题。核工业行业外部的经费投入主要是政府及其部门投入

到研究设计单位的部分。核工业行业内部经费投入的两个

问题的解决又依赖于外部投入机制的健全和投入的足量到

位。在科研拨款还难以科学而充分地考虑各研究设计单位

工作需求的情况下,应该先行建立起 /谁受益、谁投入0的投

入机制。

(二 )操作性机制。操作性机制从两个层面来构建, 一

是从核工业行业系统内部建立目标责任制和自我约束机制。

建立目标责任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体系。国家核工业管

理部门要统一规划、精心组织,要将核文化与核电发展纳入

国家 /十二五0发展规划并结合新型工业化对核电发展的实

际需要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把核文化与核电发展落实到国

家核工业管理部门、运营组织和研究设计单位。要建立起层

层落实的目标责任制和工作机制, 要建立起领导干部定期听

取汇报制度、定期深入基层调研制度, 及时了解和分析真实

情况,认真研究和解决存在的问题。将核文化与核电发展作

为国家核工业管理部门、运营组织和研究设计单位工作考核

的重要指标体系,实行定期监督检查和考核评比制度, 确保

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同时,要建立自我约束机制。自我约束

机制作为一项政策,所有与核电安全相关的组织均安排对核

安全实践的定期评审。定期评审的领域包括, 员工聘任与培

训、运行经验反馈、设计变更控制、电厂改造和运行程序的控

制。定期评审的目的是,容纳由正常指挥系统以外有充分能

力的个人或机构带来的独立眼光和建议的新方法 [3] 21。二

是从核工业行业系统外部建立培训教育机制和传播推广机

制。培养教育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要实现核文化大众化教育

目标的整合。核文化大众化必须与核安全价值观或核安全

目标的实现相结合, 与公众的价值观教育相结合, 在教育目

标上实现有机统一,以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动力促进公众

对核文化认识的提升。核文化作为当前核工业行业发展的

主要内容,必须在教育目标上与行业要求和社会价值目标相

一致,实现核文化大众化工作的与时俱进。同时, 要坚持教

育和管理相结合,寓教育于管理之中,使核文化教育制度化、

常规化;坚持教育主体和客体双向互动,体现民主和谐关系;

要体现人文关怀,让核文化大众化贴近公众实际生活、贴近

公众个体、贴近公众心灵。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积极进行

教学内容、手段、方法创新,运用网络信息、多媒体技术, 探讨

生动、形象、活泼的教学形式,让受众群体在接受理论教育的

同时伴有感性的体验, 尽量使受众群体在声、形、色、情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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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的情景氛围中接受教育,增强教学的吸引力、说服力、感

染力, 使核文化最终深刻地融入公众头脑。要加强核文化的

媒体传播与推广, 充分发挥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现

代传媒工具和基地的作用, 形成动态与静态传播推广形式的

有效结合, 形成中央级媒体和地方性媒体的有机结合,形成

内部教育与外部宣传的紧密结合, 使宣传、推广核文化工作

融入到公众获取的各种信息和知识之中,实现有意识教育和

无意识教育的完美结合。

(三 )评价性机制。核文化大众化宣传、推广工作的评

价机制是核文化大众化长效机制的终点,也是核文化大众化

长效机制的起点。既是对工作的总结,也是对工作的导向。

核文化大众化评价机制可以分成核工业行业系统内部和核

工业行业系统外部评价两个方面。外部评价主要是指非核

工业系统的评价, 具体来说,包含三个层面的评价:一是各级

政府主管部门将其纳入对核电企业建设水平和企业实力的

整体评价; 二是核工业主管部门在其对核电企业评估中的评

价; 三是社会及公众对核电理解、接收过程中的信息反馈。

内部评价主要指核工业系统和核电企业自身的评价。这两

个方面工作的开展并不难, 但要做到经常化和科学化则比较

难。两者当中, 科学化又是重中之重。做到科学化的关键是

要将评价机制细化和量化。例如,在建立整个评价体系的时

候, 可以试着将整个体系分成目标、过程、结果三个阶段来考

虑, 并由此建立评价机制的三个子机制: 目标生成机制、过程

监控机制和结果评判机制, 以此来分析考察核电企业自身核

文化宣传、推广目标确立的科学性、工作过程的创造性和工

作效果的彰显性。同时,核电企业应建立监督、评估与比较

机制。核电厂管理层除执行质量保证措施之外,管理的职责

还包括实施全面的监督活动,如对培训制度、人事任免程序、

工作方式、文件管理和质量保证系统等的定期审查。对于设

计、制造和运营组织, 监督包括仔细审查设计和工程变更得

以控制的方式;对于核电厂运营阶段, 监督包括仔细审查运

行参数变更、维修要求、电厂改造、电厂状态符合性控制以及

其他任何非日常的运行活动。这样, 核电厂安全管理体系的

运作状况通过内部机制得以检查。另外, 可邀请组织内不同

职责的专家或组织外的专家进行评估。他们具有广阔的视

角和不同的经验,有助于引进和借鉴好的实践经验。从而使

管理者结合实际从相关经验、研究成果、技术开发、运营数据

以及安全事件中吸取有益成分, 促进核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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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nalysis of Constructing the Long- term Popular Nuclear- cultureM echanism

at the New Type Industrialization Period

ZOU Shu- liang, ZHANG Feng- li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A t the new type industria lization pe riod, one im po rtant factor hinde r the fully development of Nuclear power, a safe,

clean and effic ient energy, is the absence o f effective m echan ism for its pubic pub lic ity and prom otion. G rasp ing the essence and fea-

tu res o f the popu la rization o f nuc lear- culture accura tely at the new type industrialization per iod do great benefits to reveal the practica l

va lue o f nuclear pow er and estab lish the long- term popular mechan ism o f the nuc lear-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 f the long- term

popularm echanism shou ld adhere to the princ ip les o f rea lity, operab ility, system aticness and innovativeness, e tc, which encompass

basic, ope rationa l and eva luativ em echanism s, etc.

K ey words:  new type industrialization;  nuc lea r- culture;  populariza tion;  long- term m echan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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