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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林(１９７５－)ꎬ男ꎬ湖南邵阳人ꎬ南华大学环境与安全学院高级实验师ꎮ
①南华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教授ꎮ ②南华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讲师ꎬ博士ꎮ ③衡阳市第八中学学生ꎮ

核电企业核安全文化主动涵化评价方法的研究

雷　 林ꎬ李向阳①ꎬ冯胜阳②ꎬ赵　 勇②ꎬ雷　 曦③

(南华大学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ꎬ湖南 衡阳 ４２１００１)

[摘　 要] 　 核安全文化是核电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文章主要结合我国«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中的要求研究核安

全文化的主动涵化过程ꎬ并分析核安全文化的主要特征ꎬ提出核安全文化主动涵化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ＺＸＷ 法)ꎬ这对核电

企业的核安全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ꎮ
[关键词] 　 核安全文化ꎻ　 主动涵化ꎻ　 评价体系ꎻ　 评价方法ꎻ　 等级分数

[中图分类号] 　 Ｘ９１３. 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０７５５(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０５－０６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国家核安全局联合国家能源局、
国防科工局发布了«核安全文化政策声明»(以下简

称«声明»)ꎬ这是我国政府发布的首个核安全文化

政策声明ꎮ «声明»中明确了我国核安全文化的目

的、必要性、特征、持续改进等具体内容ꎬ«声明»是

以现行的国家核安全法规和最新核安全标准ꎬ以国

际最高安全要求对核能与核技术利用活动实施监

管ꎬ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发展核能与核技术ꎬ落实

“理性、协调、并进”的中国核安全观ꎬ履行国家核安

全责任和国际核安全义务[１]ꎮ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发生以

来ꎬ世界上对核能与核技术的应用表现为两种态度ꎬ
一种是对核安全的质疑ꎬ包括德国、意大利等坚决弃

核ꎬ韩国、法国等放缓核电发展的步伐ꎻ另一种是在

安全下持续发展核电ꎬ如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

国ꎬ而在能源短缺的发展中国家ꎬ如越南、印尼、马来

西亚等急需建设核电项目ꎮ 目前ꎬ核电发展重心已

由发达国家进一步向东盟或金砖等新型经济体国家

转移[２]ꎮ
我国在福岛事故之后暂停审批核电项目ꎬ重新

对已有的核电项目进行评估ꎬ并于 ２０１５ 年重启核电

项目建设ꎬ以 ＡＣＰ１０００ 和 ＡＣＰＲ１０００ 为依托ꎬ结合

自主创新ꎬ推出“华龙一号”第三代核电技术ꎬ成为

继美国、俄罗斯、法国之后第四个独立掌握第三代核

电技术的国家[２]ꎮ 要实现中国核电“造船出海”和

确保“安全第一”的国家核战略ꎬ必须落实核安全文

化政策中的一系列要求ꎬ本文通过研究核安全文化

的主动涵化过程ꎬ分析核安全文化在核企业安全管

理中的表现特征和具体可操作方法ꎬ指出企业存在

的一些弄虚作假、违规操作的不良现象ꎬ提供了解决

核安全文化建设不足问题的思路ꎮ

一　 核安全文化的主动涵化过程

在«声明»中将核安全文化定义[３] 为各有关组

织和个人以“安全第一”为根本方针ꎬ以维护公众健

康和环境安全为最终目标ꎬ达成共识并付诸实践的

价值观、行为准则和特性的总和ꎮ 文化涵化[４￣５] 是

文化变迁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ꎬ是一种文化从其

他文化中获得对新的生活条件的适应过程ꎬ是在过

程中的文化传递、交流ꎬ而核安全文化的主动涵化是

在核安全法规和标准的要求下ꎬ将核安全文化(物
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在企业文

化和个人文化转移的过程ꎬ可以将涵化过程分为制

度标准化、行为融合和文化同化三个过程[６]ꎮ 在核

安全文化的主动涵化过程中ꎬ管理层应主动学习和

推进核安全文化中蕴涵的知识和资源ꎬ实现文化转

移与受众接受的统一ꎬ即达到对核安全文化认同的

目的ꎬ实现安全第一的核安全观ꎮ



(一)制度标准化是核安全文化主动涵化的

前提

核文化主动涵化过程的动态性决定了核电企业

安全制度制订本身也是一个动态过程ꎮ 制度是核企

业安全管理的基础ꎬ制度标准化可以理解为核企业安

全管理不断改进的状态的记录ꎬ它使得管理者与员工

处于一个互动的对话过程中ꎬ正是在这样一个动态过

程中他们之间具有互动性质的涵化表达方式才变得

可以理解ꎮ 核文化主动涵化过程的动态性为员工理

解或改进制度提供了依据ꎬ核文化主动涵化既是制度

标准化的构建过程ꎬ也是核安全文化的强制性要求ꎮ
正是基于制度标准化这一变化性特点考虑ꎬ本文将文

化涵化过程分为“初始涵化”与“现在涵化”ꎮ 在不断

改进的制度标准化过程中ꎬ制度的内容变为管理层与

员工双方的共享知识或共享制度标准化要素ꎬ这种共

享知识对于企业双方来说都非常重要ꎬ因为它是企业

双方进行核安全文化主动涵化的前提ꎮ
共享知识是指管理层与员工所共有的背景与知

识基础[７]ꎮ 我国核安全文化自 １９８４ 年从国际安全文

化理念引入后ꎬ经过 ３０ 多年发展已逐步形成自己的

特点ꎬ国家核安全局成立后ꎬ通过借鉴国际原子能机

构安全标准ꎬ逐步建立了一套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中

国监管实际的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法律法规体系ꎬ以确

保中国核安全ꎮ 所有核企业安全管理制度来源于我

国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法律法规体系ꎬ所以说共享知识

的内容和对象离不开其基本法规的存在以及由其以

往的认知、经验等构成的历史背景ꎬ而“制度标准化”
意味着获得一种更高的普遍性并克服自己的特殊性ꎬ
意味着受众获得一种更为宽广的标准要求ꎮ “制度标

准化”就是在管理层与员工不同的制度要求距离之间

构筑桥梁ꎬ“初始涵化”与“现在涵化”永远不断地在

理解中被沟通和联结起来ꎮ
(二)行为融合是核安全文化主动涵化的过程

记录

所谓行为ꎬ属于核安全管理范畴ꎬ它包括从一种特

定的动作所能见到的一切并表现为每个员工的态度ꎮ
行为可塑性[８]可理解为“人类生活的历史运动在于如

下事实ꎬ即它绝不会完全束缚于任何一种观点ꎬ因此绝

不可能有所谓真正封闭的行为”ꎮ 然而ꎬ理解者与他所

要理解的对象都各自具有自己的态度ꎬ要实现认同首

先要理解认同对象ꎬ没有理解肯定就谈不上认同ꎬ不能

真正理解核安全文化和企业文化的目标、原则、内容ꎬ
也就不可能产生对核安全的文化涵化ꎮ

在核安全文化涵化过程中ꎬ行为融合指的是核

安全文化教育接受者的现在行为同对象内容所包含

的各种过去行为融合而成的新境界ꎮ 核安全文化既

是在中国核电技术发展、标准不断提高过程中形成

的ꎬ也是在各种不同行为的冲突与选择过程中确立

的ꎬ存在其特定的行为ꎮ 同样ꎬ核安全文化教育接受

者也有其自身的行为ꎮ 因而ꎬ行为融合并不是让核

安全文化教育接受者完全摒弃自身原有的行为ꎬ而
是随着理解的不断加深、不断培训ꎬ使之与核安全文

化的行为融为一体ꎬ即超越教育接受者的固有行为

和核安全文化的纯粹对象行为ꎬ从而达到一个全新

的行为准则ꎬ赋予其新的含义ꎮ 核安全文化教育接

受者认同核安全文化内涵的过程ꎬ就是行为不断培

训、不断扩展ꎬ自身固有的“初始行为”与“现在行

为”融为一体的文化涵化过程ꎮ
(三)文化同化是核安全文化主动涵化的目的

和归宿

在制度标准化与行为融合实现的基础上ꎬ文化

主动涵化功能的发挥要依靠文化同化的作用来体

现ꎮ 核安全文化的目的就是实现每个员工认同企业

核安全管理制度ꎬ做到“内化于心ꎬ外化于行”ꎬ从而

达到安全第一的目标ꎮ 从文化同化维度看ꎬ涵化是

指“由每个员工所组成而具有不同文化的群体ꎬ发
生持续的文化接触ꎬ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

的变化现象”ꎮ 核安全文化涵化意义上的同化指的

是ꎬ核电企业和员工等同化群体的自我价值、原有文

化与核安全文化通过不断接触、持续碰撞ꎬ对核安全

文化与个体行为和文化的诠释和建构过程[９]ꎮ
核安全文化的主动涵化过程包括:第一ꎬ核安全

文化特质的传递ꎬ带有强制性ꎬ要求核电企业和员工

必须遵循核电安全标准ꎬ必须让核安全文化成为所

有从业人员的职业信仰ꎮ 第二ꎬ核电企业的原有文

化与核安全文化的结合ꎬ涵化不是被动吸收ꎬ而是一

个文化接受的过程ꎮ 涵化在本质上是创造性的ꎬ即
核电企业原有文化系统中的特质与核安全文化系统

中的特质相结合ꎮ 第三ꎬ替代ꎬ即新的文化特质渐进

替代核电企业原有文化特质ꎬ而不是一下子由新的

文化元素完全替代旧的固有文化特质ꎮ 第四ꎬ融合

和同化ꎮ 融合是指核电企业原有文化与核安全文化

这两个不同文化系统的特质融合在一个模式中ꎬ成
为不同于原来的两个文化的第 ３ 种文化系统ꎻ同化

是这两种文化体接触后ꎬ核电企业原有文化完全被

核安全文化所代替ꎮ

二　 核安全文化主动涵化的评价体系研究

核安全文化建设的过程是制订安全目标和制

度、实施、评价、改进提升的 ＰＣＤＡ(Ｐｌａｎ Ｄｏ Ｃｈｅｃｋ
Ａｃｔ)循环过程ꎬ而评价是整个过程最重要的一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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