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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核科学与技术在当今世界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防止核科学

和技术在应用中出现负面效应，也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这些负面效应大体包括：核事故、核恐怖主

义以及核武力威胁，三个方面的负面效应也对应着核安全的三方面重要含义。核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涉及

面十分广泛，内容和应对策略也非常复杂，对我国加强核安全监管，提升核安全水平，推进全球核安全

治理提出了挑战。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坚持并不断发展总

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包括核安全在内的一体化的国家安全体系，并提出了“集中统一、科学谋划、统

分结合、协调行动、精干高效”的原则。[1]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我们认识核安全提供了精准的视角，其中

“统分结合、协调行动”是处理核安全的基本方法。我们既要理解核安全概念内涵的特点和逻辑，又要

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核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以统筹推进我国总体国家安全

和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既有文献在对核安全问题的研究中，多是不加区分地讨论其中的一到两方

面概念内涵。本文对核安全的三个含义加以区分，并讨论其内外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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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核安全概念内涵跨度很大，涉及面十分广泛，其含义大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防

止涉核事故发生，在涉核事故产生的情况下减轻事故的放射性后果 ；第二，防止恐怖分子

以及其他反社会人员对核武器、核材料、核设施、放射性材料等发起破坏活动，在破坏发

生的情况下，阻止和减缓其后果 ；第三，应对来自外部的核武力威胁，防止核讹诈、慑

止核攻击，维护我国战略安全。核安全是我国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

核安全需要坚持“统分结合”的原则，把握针对性、注重统筹性，推动核安全与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互相促进。中国应致力于倡导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共同

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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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涉核事故并减轻涉核事故的放射性

后果

核安全的第一方面含义是：防止涉核事故

的发生；在涉核事故产生的情况下减轻事故的放

射性后果。这种含义下的核安全一般简称“核安

全”，对应的英文是nuclear safety。2010年

后，外交部门开始称其为“核能安全”。涉核事

故是指由人工设置的、具有核辐射特性的设备或

者物质偏离了人类预设的状态，其后果可能导致

核辐射与人类出现不应有的接触。

值得说明的是，防止涉核事故并减轻涉核事

故的后果不仅仅针对核能行业，还包括核武器相

关部门。可能出现涉核事故的对象包括：核反应

堆及其类似的核设施，铀235、铀238、钚239等

核材料，相关的放射性废物；放射性同位素以及

射线装置等；核武器及其相关设备。

造成涉核事故的原因可能是自然现象、其

他类型的事故、人为失误以及上述原因的叠加影

响。其中，自然现象包括：地震、海啸、高温、

洪水等。这些自然现象可能会改变一些涉核设备

和物质的环境，使其超出人们预设的条件和程

序，使得这些设备和物质的状态偏离原有的设

定，从而出现核辐射泄露风险。其他类型的事故

也可能引发涉核事故或者出现涉核事故隐患。例

如，停电、断水等事故原本是非核事故，而如果

核设施或者核废料储存场地完全依靠外来电源和

水源进行冷却，就可能因为停电、断水事故而出

现过热现象，进而引发涉核事故。此外，人为过

错也会导致涉核事故，例如，忽视操作规范、疏

于管理、人为误判、设计缺陷等都可能导致涉核

事故。值得指出的是，人为攻击不属于此列，而

是属于下文将要讨论的核安保问题。

涉核事故往往是多个原因耦合形成的。例

如，地震可能引起非核的断电事故，断电事故又

可能中止核设施冷却系统的运行。如果设计中缺

少备用的冷却系统，可能致使核设施、核废料中

的裂变产物产生的热量无法及时导出，从而出现

过热现象，形成高温高压，最终导致放射性物质

外泄。

1979年3月28日美国三哩岛核事故的最初起

因是简单的设备故障，后来由于一系列人为误

判、操作失误导致了严重的核事故，出现了放射

性物质泄漏。[2]1986年4月26日苏联切尔诺贝利核

事故的起因也是操作者在功能测试中出现一系列

误判和误操作，导致了堆芯部分出现高温高压，

最后出现放射性物质泄漏。[3]2011年3月11日发生

的日本福岛核事故是地震和海啸两种关联的极端

灾害叠加所导致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之所以在海

啸中损毁严重，其中一个原因是核电站设计之初

缺乏对诸如海啸、地震等外部因素的全面综合考

量。[4]地震的出现切断了外部对福岛核电站的供

电，部分仍在运行的核反应堆按照预定设计进入

停堆程序，但是堆芯的裂变产物仍在继续衰变并

产生热量，急需冷却系统将其导出。然而，原本

设计用于紧急情况下进行冷却的发电机和蓄电池

等设备被海啸破坏，无法给堆芯制冷，最终导致

了堆芯融毁的核事故。时至今日，日本福岛核事

故产生的核污水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上述三个案例都属于大型核事故，产生了严

重的后果。也有一些涉 核 事 故 的 规 模 很 小 ， 例

如，在某些工业、医学用途的小型放射性同位素

源出现短暂脱离监管的情形下，无关人员途径

现场，可能存在被核辐照的风险。如果放射性同

位素源长时间脱离监管，即使没有人受到过量

辐照，普通民众也会感到紧张。这种物理后果

与心理后果并存的现象是涉核事故的一个显著

特征。

防止涉核事故，也需要考虑核武器系统。

核武器装置在存放或部署中可能会遇到撞击、雷

击、高温等特殊情况和极端物理条件，防止核武

器装置在这些情况下引发核爆炸或出现核泄漏也

是重要的核安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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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企业都肩负着核安全管控的责任。政

府主要负责制定核安全法律、规则、制度以及操

作细则；对企业实施安全监督，对其中的一些关

键部分进行安全检查；在出现事故苗头的时候及

时检测和纠正偏差；在事故发生之初，组织强有

力的、专业性的技术应对，及时进行人员疏散，

防止事故恶化；在事故后期组织清污工作以及医

疗救治，努力减轻事故对公众和环境的影响。企

业负责严格落实国家颁布以及国际组织推荐的安

全法规与程序；在核与放射性设施的设计、建

设、运行、退役、清污等各个阶段严格遵守安全

要求进行操作；建立企业自律机制，设计管理精

细化程序；建设强有力的安全文化[5]，引导工作

人员将生产管理安全始终置于首位。

核安全的应对措施与一般工程安全有相似

之处，也有其自身特点。第一，在核与放射性设

施的设计和运行中，需要留下足够的安全冗余，

避免被突发情况击穿技术屏障。通常每个核反应

堆拥有一个额定功率，但考虑到事故的瞬时功率

可能远超额定功率，因此，设计的屏障需要留出

足够冗余。其他一些技术指标也有类似情况。切

尔诺贝利核事故中，由于在测试中留下的冗余不

足，又未能及时纠偏，最终导致事故的发生。第

二，应高度重视潜在的核安全事故隐患，及时、

系统地做好预警排查。福岛核电站的备用冷却系

统在设计上具有很强的抗震能力，但却几乎没有

考虑到海啸等自然因素的影响，最后因无法应对

地震引起的海啸，造成重大核安全事故，并延祸

至今。第三，事故隐患和危机的应急响应机制设

计建设应充分考虑极端情况下无外部资源支持的

情况。核反应堆即使停止运行，其裂变产物也会

继续产生热量，因此，反应堆因事故停止运行后

仍需继续冷却；核反应堆产生的废料在撤出反应

堆后会继续发热，这些废料在存储中，也需要继

续冷却；放射源停止使用时也会有核辐射，这些

设备无法通过关闭运行避免事故影响。在自然灾

害等突发事件中，外部资源的供应可能会被切

断，因此，在出现外部断电、断水等情况后，冷

却系统应该能够依靠自身势能维持足够时间的冷

却功能；在房屋倒坍的情况下，放射源的屏蔽层

能够依靠自身重量自动关闭。这样的安全应对措

施才能有效提升核安全保障能力和效果。第四，

应加强应急管理和力量建设，在核事故产生后，

要及时制止或减少事故后果的扩大和扩散，防止

和控制放射性物质释入环境和人员沾染，快速有

效清污，从而全力减轻事故后果。

2019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

国的核安全》白皮书[6]，全面介绍了我国核安全

的理念、举措以及进展。在核安全建设中，树立

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被置于首位。核

安全的具体内涵包括：一是坚持发展和安全并

重、权利和义务并重、自主和协作并重、治标和

治本并重；二是构建核安全政策法规体系，近年

来我国陆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以及相关

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指导性文件、参考性文

件等各个层次的法规和文件，密切对标国际原子

能机构的最新安全建议；三是实施科学有效的

核安全监管，加强技术保障和人才队伍建设，

不断推进核安全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

四是保持高水平核安全要求与实践，包括核电

发展安全高效、重要核设施安全运行、放射性废

物分类安全处置、核技术利用安全水平大幅提升

等；五是营造共建共享的核安全氛围，加强核

安全文化建设，营造人人有责、人人参与，全

行业全社会共同维护核安全的良好氛围；六是

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忠实履行国际义务和

政治承诺，支持加强核安全的多边努力，加强

核安全国际交流合作，为人类核安全作出建设

性贡献。

防止恐怖分子攻击核设施与核材料

核安全的第二方面含义是：防止恐怖分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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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反社会人员对核武器、核材料、核设施、

放射性材料等发起破坏活动；在破坏发生的情况

下，阻止和减缓其进一步恶化。在此含义下，核

安全措施具体而言就是防止、侦查以及应对涉及

核材料、其他放射性物质或其相关设施的盗窃、

破坏、擅自获取、非法转移或其他恶意行为。

2010年之前，此含义的核安全一般简称为“核保

安”；2010年之后，核工业相关部门和系统将其

简称为“核安保”，外交部门将其简称为“核安

全”。这一含义下的核安全对应的英文为nuclear 

security。

上述破坏活动的行为者多指恐怖组织以及反

社会的个人，国家行为体发起的攻击或者威胁则

包含在下文将提及的第三方面含义中。从技术层

面看，恐怖组织和反社会个人发起的攻击大致有

四种类型：偷窃核武器，并发动核攻击；偷窃核

材料制造核武器，并发动核攻击；偷窃放射性材

料，制作“脏弹”，并发动放射性攻击；攻击核

设施以期引起放射性泄漏。

核恐怖主义的第一个手段是盗取核武器。

恐怖组织和个人盗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即使非常有

限，一旦发生也将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国家决

策者由于担心受到核报复，或招致世界人民的反

对，对核武器的使用往往比较克制；但是恐怖分

子对核武器的使用和态度却截然不同，因此要高

度重视恐怖分子盗取核武器的后果。不同类型的

核武器所处的状态不完全一样，其被盗风险也不

完全相同。一般而言，大范围分散部署的核武

器，被盗风险较大，尤其是海外部署核武器，面

临的情况更为复杂。高度戒备状态的核武器，由

于机械故障、管理难度高、人员高负荷工作引发

疲惫等因素的影响，更容易发生核武器脱离监

管的情况。例如，冷战期间，美国曾发生高度

戒备的战略轰炸机携带的核武器从空中坠落的

情况。[7]此外，使用更为灵活的战术核武器，被

盗取的风险也更大。近年来，网络技术的发展增

加了核武器被盗取、劫持的风险，恐怖分子不需

要物理接触核武器，通过网络手段就有可能获得

核武器的某些权限。

为了防范恐怖主义对核武器的攻击，需要加

强对核武器的保护和管理，包括实物保护，如实

体屏障和警卫；也包括电子防护技术，如电子密

码锁、电子防火墙等。

核恐怖主义的第二个手段是盗取武器级裂变

材料，制造核武器。恐怖组织规模化生产武器级

裂变材料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容易暴露。因此，

他们更倾向于通过非法获取已有的武器级裂变材

料的途径，并在此基础上生产核武器。由于恐怖

分子并不过分看重核武器的安全性可靠性，因此

其生产核武器的步骤和设备相对简易，以便更好

地进行隐藏。所以，防止恐怖分子生产核武器的

关键在于保护好武器级裂变材料。

武器级裂变材料包括武器级的铀和钚等。这

些材料除了用于制造核武器，还可用于能源开发

与科研。因此，武器级裂变材料的保护主要包括

对核武器、核武器用裂变材料以及一些含有武器

级裂变材料的民用设施的保护。少量民用的核设

施会使用武器级裂变材料，以便获得特殊的技术

效能。例如，一些研究用反应堆使用高浓缩铀，

以便获得高中子通量。民用核设施中的武器级裂

变材料可以用于制造核武器，因此，也可能成为

恐怖分子觊觎的对象。一方面，需要加强对这些

核设施的特殊保护；另一方面，可以使用一些替

代手段，减少武器级裂变材料在民用核设施中的

使用。

保护武器级裂变材料主要有两方面途径。一

方面，加强对裂变材料数量的衡算，确保特定区

域中的裂变材料在进入、损耗、流出三者之间

实现数量平衡。衡算制度原本是为防止裂变材

料在国家之间扩散而制定的，但是，这套制度

对于防止核材料流入非国家行为体也十分有效。

另一方面，加强核材料实物保护（也称为实体保

护）[8]，即根据裂变材料的敏感程度，采用不同

级别的实物屏障、监控设施、准入以及快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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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物理手段保护裂变材料免受攻击。

核刑侦学（nuclear forensics）也是应对核恐

怖袭击的一个重要手段。当执法机构获得少量非

法转移的裂变材料之后，可以根据裂变材料的辐

射特征，对材料进行溯源，从而亡羊补牢，堵上

核材料遗失的漏洞。

核恐怖主义的第三个手段是盗取放射性材

料，制作“脏弹”，并发动放射性攻击。放

射性材料存在于运行的核反应堆、核废料储存

地、放射源等场合。对于数量较大，存放集中的

放射性物质，需要加强保护，建立实物屏障以

及快速反应力量，阻断恐怖分子对放射性材料

的非法接触。对于小型放射源，则需要建立全

寿命跟踪管理系统，确保这些放射源不会被非

法转移。

核恐怖主义的第四个手段是攻击核设施以期

引起放射性泄漏。这种攻击不仅包括物理性的攻

击，也包括电子、网络攻击等。核设施往往包含

放射性物质，遭受攻击之后，可能诱发核事故，

出现辐射泄漏风险。因此，对核设施的保护包括

物理层面的屏障，如加强警卫和快速反应能力及

力量，也包括网络防火墙等电子防护。尤为重要

的是，要通过恰当的规章制度对核设施系统进行

管理，并防范内部的反社会人士或者是心态不稳

定者。

围绕该定义下 的 核 安 全 领 域 ， 国 际 社 会 开

展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合作。例如，国际社会

达成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制止核恐怖主

义行为国际公约》；国际原子能机构制定了多项

规则和操作手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540

号决议，要求各国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大规

模 杀 伤 性 武 器 及 相 关 材 料 和 技 术 的 国 内 管 理

和出口管制，防范和打击非国家实体获取上述

物项，并向安理会提交执行决议情况的国家报

告。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曾经举办四次核安

全峰会，中国克服重重困难，为峰会成功举办

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防止核讹诈和核攻击，维护国家战略安全

核安全的第三方面含义是：应对来自外国

的核武力威胁，防止核讹诈、慑止核攻击，维护

国家战略安全。在2010年之前，中、英文都用核

安全来表示涉及核武器的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问

题，其对应的英文为nuclear security。2010

年后，nuclear security更多地用来表示上文

提及的第二个含义，即防止核恐怖主义，因此，

第三种含义下的核安全对应的英文表述就变得更

加复杂，其对应的英文应为strategic nuclear 

security，我国也使用“战略核安全”的说法。

核武器威力巨大，破坏后果严重，位居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之首。我国曾经受到来自美国和

苏联的核武器威胁，对此有着刻骨铭心的沉痛经

历。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

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指核武

器）。”[9]邓小平同志指出：“你有，我也有，

你要毁灭我们，你自己也要受到点报复……迫使

超级大国不敢使用。”[10]因此，发展我国自卫核

力量，防止核讹诈和核攻击，维护国家战略安

全，一直以来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国防任务。

如果潜在对手试图对我国进行核讹诈、甚至

发动核进攻，其决策者会考虑核冲突对其自身

的后果。如果我国在蒙受核进攻之后，仍然能

够对对手发动核反击，那么，对手由于顾虑我国

核反击的后果，就会放弃核进攻的企图。这是用

核武器慑止核战争的基本逻辑，这个逻辑也可以

用核战略稳定性理论来表述。核战略稳定性是用

来度量国家之间发动核攻击、从事核军备竞赛动

机大小的理论。如果两个对手核国家都拥有核反

击能力，那么，任何一方贸然发动核攻击的动机

就很小。

维护核战略稳定性的第一个基本方法是构建

核对手之间恰当的核力量格局，使得任何一方发

动核进攻都会承受核反击的风险。对我国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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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核战略稳定性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只精干

有效的核反击力量来慑止其他国家对我国进行核

进攻的企图。在我们建设和维护核反击能力有效

性的同时，潜在对手可能采取措施削弱我国的

核反击能力，因此，维护核战略稳定性是一个

动态过程。美国将削弱对手核反击能力的措施称

作“限制损伤”（damage limitation），多年来一

直在推进相关项目。美国发展战略性导弹防御

系统可能削弱我国的核反击能力，不利于中美

核战略稳定性；而我国发展导弹突防技术则有利

于维护我国的核反击能力，维持中美核战略稳

定性。

我国发展战略机动导弹、潜射导弹，都是通

过提高核武器生存能力的方式来维护我国的核反

击能力，以自卫的姿态维护国家战略核安全。我

国的潜在对手也一直在通过反潜作战、反机动导

弹作战、导弹防御等项目试图削弱我国的核反击

能力。因此，我国需要持续不断地加强核安全建

设，从技术能力的角度改善和维护我国的核反击

能力。这不仅有利于维护我国的战略安全，而且

有利于消除潜在对手在危机中的机会主义冲动，

有利于全球战略稳定。

维护核战略稳定性的第二个基本方法是强

化“核战争打不得打不赢”的国际认知。有学

者将这种认知称作“国际规范”，具体而言就是

“核禁忌（nuclear taboo）”。这种认知在拥核

国家之间出现对抗危机的时候会影响决策者的决

策倾向。如果“核战争打不得打不赢”的认知获

得强有力的认可，那么，决策者对使用核武器就

会有更多的克制，爆发核冲突的可能性就低，国

际环境就更加安全。中国自获得核武器后，就承

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

使用核武器。中国的这种承诺强化了不使用核武

器的国际规范，是中国对全球战略稳定独特的巨

大贡献。2022年初，中、法、俄、英、美五个核

国家的领导人发表共同声明，指出“避免核武器

国家间爆发战争和减少战略风险是我们的首要责

任”，再次强调了“核战争打不得打不赢”的国

际认知。[11]

维护核战略稳定性的第三个基本方法是减少

核力量运用决策中的误判、误算。拥有核武器的

国家之间可能因为技术原因产生误判，从而出现

非故意、事故性核战争风险。这已经不是简单的

安全困境中互相猜疑和敌视的问题，而是与第一

种含义的核安全出现了重叠。核国家在避免非故

意核战争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在《五个核武器

国家领导人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

合声明》中也强调了防止核武器未经授权或意外

使用。[12]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军事应用可能提高核

武器以及其他武器的作战效率，但是，也给非故

意的核升级带来隐患。其中的原因在于，高新技

术军事应用在提高作战效率的同时，留给人类的

决策思考时间可能被压缩，决策依据的可理解性

可能下降，人类被机器误导的风险和几率则有可

能上升。为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采取措施，

规避非故意核战争风险。

军备控制也是维护我国战略核安全的重要

途径，可以缓和军备竞赛、减缓安全困境以及防

止更多的核扩散。例如，1996年达成《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之后，核武器国家没有再进行

核爆炸试验。否则，核武器国家可能会担心其

他核国家通过核爆炸试验实现新的、颠覆性的

核弹头设计技术突破，从而导致互相猜忌，竞

相投入资源进行核爆竞赛。《全面禁止核试验

条约》的达成有效安抚了各国在核安全层面的担

忧，中国在谈判中为这一条约的达成作出了巨

大贡献。与此同时，军备控制也为国际安全对

话提供了范式。例如，我国政府多次批评美国

发展全国性导弹防御系统破坏战略稳定性，这

是一种世界通用的话语，有助于我们在国际社

会发声和促成其他各方的共识。尽管美国特朗

普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摧毁了多个国际军控机

制，但是，国际上多年通用的军控话语体系仍然

存在，并继续发挥着重要的沟通作用。这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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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软力量，我们需要善加利用，以维护我国

的战略核安全。

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维护我国核安全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

安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发表讲话时指出，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

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

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13]。

在我国总体国家安全的视域中，核安全是总体国

家安全的一个分支；核安全概念本身含义跨度非

常大，包含前述的三个重要方面：预防核事故、

防止核恐怖主义以及反对核武力威胁。核安全在

含义上的内部差异不仅是一个需要辨析的学理问

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实践问题。例如，汶川

地震发生后，公众高度关注震区核设施的核安全

问题。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核安全

局新闻发言人（对应第一方面含义，即预防核事

故）表示，震区核设施都处于安全可控状态；[1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应第二方面含义，即防止

核恐怖主义，也称核安保）表示，事故发生后，

军队和武警及时加强了对震区核设施的保卫工

作。[15]由此可见，长期以来，我国不同部门和单

位对于核安全的处理和分工是周密部署、有条不

紊扎实推进的。

三种含义的核安全具有不同的特性。防止

核事故、实现核安全，是一种典型的非传统安全

以及内部安全，其发展与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相

关。在这种含义下，维持核安全意味着保障我国

的可持续发展。防止核恐怖主义也是一种非传统

安全，同时也是内外部相结合的安全；核恐怖主

义安全威胁来自非国家行为体，其应对方法需要

统筹结合传统安全手段与非传统安全手段。应

对核武力威胁、实现战略核安全，是典型的传

统军事安全问题，需要发展我国精干有效的战略

核力量，加强建设于我有利的军控与不扩散国际

制度。

将核安全概念进行分解辨析，按照不同含义

分别进行处理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是基

于还原论的一种认识论和研究方法。这种方法

有助于将不同的核安全问题分类管理，引导和

推动各个部门和各类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根据

问题特性进一步组织和优化资源，做好核安全工

作。本文对于核安全的三方面含义及其习惯性指

称的总结详见表1。

核科学技术除了上文涉及的核安全外，还涉

及其他一些国家安全问题，例如，生物安全、能

源安全、科技安全等。核技术目前广泛应用于诊

断、治疗等医学领域。在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

提高、健康需求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核医学将成

为重要的、前景广阔的医学分支，为国家的生物

安全贡献力量。同时，核能也是一种重要的低碳

能源，其发展能够为二氧化碳减排作出贡献。

我国已经提出了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16]核能是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助力手段，是我国能源安

全、环境安全的重要环节。此外，核科学本身就

表1  核安全的含义以及在不同系统中的习惯称呼

来源：作者自制

含义
使用圈子

预防和减缓核事故 防止核恐怖主义 反对核武力威胁

2010年前核工业部门 核安全 核保安 核安全
2010年后核工业部门 核安全 核安保 战略核安全

2010年后外交系统 核能安全 核安全 战略核安全

英语 nuclear safety nuclear security strategic nuclear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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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酿着科技发展与突破的契机，例如，可控核聚

变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

国家安全工作要遵循“统分结合、协调行

动”的原则。[17]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认识核安

全问题，不仅要有还原论的视角，分解核安全的

各个细节，还要有整体论的视角，充分认识核安

全各种含义之间的关联和互动，深刻把握核安全

与其他安全领域以及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并对其进行有效整合。

三种含义的核安全各有重点，其安全措施

各有分工；同时，也有一些安全措施是兼顾不同

类型核安全的。例如，为了应对核恐怖主义，需

要对一些核设施和放射性物质建立实体屏障，用

于防止非法进入和接触。这种屏障本身也可以阻

隔不当的核辐射，防止放射性物质外泄事故。又

如，给放射源安装追踪部件，既可以防止放射源

的遗失事故，也可以防止恐怖分子盗取放射源。

由此可见，在预防核事故与防止核恐怖袭击方

面，大量的措施具有相似的逻辑以及相近的应对

方案。因此，要运用好统筹兼顾的科学方法论，

采取二者兼顾的措施。加强民用核设施的网络防

护，可以防范核恐怖主义；加强核武器的网络防

御有利于维持我国核反击能力，反对核威胁。同

时，核事故发生之后和受到核攻击之后的应急管

理以及清污工作也非常相似，相关能力的建设也

可以兼顾核安全三个方面的含义。

核事故、核恐怖袭击、核武力攻击都可能带

来失控的核辐射，这些威胁的本质属性类似，因

此，应对核安全威胁的一些措施也具有相似性。

在考虑三种核安全各自特点的前提下，建立和建

设应对核威胁的综合能力，是总体安全观中“统

分结合”原则在核安全问题上的重要体现。

一方面，三种类型的核安全是相互促进的关

系。例如，如果具备较强的规避核事故的能力，

那么，被恐怖分子成功袭击的几率就低，我们部

署精干核力量反对核威胁的底气也更足。另一方

面，核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也是相互促进的

关系。只有不断推进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才能够

提供足够的资源来提升核安全；只有建立了精干

有效的核武器反击能力，才能对抗外来核威胁，

保护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有规避了核事故、

恐怖核袭扰，才能维护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既重视发展问题，又

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

的条件”[18]。

在核安全问题上，中国并不是单打独斗。中

国的核安全是全球核安全的一部分，也是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未来，我们要根据

《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的有关精神，进一步

促进核安全国际合作，建立公平、合作、共赢的

国际核安全体系。[19]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核大国，

中国应在加强自身核安保与核安全、加强有关体

制建设与技术升级的同时，积极与相关国家和国

际组织合作，为有力促进全球核安全的稳健发展

和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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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Under the Guidance On the 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of a Holistic Approach to National Security 

Li Bin

Abstract: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with a rich conceptual connotation, generally includes such three aspects. 
First, to guard against nuclear-relevant accidents and to mitigate the radiation consequences in case such accidents occur. Second, 
to guard against terrorists or anti-social individuals sabotage to nuclear weapons, materials, facilities, radioactive materials, etc., and 
to prevent and minimize the consequences if  sabotage occurs. Third, to combat the external nuclear threats and to prevent nuclear 
blackmails, and deter nuclear attacks so as to guarantee China's strategic security. To strengthen 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which is 
a pivotal category in China's holistic national safety system, we need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combination of  centraliz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to focusing on the targeted and coordinated 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and to fostering the synergy of  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hina should advocate for a fair, collaborative and mutually 
beneficial international 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system to promote global 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governance, thus we can 
build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nuclear safety and security, and to promot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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