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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和平利用的可能

以责任伦理为视角

韩 娟

核技术作为一种新型的技术 ,在核战争中曾经带给人类巨大的伤痛 ,一

次次的核 电站事故也让大家对于核能望而却步 ,但是同时核能也给我们带

来了巨大的利益 ,全球的能源危机因为核能有所缓解 核能在带给人类巨

大利益的同时也威胁着人类的安全和生活环境 ,但我们坚信未来核能的和

平利用是有可能的

一 核能利用的现实矛质

核能的和平利用是可能的吗? 从 18% 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现

放射性现象开始 ,人们开始进入核技术研究领域:原子核结构模型的建立 ,

同位素概念的提出 ,人工放射性和裂变的发现等 ,核能的理论基础是爱因斯

坦的相对论 , 用著名的方程式E=MCZ 表示 ,该方程式表明质量和能量是等价

的 ,其比例常数为光速的平方 , 爱因斯坦理论在 1905 年发表之后 ,世界各国

都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 ,一些科学家在实验室中观察与分析,证实了理论的

正确性与核能的存在.特别是铀原子核吸收了一个中子以后会分成两部分

的现象,引起 了核专家的兴趣 1939 年 ,科学家首次揭示了核裂变现象 ,标

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1945 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让

世界真切地感觉到核能强大的力量 , 死伤几十万人 ,整个城市在瞬间化为一

片废墟 1986 年4月 ,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 电站发生事故 ,一声巨响彻底打破

了这是世界上最安全最可靠的核 电站的神话 , 炸毁了苏联人民的骄傲

201 1年 4月 , 日本福岛核电站再次发生七级核事故 ,放射性物质剧增 , 土

壤 海水都受到污染 ,核反应堆废弃 , 事故过后方圆20 公里半径内的城镇空

无一人 ,各种物件被随意丢弃着 , 只是充斥着孤独哀伤的气息 , 整个城镇成

为了 鬼城 自此对于核能的研究日益深入 ,关于核能的争论也无休无止 ,

核能的发现使人类徘徊在十字路口 ,一条路 ,令人不寒而栗 ,其结局可能是

促使人类走向毁灭的核武器大竞赛 ;另一条路则是旭 日东升 ,其未来是人类

和平利用核能 ,进入光辉灿烂的原子时代 问题的关键是人类究竟何去何

从? 核能的和平利用成为了一个课题 , 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二 核能和平利用的可能性

(一)人性基础 趋利避害

在二战期间 , 为了瓦解轴心国的势

力 ,加速战争的结束 ,美国毫不犹豫地把

两颗原子弹投向日本广岛 长崎 , 一声巨

响 ,高楼大厦毁于一旦 , 二十多万无辜百

姓伤亡 , 其状惨不忍睹 1986 年 4月 26

日,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 ,据

估算 , 核泄漏事故后产生的放射污染相

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放射污

染的100 倍 机组被完全损坏 , 8吨多强

辐射物质泄露 , 致使俄罗斯 白俄罗斯和

乌克兰许多地区遭到核辐射的污染 , 数

万平方公里的肥沃良田受到影响 乌克

兰共有250 多万人因切尔诺贝利而身患

各种疾病 , 其中包括 47 .3 多万名儿童

据专家估计 , 完全消除这场浩劫对自然

环境的影 响至少需要 800 年 , 而持续的

核辐射危险将持续 10 万年 除核 电站

本身的损失外 ,仅清理一项就得花几十

亿美元 , 如果全部加起来 , 可能达数百亿

美元;还有最近发生的福岛核电站事件 ,

美国银行美林 国际研究公司分析师预

测 , 如果福岛核电站引发的核泄漏危机

持续两年 , 那么东京电力公司所面临的

赔偿金将高达 1330 亿美元 ,几乎是东电

现有资产的4倍 世界银行预计此次灾

难对 日本造成的损失金额将达 到 1220

亿至 2350 亿美元之间 , 相 当于日本GDP

的2. 5%至 4%的水平 , 国家用于重建的财

政预算将达到 120 亿美元 这一件件令

人惊心动魄的事故都使人们对于核能的

和平利用产生深度的怀疑

在这个世俗社会中 , 我们所要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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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的最深刻 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幸 核技术运用于军事和军备竞赛带 于传统能源和新型能源对于人类的危危

福福健康地生存下去 , 如何趋利避害 给人类的将是毁灭性的灾难 , 不仅耗 害是比较小的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越越

使人们倾 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 费了巨大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 , 而 多 ,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 , 南极冰水的的

的的畏惧 , 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 且对于自然环境也有严重的危害和破 熔化给人类带来的也是毁灭性的影影

欲欲望 , 以及通过自己的勤劳取得这一 坏 ,核战争还将导致核冬天的到来 ,威 响 而核燃料由于在反应堆的内外都都

切切的希望 (l 英 霍布斯:(利维坦))我 胁到人类的生命安全和环境问题 但 采取了严密的与环境隔离的措施 ,所所

们们不论是希望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还 是把核技术应用到国民经济中带给人 以他的毒性对环境的影响比燃煤电站站

是是担心食品安全 核电站安全 ,都是为 类的福社是无尽的 的危害要小得多

了了人类 自己的幸福生活 , 有时植被的 能源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 2.火电站给交通运精带来了沉重重

破破坏 , 河流的污染 动植物的灭绝都会 重要支柱 ,但现存的能源已经无法满 的 负担 一座 100 万千瓦的核 电站 ,,

引引起不相干人的愤怒 ,这并不是因为 足世界各国人口正常经济发展的需 每年只需250 吨至300 吨低浓度铂核核

我我们的出于伦理的狂热和对于动植物 求 , 现代社会对能源的依赖性越来越 燃料 , 运送这些核 燃料只需 10 辆卡卡

的的偏心挚爱 , 而是 因为 对于人的安 强 ,而传统能源储量越来越少 , 出现的 车 , 而相同功率的煤 电站 ,每年则需要要

乐乐 ,最需要的还是人 ,l完全是为了人类 一些新能源 , 如风能 太阳能 磁能等 300 多万 吨原 煤 , 运 输这些 煤 炭需需

自自己的生存 , 是害怕影响到人类 自 由于资源本身的分布不均衡 能源的 1 00 0列火车 另外一个就是核废料料

己己 无论是核武器带给人类的悲痛经 经济性和技术的原因 ,仍然不能被普 的处理 ,一座 IO00M树的煤电站每年除除

历历还是核电站事故对于人类的影响都 遍推广为人类造福 , 国际社会从20 世 了向大气释放 44000 吨硫氧 化物和和

使使得人类不敢轻举妄为 , 对于核技术 纪90 年代就面临着普遍的能源危机 , 22000 吨氮氧化物之外 ,还产生3200 0000

的的应用要再三考虑 , 中国国家能源局 核能作为一种更为清洁 环保 经济的 吨含400 吨重金属的灰 , 去污过程本本

局局长张国宝先生表示中国政府在发展 新能源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青睐 , 核 电 身可 以产生多达5000000 吨的相关固固

核核电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安全第一的原 站在各国不断涌现 , 截止到 2007 年 , 体废物 , 而一座相 同功率的核电站不不

则则 ,认为各国都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平 全球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共 442 个 , 释放有毒气体或其它污染物 , 每年只只

等等权利 ,全世界人民都有权利享受科 核发 电已经连续 18 年稳定在全世界 产生约 30 吨的高放乏燃料及 800 吨吨

技技进步带来的成果 , 保障核安全符合 发电总量的 17% 目前核技术应用的 中 低放废物

全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因为人之天 开 发 仅 为 其 最 大 技 术 潜 力 的 3. 核电的最大优势还在于能从很很

性性在于趋利避害 , 而非道德层面的善 30%一4既 , 世界各国投入的研究费用 少的燃料 中获得 巨大的能1 核裂变变

恶恶 前人对于人性善恶的讨论已经很 有增无减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趋 能把物质直接转化成能量 , 化学燃烧烧

多多 ,但是最能揭示人类本性的是韩非 明显 法国和立陶宛的核电比重达到 仅仅是破坏化学键 ,前者释放的能量量

子子 , 在(韩非子 难二)中提到 好利恶 近80%旧 本和德国以及芬兰基本达到 是后者的几百倍

害害 , 夫人之所有也 韩非子认为人的 30% ,英国为23 .7%,美国为 2既 ,俄罗斯 所以面对 巨大的能源需求 , 核能能

自自然属性决定 了每个人都有趋利避 为16 .5 % 以他 自身的优点为其和平利用提供了了

害害的本性 , 在环境条件的作用下 , 行 从各种能源开发利用全过程的角 可能性

为为都会最大可能趋向利益而避免祸 度研究各种能源的危险性 , 结果表明, (三)外在规范 国际条约和国国

害害 , 由此产生了道德层面上的善恶 较之于传统能源 , 天然气 的危险性最 际组织织

英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在他的(道 小 ,核能次之 核武器和核泄漏带给人类的影响响

德德立法原理导论 中也提出: .自然把 1.煤是 化石燃料 中储量 最丰富 是巨大的 ,人们不想再看到历史重演 ,,

人人类里于两个至上的主人 苦 的 ,也是世界各国的主要能源 , 可是谋 所以世界各国也通过制度的约束来实实

与与 乐 的统治之下 只有它们 的燃烧会产生大童有害环境的物质导 现核能的和平利用 当今国际社会的的

两两个才能指出我们应当做些什么 , 以 致温 室效应和酸雨的 出现 1978 年 核伦理形成 制度化的核条约主要有有

及及决定我们将要怎样做 也就是说 美国医学协会科学事务委员会指出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特拉特洛尔科科

人人类行为是依据后果来决定的 , 人类 煤电站由于污染造成的死亡几率是相 条约  拉罗汤加岛条约) (曼谷条条

的的趋善避恶的本性为核能和平利用 同规模的核电站的400 倍 1981 年6 约) (佩林达巴条约) (全面禁止核武武

提提供了人性基础 月世界卫生组织主办的国际讨论会 器条约 等 ,世界各国把这一系列条约约

(((二)现实墓础 核能的优势 上 ,专家们提供的数据表明 ,核电较之 作为对核武器发展的制约 一些世界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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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出现也为核能的和平利用提供

了可能性 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 A) 的

安全保障系统是该机构的(规约 所规

定的 , 并已得到(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

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和(南太平

洋建立无核武器区条约(拉罗汤加条

约)} 的认可 ,该保障系统构成了不扩

散制度的主要部分 ,还有其它一些重

要部分 , 包括国家安全系统和双边协

定 工AEA 的安全保障是国际社会对进

一步核扩散威胁的统一响应 安全保
障系统为世界利益服务 , 一方面 , 它有

利于和平利用核技术的转让 , 另一方

面 , 它完全受各国不获得核武器和证

明各国继续接受多国机构外部视察其

公开核活动的愿望的约束 ,这一创举

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革命 安全保

障系统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它一

些机构如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在发挥着

作用 , 一些国家在面对挑战时继续寻

找加强保障的方法 对于核能的和平

利用还有条约控制机制和组织控制机

制和大国干预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等

在不断地起作用 国际原子能机构副

总干事索可洛夫先生对于核能的和平

利用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 认为全球

核能合作伙伴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于

发展安全 可靠的核能是有积极作用

的 我们相信 , 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科学家的联合努力下 , 核能的

开发利用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 它会

成为可持续能源发展的保障

(四)责任伦理

核科学研究的主体是作为社会精

英的科学家 , 研究过程中的伦理问题

也与科学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科学家

应该站在世界主义的立场上意识到自

己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 在现代社

会中责任是拯救人类 挽救地球的 上

帝 , 约纳斯断言 : 当代伦理学的核心

问题就是责任问题 责任是意志自觉

的道德规范 , 是行为主体的自觉意识 ,

行为主体尽责就是 向自己的良心负

责 , 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的责任心是

责任实现的内在动力 正如利波维茨

基所说的 如果说现代社会是建立在

个人权利至上的基础上 , 那么也可以

说现代社会是无条件地服从 于责任

的 , 它倡导品行端正 , 并渴求我们能超

越个人利益的范畴来行事 这就要求

我们把共生共存作为责任伦理的第一

原则 , 而 天下精神 是责任伦理的精

神支柱

责任伦理是一种远距离的整体性

伦理 , 它所关注的不局限于人与人之

间的直接的关系 , 当代科技高度发达 ,

人与 自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 除

了人与人之间的义务之外 ,还有人对

于人类的义务 , 即对于未来人类的尊

重和责任 , 和对于自然以及整个生物

圈的义务 要逐渐用更为高级的行为

主体 我们 来代替 我 康德认为道

德责任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 , 责任

具有一种必要性 , 也就是 自我强制性

或约束性 , 他能促使主体排除来自爱

好和欲望的障碍 , 以便担负起 自己的

责任 , 恰尽职守 , 彰显德性的力量 , 把

责任的 .应该 转变成 现实 的力量

责任的戒律越是崇高 , 内在尊严越是

昭显 , 主观原则的作用也就越少 (康

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现代高科技的发达对于人类的生

活和生产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现代化气

息很浓重的今天 ,人们将不局限于对自

己和周围的人负责 ,而是向人类全体负

责 ,对人类的未来负责 正如伯勒尔评

价约纳斯的责任伦理时所指出的: 忧

那思通过责任原则将伦理学的意义与

适用性进行了深刻的修改 他的道德

原则超越了将道德限制在人与人之间

的义务上 , 而忘记了对人类的义务的近

距离的伦理 ,也超越了将道德局限在意

志的纯粹性 原则的正确性上的所谓良

知伦理 责任伦理要求我们要把个人

的道德和社会责任统一起来 ,继承中国

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借鉴西方责任伦理

的合理部分 ,为我们整个人类处理高科

技冲击带来的伦理道德问题提供理论

指导 世界人民应有的责任和担当也

为核能和平利用提供了可能性

三 结语

纵使现在核技术的开发利用还是

有很多问题和矛盾鱼待解决 ,就像人

走路时会摔跤的 , 但不能因为怕摔跤

而不走路 人类不会因喳废食 , 不能

因为历史上的核战争和核事故而停止

开发利用核能的步伐 , 核能和核技术

是人类发现的 , 相信人类也会慢慢解

决核能利用过程中的问题 , 我们要相

信核能的发展前途无限光明 , 它将为

全人类 为子孙后代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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