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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责任、价值、公正、生态四种伦理观为切入点ꎬ分析了核电项目决策的特征及其伦理内涵ꎬ论证了决策过程

不能仅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和技术发展ꎬ还必须基于上述四种伦理视域展开道德规约ꎬ方可促使核电项目的决策效果满足其

相应的伦理诉求ꎬ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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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新能源领域的重要清洁能源ꎬ核电是实现

“发展市场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建设和谐社会”十

三五规划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ꎮ 以华龙系列核电技

术为代表的中国核电建设项目逐渐走出国门ꎬ出现

在国际市场上ꎮ 然而ꎬ切尔诺贝利、三厘岛、福岛等

事故的教训表明ꎬ核电及其相关项目的迅猛发展像

一把双刃剑ꎬ在造福人类的同时ꎬ稍有不慎ꎬ就会带

来巨大的社会危害[１￣２]ꎮ 一方面ꎬ从经济发展和项

目技术开发的视角来看ꎬ核电是资源逐渐枯竭现状

下的必然选择ꎬ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伦理要求ꎻ另
一方面ꎬ从人类历史和生态环境系统的安全性视角

来看ꎬ核技术蕴含着反生态、毁灭性的风险ꎬ是不道

德的ꎮ 支持与反对核电项目实施的争论从未停止ꎬ
这也使得核电发展陷入伦理道德的两难窘境ꎮ

核电项目决策指在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主客观条

件约束下ꎬ为实现核电建设或运营目标ꎬ综合运用科

学的管理思想、理论方法与技术ꎬ分析提出若干可行

的项目实施方案ꎬ并通过综合评估从中选出最满意

方案的抉择过程ꎮ 通常情况下ꎬ项目管理和技术的

可行性ꎬ投入产出的稳定性、决策结果的经济性等方

面是工程项目决策的首要前提和重要支撑ꎮ 由于社

会安全和生态风险等方面的特殊性ꎬ核电工程项目

更应承担相应的伦理审视与道德评价ꎮ 这就要求项

目决策主体提高自身责任感ꎬ在社会公认的特定伦

理道德规约下处理好与环境、社会等客体的关系ꎬ实

现决策过程与安全稳定、社会发展、公平正义、生态

保护等特殊伦理诉求的有机融合ꎮ 关于核电项目决

策的伦理道德规约ꎬ可从核电项目决策的责任观、价
值观、公正观、生态观四方面来探讨ꎮ

一　 核电项目决策的责任伦理观

巨大利益与风险共存的特性决定了核电项目决

策伦理必然是一种责任伦理[３]ꎮ 核电开发与利用

的各个决策环节都可能对决策客体造成重大影响ꎬ
甚至产生不可逆转的毁灭性后果ꎬ对项目决策责任

性的道德分析与评价不可避免ꎮ 项目决策中的道德

责任指的是ꎬ以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为基础ꎬ决策主

体基于特定的伦理道德规范准则及自身自制力ꎬ对
决策过程和结果的善恶做出感知和评价ꎬ进而对自

己的过失承担后果的行为范式[４]ꎮ 因此ꎬ如何激发

与塑造项目决策者的核安全责任意识ꎬ确保安全、稳
定、可持续的核能开发与利用ꎬ是核电项目决策责任

观的主要内容ꎮ
(一)核电项目的责任伦理是一种具有时空跨

度性的伦理观

传统的“近爱伦理观”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层

面只考虑了近距离的道德准则ꎬ主要涉及短期内个

体人之间的直接关系[５￣７]ꎮ 而在如今全球化、信息

化的生态文明时代ꎬ世界系统边界日益模糊ꎬ主客体

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愈发紧密ꎮ 一个突发事件的触

发ꎬ借助技术载体ꎬ其传播与影响范围将被迅速放



大ꎬ传统短距离直接伦理观下的道德准则不足以适

应当下的伦理决策需求ꎮ 因此ꎬ与时俱进的责任伦

理应当以全人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为其根本导向ꎬ
是一种更社会化、协作化的跨时空伦理ꎬ它要求决策

者做抉择的过程中:在时间层面ꎬ不但要考虑眼前的

道德价值ꎬ更要考虑长远的道德价值ꎻ不仅要将活着

的人视为道德对象ꎬ更要将那些还未出世的后代们

视为道德对象ꎮ 在空间层面ꎬ不应只对自己身边的

人和物具有道德责任ꎬ还应该从整个人类乃至整体

生物圈、大自然生态环境等更大范围的视角来决定

决策的道德义务ꎮ
(二)核电项目的责任伦理是一种具有系统性

的伦理观

西方传统的各种伦理论证与道德准则几乎都是

围绕决策主体的个体行为与生活环境展开的ꎮ 而由

信息、交通、能源等技术支持的现代人类社会是一个

具有紧密联系和交互的复杂巨系统ꎬ一个核电项目

的建设与运营将影响到这个复杂系统的方方面面ꎬ
其决策问题的解决ꎬ往往也可能涉及核电、安全、地
质、气象、交通、信息、生态等多个领域ꎮ 传统个体

性、局部性的伦理观难以把握和描述这种整体性、系
统性的决策伦理问题ꎬ取而代之的将是以群体为伦

理决策主体的高级协同责任伦理观ꎮ 这种情况下的

伦理责任和义务ꎬ是由项目所有主体成员(或代表)
共同承担和履行的ꎬ构建集成化的协同伦理决策机

制是核电项目伦理决策的关键内容ꎮ 核电项目责任

伦理是一种以全社会达成伦理共识ꎬ通过系统性的

道德准则来共同监控和评估核电项目的抉择过程ꎬ
实现巨大社会利益与社会良知的平衡ꎮ

(三)核电项目的责任伦理是一种具有可反馈

性的伦理观

核电项目决策影响重大ꎬ不负责任的决策行为

容易产生人因决策的失误ꎬ造成社会经济损失和人

员伤亡的极大“恶果”ꎮ 虽然核电项目早已形成一

系列操作标准ꎬ但由于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存在ꎬ
标准往往难以被严格遵循ꎮ 如福岛核电站项目建设

对抗自然灾害水平设计的决策失误ꎬ在地震、海啸的

双重天灾冲击下ꎬ核岛制冷系统失效ꎬ堆芯熔化、安
全壳破裂ꎬ导致核泄漏、群众恐慌、交通混乱、社会动

乱、生态污染等一系列次生衍生灾害的连锁反应被

触发ꎬ造成长期、严重、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ꎮ 历史

教训是惨烈的ꎬ又是极其宝贵的ꎬ人类无法预知所有

的灾难情境ꎬ只能通过学习来不断认清自身责任ꎬ以
确保决策的情境适应性ꎮ 当然ꎬ核电项目决策的主

体通常是集体而不是个人ꎬ意味着责任的监控、评

估、分析和追溯过程更为复杂ꎬ集体决策的道德自律

性显得尤为重要ꎮ 因而ꎬ对于任何一项具体的核电

项目决策ꎬ在进行事后责任评估的同时ꎬ还要从道德

的视角展开详细、具体的责任分析ꎬ完善利益和责任

分配机制、责任评估约束体系、责任监控与追溯机

制ꎬ提高决策主体的责任意识ꎬ进而形成可反馈的自

适应责任伦理观ꎮ

二　 核电项目决策的价值伦理观

核电项目产生的成效对人类来说是有价值ꎬ还
是危害ꎬ其中的道德关系是核伦理所探讨的核心问

题ꎮ 也就是说ꎬ对核电项目决策成效的道德价值度

量ꎬ是衡量其合理性的又一重要视角ꎮ
(一)核电项目决策的价值冲突

核电项目决策的根本目标是为全人类提供更便

捷、高效、清洁的能源与生活环境ꎬ简而言之ꎬ即用更

小的成本创造更大的价值ꎮ 同时ꎬ核能开发的风险

在于乏燃料或核泄漏羽烟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可持续

伤害人类并毁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ꎮ 核电项

目决策的另一重要价值在于避免这种风险成为现

实ꎮ 面向核能开发“双刃剑”的双重效应ꎬ趋利避害

是必然选择ꎬ然而ꎬ现实中价值创造和风险规避往往

存在冲突ꎬ难以同时实现ꎮ 如打造更为安全的核电

项目实施标准ꎬ必然会提升项目成本ꎬ间接减少项目

创造的相对价值总量ꎮ 究竟是追求极大价值而无视

风险ꎬ还是规避风险而放弃价值追求? 这种冲突是

核电项目决策伦理的症结所在ꎮ
(二)核电项目决策的价值伦理导向

核电项目决策的价值伦理导向指的是从伦理的

视域来感知、分析、判断核电开发与利用过程中面临

的重大价值问题ꎬ理清此类问题在决策中的价值观

窘境ꎬ进而引导构建核电项目的决策目标、决策方

式、决策原则ꎮ 目的决定了项目开发的善恶ꎬ若决策

者仅将追求最大利益和财富视为唯一价值导向ꎬ无
视项目应有的安全性、生态等其他关键因素ꎬ那么整

个项目都是邪恶的ꎬ其结果也将惨不忍睹ꎮ 然而ꎬ即
使决策者的初衷为善ꎬ但为了实现善总体的目的采

取了一些恶的手段ꎬ也可能会带来一些非道德的结

果ꎬ如部分国家为实现自身核能开发与利用ꎬ将乏燃

料倾倒到公海或填埋到其他国家和民族居住地等ꎮ
因此ꎬ核电项目决策的价值伦理观的关键在于如何

建立正确的道德价值判断体系ꎬ预设与核电项目的

目标、措施相应的道德规范和评估程序、标准ꎬ对项

目展开价值测度ꎬ肯定和维护有利于人类幸福价值

实现的核电项目ꎬ否定和取缔那些违反道德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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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幸福价值实现的行为ꎬ进而引导项目决策向规

范化、合理化的价值取向发展ꎮ
(三)安全无害是核电项目价值抉择的关键

核电项目可能带来的核安全与伤害问题范围甚

广ꎬ包括对肉体、精神、财产、权利、生态环境等各个

方面ꎮ 历史证明ꎬ核电项目可能引发的核泄漏灾害ꎬ
伤害了人们的健康和生命ꎬ破坏了附近的生态ꎬ污染

了环境ꎬ这种伤害是短期内无法消除的ꎬ甚至是不可

逆、毁灭性的ꎮ 等到项目结果出现后才进行伦理感

知与判断的方式实不可取ꎮ 巨大的风险特征决定了

核电项目决策的价值选择不可能依托“功利主义”
或“结果主义”来进行ꎮ 因此ꎬ核电项目决策必须坚

持以“安全无伤害”为无条件优先考虑ꎬ并超越一切

其他功利价值要素的首要价值目标和原则[３]ꎮ 也

就是说ꎬ任何以伤害、污染或毁灭为代价获得的核电

项目价值都是非道德的决策行为ꎮ 如我国某地区原

规划建设核燃料工业园ꎬ集中建设铀纯化转化、铀浓

缩、核燃料元件制造等设施并打造“一站式”的核燃

料加工产业链ꎮ 虽然这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首个核

燃料产业园区规划方案ꎮ 但由于当地群众质疑该项

目的安全性和生态环保影响ꎬ强烈反对该项目的落

地ꎬ最终此项目被取消ꎮ
然而ꎬ任何的人类活动总是不可避免的会产生

一些安全风险ꎬ只是风险的可控程度以及可能形成

的伤害程度有所不同ꎮ 实际上ꎬ辐射属于电磁波ꎬ人
们时刻都在接受和发送辐射ꎮ 是否会形成安全问题

或产生伤害ꎬ关键在于辐射的剂量有没有超过安全

标准的阈值ꎮ 安全无伤害目标虽极其重要ꎬ但也并

非绝对ꎮ 实际核电项目决策过程中ꎬ必须在遵守安

全无伤害原则的前提下ꎬ考虑和分析评估具体情况ꎬ
综合运用各种其他的价值伦理取向来进行权衡与抉

择ꎮ 因此ꎬ强调安全无伤害ꎬ兼顾核电项目的具体环

境与条件约束ꎬ构建情境导向的核电项目决策道德

价值体系是核电项目价值抉择的关键所在ꎮ

三　 核电项目决策的公正伦理观

国内外学者对公正提出了各自的观点ꎮ 麦金太

尔、乌尔庇安认为公正是指给予人应得的而不给予

人不应得的行为[８]ꎮ 亚里斯多德、苏格拉底等认为

公正是最重要的智慧和德行ꎬ合乎道德即为公正ꎮ
爱尔维修、包尔生、罗尔斯等认为必须是在法律的前

提下维护人的应有权利才是公正ꎮ 杨海蛟强调公正

中平等的含义ꎬ认为公正是指付出与所得均衡ꎮ 综

合各位学者的观点ꎬ公正是一种价值判断ꎬ一种伦理

道德规范和决策原则ꎬ既有利益风险均衡的内涵ꎬ也

有机会均衡的特点[９]ꎮ 公正作为一种决策伦理评

价的尺度ꎬ要求在对项目利益与风险关系判断的过

程中要保证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１０－１１]ꎮ
(一)核电项目的公正性

核电项目决策是资源价值分配与风险分担的博

弈过程ꎬ需要多方参与并协调决策主体与客体之间

的关系ꎬ同时对风险的承担与利益的分配做出充分

的考虑ꎮ 只有当项目的风险承担方获得了与其可能

遭受危害相均衡的价值利益ꎬ利益获得方也分担了

应有的项目风险ꎬ方能避免获利者与风险承担者之

间的利益风险分配不均衡现象ꎬ使项目有效稳定的

实施和发展ꎮ 因此ꎬ公正性是核电项目决策伦理必

须考虑的又一重要维度ꎬ体现了一种公平、正义的伦

理观ꎮ
(二)利益风险均衡是实现核电项目公正性的

保障

公正性是人类社会各阶层的共同渴求ꎬ项目决

策的公正与否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福祉ꎬ对社会

幸福感的提升与社会矛盾的抑制有明显作用ꎮ 然

而ꎬ在现实核电项目决策过程中ꎬ常常由于仅考虑了

项目决策主体的利益而忽略了客体感受ꎬ致使弱势

群体承担风险且利益受损ꎬ从而激发社会矛盾ꎬ后果

严重ꎮ 核电项目决策风险巨大ꎬ各项目的合作参与

方风险利益十分不均衡ꎬ并且作为计划交易的产品ꎬ
核电产业链仍未完全实现市场化ꎮ 这导致核项目的

经济价值集中体现在某区域或少数部门内ꎬ而其他

区域或部门却承担了风险ꎮ 如在核电产业链中ꎬ承
担乏燃料等核废物后处理的部门也许并未直接获得

核电项目产生的利益ꎬ却要承担巨大的核辐射、核污

染带来的风险和危害ꎻ反之ꎬ核电厂由于安全治理投

入较大ꎬ核辐射污染方面的风险相对较少ꎬ却获得了

巨大的利益ꎻ更甚者ꎬ那些未参与利益分配的核污染

风险覆盖区域的居民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无偿

承担了极大的健康与环保风险ꎬ这些都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公正性的不足ꎮ
在公正伦理视域下ꎬ核电项目决策应遵从利益

与风险均衡的基本原则ꎬ在风险承担者承载风险、遭
受伤害的同时ꎬ应根据风险的大小和伤害的程度得

到相应的利益输送或补偿ꎬ而这份补偿利益ꎬ应由那

些转嫁风险的获利者提供ꎮ 这种思路与当前许多国

家和地区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而收取环保税有着异

曲同工之妙ꎬ得利者将风险转嫁给了全社会ꎬ由社会

承担环境治理成本ꎬ由得利者买单才能保证利益风

险的均衡ꎬ方可不失公正性ꎮ 因此ꎬ有必要设立一种

具备核电项目共性特征的利益与风险综合考量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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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评估指标体系和公正道德行为规范体系ꎬ以特定

核电项目为对象ꎬ涵盖项目决策影响的所有主客体

因素ꎬ全面考量不同项目参与主客体的合理利益、风
险分配或分担方式ꎮ

四　 核电项目决策的生态伦理观

巴里康芒纳提出:“新技术在工业上取得的

胜利ꎬ却是生态上的失败ꎮ 每次新技术的推行都激

化了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的矛盾ꎬ这种矛盾的根源

不在于技术实现ꎬ而在于技术的目标ꎮ” [１２] 因此ꎬ如
果现代核技术项目开发所追求的目标仅仅是生产效

益、剩余价值ꎬ不重视生态环境需求ꎬ必然会导致严

重的生态危机ꎮ 这种危机不仅是部分人或部分区域

的ꎬ而且是关乎全球的生态危机ꎬ同时也是全人类的

伦理道德危机ꎮ 人类必须意识到我们的生存和发展

依赖生态环境ꎬ也受制于生态环境ꎮ 只有设立了人

与生态间的伦理道德关系ꎬ才能保护生态系统和自

然条件ꎬ维持人类持续发展的根基ꎮ
核电项目的开发与利用过程ꎬ显示了核电新能

源巨大的力量ꎬ有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越来越多的

便利与福祉ꎮ 项目决策中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与技

术形式ꎬ对人们的健康与日常生活以及生态环境影

响各异ꎮ 一旦在管理或技术决策上选择失误ꎬ将产

生极大影响ꎮ 从历史上发生的核事故灾害ꎬ以及目

前无法完全解决的乏燃料后处理问题可以看出ꎬ核
电项目也可能带来难以预计的生态危机ꎬ对环境造

成无法修复性的破坏ꎮ 当这种人为的生态破坏行为

超过了环境的自我调节能力时ꎬ自然界会用自己的

方式对人类进行“报复”ꎮ 因此ꎬ核电项目决策并不

仅仅是简单的商业管理行为或技术操作行为ꎬ更是

影响人类和我们居住的地球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抉

择ꎮ 核电项目决策是否从生态的视域考量ꎬ既关乎

项目之成败ꎬ又决定了我们的命运ꎮ
核电工程项目决策的生态伦理观要求我们在关

注项目经济利益的同时ꎬ更要做到以下几方面:首
先ꎬ要注意“关爱自然、重视安全、尊重生命、保护环

境、节能减排、加强协作”等ꎬ使核电项目技术开发

与利用活动向可持续的和谐环境生态发展ꎮ 其次ꎬ
为保证生态伦理决策长短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的

有机结合ꎬ决策过程中不能仅考虑项目决策者的利

益ꎬ而应综合考虑部分人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以及

全球面临的生态环境风险三者间的对立统一ꎮ 最

后ꎬ在核项目决策中ꎬ要综合考虑技术可靠性、可控

性、安全性ꎬ以及环境对技术影响的脆弱性、可修复

性等因素ꎬ进而构建一套高标准的项目安全与环境

影响评估技术标准ꎬ以确保项目在生态伦理道德规

约下稳定有序地进行ꎮ

五　 结语

核电项目的实施对社会经济效益、技术发展、人
类文明、生活水平、生态环境等各方面都将起到巨大

影响ꎮ 其决策过程在核电技术开发与利用活动中发

挥了决定性功能ꎮ 要使核电项目朝着更好更善的方

向发展ꎬ仅围绕经济效益、技术发展等方面来探讨是

远远不够的ꎬ还需要从伦理道德的视角ꎬ对项目决策

展开道德规约ꎬ凝练项目决策与伦理规律的内在关

系是十分基础和必要的ꎮ 本文以核电项目决策的责

任伦理观、价值伦理观、公正伦理观和生态伦理观为

切入点ꎬ分析了核电项目决策的特征及其与伦理的

联系ꎬ归纳出如何利用这四种伦理观对核电项目决

策进行道德规约ꎬ促使核电技术开发与利用活动满

足伦理道德视域下的发展诉求ꎮ
首先ꎬ四种伦理观中ꎬ责任伦理观是基础与核

心ꎬ唯有核电项目决策主体对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
环境等决策客体负责ꎬ才能促使核电项目有效开发

与合理运营ꎬ确保利益与风险均衡ꎬ保障社会公正ꎬ
保护生态环境ꎮ 核电项目的责任伦理是一种具有跨

时空、系统性、反馈性的伦理观ꎬ建立全面、系统、自
律、可追朔的责任分配机制、评估体系、监控与追朔

机制是实现该维度下核电项目决策伦理规约的有效

途径ꎮ
其次ꎬ价值伦理观将核电项目成效的道德价值

视为其合理性的重要考量因素ꎬ强调项目对人类和

社会环境的安全无害才是核电项目价值抉择的关键

所在ꎬ认为构建情境导向的核电项目决策道德价值

体系是实现价值伦理规约的有效途径ꎮ
再次ꎬ公正伦理观认为核电项目决策是资源价

值分配与风险分担的多方博弈过程ꎬ决策应遵从利

益与风险均衡的基本原则ꎮ 要实现公正性ꎬ需要设

立一种具备核电项目共性特征的利益与风险综合考

量的道德评估指标体系和公正道德行为规范体系ꎬ
综合考量不同项目参与主客体的合理利益、风险分

配或分担方式ꎮ
最后ꎬ生态伦理观要求决策者在核电项目开发

时要更加重视技术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关

系ꎬ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ꎬ并强调构建一套高

标准的项目安全与环境影响评估技术标准ꎬ以确保

项目在生态伦理道德规约下稳定有序地进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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