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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安全利用助力达成“30·60”目标
The safe utilization of nuclear energy helps achieve the 

"30·60" goals 
■文 /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2020级硕士研究生  宋赫

距离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已经过去10年的时

间，作为继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以来发生的又一

起被评定为7级特大事故的核事故，其带来的阴霾并

未消散。从福岛核电站废墟中产生的废水至今已经

超过了120万吨，然而现在还并没有一个合理可行的

处置方案。在2020年10月16日，日本环境大臣原田义

昭曾表明他认为别无选择，只能将污水排入大海，使

污水稀释。近日，日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发布的调查

报告显示福岛核电站上方存在严重污染。看到核事

故所带来的持久重大的灾难以及一系列的问题，我

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公众会“谈核色变”。德国也曾表

示，其将在2022年关停所有核电站。更多的国家或许

放缓了发展核能的脚步，但并未放弃核能这一高效

低碳的能源。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核能是理

想的化石能源替代能源，其发展将助力中国“30·60”

目标的实现。

福岛核电站事故无疑为世界敲响了警钟。核能

的安全利用成为了继核能的和平利用之后又一重

要主题。中国始终非常重视核能的安全利用，中国

于1984年设立国家核安全局，于1987年核准 《及早

通报核事故公约》和《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

公约》。于1986年发布《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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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于1987年发布《核材料管理条例》；于1993年

发布《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并于2011年进

行最新修订；于2007年发布《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

理条例》，并于2019年进行了最新修订。于2017年发

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以下简称《核安全

法》）。这一切都与中国保障核能安全利用的理念相

契合。中国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要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有序发展核电”，再一次

强调了核安全。全国政协委员罗绮表明，在“30·60”

目标下，发展核电势在必行。安全发展核电应当包含

如下方面：

一、合理规划
《核安全法》明确规定，对核设施的选址应当进行

统筹规划，科学论证。地震和海啸也是福岛核电站事

故发生的诱因之一。人类无法避免自然灾害，但可以

避开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带去建设核设施。不能避免不

意味着无需考虑，在设计核设施的过程中，要考虑到

严重的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相应地设计更多的防

护设施来预防核泄漏事故的发生，即设置纵深防御体

系。

核电的安全发展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为了保障公

共利益，在发挥核电高效、低碳优点的同时不至于造

成对公众利益的重大不利影响。在规划选址过程中，

应当重视公众参与，但在“谈核色变”的情况下，“邻

避效应”将会十分突出，要解决“邻避效应”，还是要改

善公众对于核能利用的认知，提高公众对于核电发展

的接受度，并且可以辅之以一定的激励政策。从根源

上来讲，还是要严格规范核利用行为，提高核电发展

的安全系数，加深公众的信任。

二、实施安全监管
在核设施运行的过程中也要进行监管来确保安

全。建立实时监测制度，从而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及

时采取措施。

《核安全法》规定应当对核设施进行定期安全评

价。日本东电公司风控沟通专员高桥吉野表示福岛核

事故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灾难。福岛核电站的6个机

组均建于20世纪70年代，其中1号机组在事故发生时

已经进入寿命末期。通过安全监管，适时对防护进行

加固可以更好地降低核事故发生的风险。并且，人类

核利用技术总是在变得更为先进，也可以适时通过更

为先进的技术实现对核设施的及时更新。

同时从业人员也应当经过严格培训，防止因为操

作不慎而造成难以逆转的危害。

三、完备应急体制
我们希望核事故不要再发生，但也要做好一定的

应急准备，在核事故来临的时候，将损害降到最低，将

影响限缩在最小的范围。《核安全法》规定了核事故

应急预案的制定主体和备案主体，并规定国家建立核

事故应急准备金制度。

四、合理处置乏燃料
乏燃料仍然含有放射性，需要合理处置。乏燃

料若未能得到合理处置，其所带来的放射性污染会

使核电为低碳所做出的贡献失去色彩。《核安全法》

对放射性废物实行分类管理和处置并规定应确保

乏燃料在产生、储存、运输以及后处理过程中的安

全。但法律法规、标准体系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如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都有核废物处置的专

门立法。乏燃料的合理处置与中国核能事业的可持

续发展密切相关，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国家原子

能公司Zalimskaya称通过核燃料循环模式的改变，

乏燃料中仅2%需要作为放射性废物处置。乏燃料

中仍然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可以将其转化为宝贵的

资源。

五、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

西指出在过去的10年间，日本和全世界在核能的安全

利用方面都取得了进步，但同时我们面临的风险也更

高，因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核能被更为广泛

地利用，核能安全利用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福岛核

事故后，日本曾请求国际原子能机构派出专家小组，

这体现了核事故应急处置方面的国家合作，当然，国

际合作也同样体现在技术的交流与互进中。核事故的

影响不以国界为界限，核能的安全利用需要各国的共

同努力，是人类共同的事业。

实现核电的安全利用，增加核电比例，将有助于

中国实现“30·60”目标，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力举

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