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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核安全组主席 2016 年 7 月 20 日的信函 

 
 

 
 

2016 年 7 月 20 日，总干事收到了国际核安全组主席理查德·梅泽夫的信函，其中

提供了他对目前新出现的安全问题的看法。谨此分发随附信函，以通报大会。 

 

 

 

 

 





GC(60)/INF/10 
附文 

 
 

 

卡内基科学研究所 

 

国际原子能机构 

总干事 

天野之弥先生 

 

2016 年 7 月 20 日 

 

尊敬的天野总干事： 

我谨以国际核安全组（核安全组）主席的身份致函给您。我们的工作范围规定，

核安全组应向原子能机构和其他各方提供“关于目前新出现的安全问题的建议和意

见”。在我作为主席的任期内，我一直照例不仅通过各种核安全组报告而且还以年度信

函的形式努力履行这一义务。我以往的信函可在核安全组 http://goto.iaea.org/insa 网站

上获得。本信函即构成今年所履行的义务。 

我以往的信件通常将重点放在对当前特别关注的具体问题上。例如，我的 2015 年

8 月 21 日的信函专注于外部自然事件及其给安全系统带来的挑战。今年的信函将采取

不同的方法。它提出更具战略性的关切：即有必要解决可能构成核事故根本原因的制

度性失败和文化失败问题。它概述了不久将发表的有关这一主题的核安全组报告《确

保强健的国家核安全体系 — 深入制度实力》（2016 年）（出版中）（核安全咨询组第

27 号文件）。 

正如原子能机构的综合报告所指出的，作为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结果，有许多

技术教训需要认识到和重新学习。然而，报告也提出了有助于作为我们核安全组进一

步工作跳板的总体看法。报告指出，“系统的安全方法需要考虑人为因素、组织因素和

技术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必须有严格而全面的安全标准和工具到位，以提供

高水平的安全，但建立一个机构网络以及这些机构内部和之间的接口同样极其重要，

以确保这些工具和标准得到严格和有效的应用。我们称其为“深入制度实力”。“深入

制度实力”补充并加强纵深防御学说，后者用于指导对防止或缓解核设施事故的工程

系统防御层的分析。参见《核安全的纵深防御》（核安全咨询组第 10 号文件）（1996

年）。 

“深入制度实力”学说依赖于三个若能有效可以防止核事故的独立的制度性子系

统。这些制度性子系统包括：(1) 一个强大的核工业，(2) 一个有能力和有效的核监管

机构，以及 (3) 其利益相关方能够强化和确保一个稳健的制度框架。安全的首要责任

在于营运者，安全监督的首要责任在于监管者，而可能直接受到事故影响的利益相关

方的作用是确保其他子系统正在履行其义务。一般信息请见原子能机构《基本安全原



 
 

则》（2006 年）。每个子系统都能发挥关键作用，并且每个子系统都能有助于加强其他

子系统的良好性能。 

凌驾于这三个子系统之上的是由政府建立的一个框架。政府应确保每个系统都有

权力和责任履行其明确和独特的角色，并把这些系统连接起来，使之相互加强和强

化。也就是说，政府通过法律规定许可证持有者/营运者的义务，建立并强化监管机

构，并依法管理对信息的获取；组织；公众听证会和进入挑战监管机构的法律程序，

以使公众能够监督整个过程。 

现将三个子系统的一些详细情况描述如下： 

工业子系统。许可证持有者/营运者对安全负有首要责任，这一点是由具有多重检

查及平衡的内部安全审查过程加以强化。这一子系统的其他层级包括国家或地区层级

的同行压力、国际工业层级（例如，核电营运者联合会）的同行压力，以及国际层级

的评审（例如，原子能机构运行安全评审组工作访问）。为了使这一子系统有效，许可

证持有者/营运者应建立有效的内部深入实力学说，其要素包括：强大的技术能力，其

中的安全相关职位应由适当有经验和有能力的工作人员履任；纳入对安全相关系统和

行动进行多重检查的管理体系；包括向最高管理部门（包括特殊情况下向董事会）进

行独立报告的内部独立安全监督；由董事会主动对安全实绩进行监督；以及由最高层

加以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安全文化。 

监管子系统。监管子系统应有类似于工业子系统的一系列层级。提高监管当局能

力的方面包括：(1) 技术问题外部专家小组（例如，就自然灾害、数字仪器仪表和控制

系统以及其他复杂问题提供咨询意见的专家小组）及过程和质量管理问题外部专家小

组；(2) 国际同行压力（例如，《核安全公约》）；和 (3) 国际同行评审（例如，原子能

机构综合监管评审服务工作组）。 

监管机构必须具备确保随时将公众和环境保护落到实处的权限、技术知识和能

力。这必然涉及到监管机构，而其必须具备与许可证持有者/营运者内部能力大体相当

的“深入制度实力”。监管机构应追求改进，努力在内外部迎接挑战，同时挑战自我以

改进安全，从而为营运者做出榜样。与此同时，监管机构需通过提供信息、倾听意见

和做出响应而与利益相关方进行互动。参见《利益相关方对核问题的参与》（核安全咨

询组第 20 号文件）（2006 年）。 

利益相关方子系统。国家政府具有作为“深入制度实力”整个系统的设计师和倡

议者以及作为利益相关方影响力来源和途径的特殊作用。这一子系统所涉层级包括国

家政府、地方政府、邻居、媒体、特殊利益集团以及甚至包括许可证持有者/营运者股

东。（同上）。 

利益相关方可能会受到营运者/许可证持有者或监管机构制度结构失败的负面影

响。因此，该系统应适当让利益相关方参与，作为确保实现高标准核安全以及在其他

子系统出现故障时建立纠错反馈机制的途径。虽然公众可能并不一定有技术背景来判



  
 

断电厂的核安全，但努力让公众充分知情并如实、完整地响应其挑战是确保让许可证

持有者/营运者满意及确保监管义务得到履行的途径。（同上）。 

整个系统 

“深入制度实力”系统和子系统之间的联系都有若干方面值得提及： 

 每个子系统都独立于其他子系统，但应对其他子系统保持开放和透明。各子

系统内部和之间应保持有效沟通。 

 为了让系统有效地工作，该系统整体上必须稳健。所有子系统和所有层级及

各层级部件都必须坚固，且须有效运行。 

 培养充满活力的安全文化是工业和监管机构领导者的首要责任。各种文化相

互联系。工业对监管机构作出响应的方式反映了工业内部文化，同样，监管

机构履行职责的方式也可以影响工业内部文化。 

 工业和监管机构都必须以开放性、透明度和对利益相关方的问责制作为其根

深蒂固的价值。工业和监管机构领导者不能仅提供信息，必须欢迎利益相关

方的挑战，保持倾听、公开响应、学习和改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赢得利

益相关方的信任和信心。 

* * * 

核安全咨询组报告认为，三个子系统中每一个的整体视角及其彼此之间的互动都

代表了核安全的一个方面，而这此前并未得到有关问题所需的全面审查。虽然诸如安

全标准和同行评审过程等现有国际安全机制不断受到挑战和加强，但福岛事故表明，

这些过程本身却不足以确保实现稳健的“深入制度实力”。 

我们敦促各成员国采纳以下建议： 

 原子能机构应制订正式的“深入制度实力”导则，涵盖整个模型和三个子系

统。 

 原子能机构应审查现有标准、导则和同行评审安排，以找出“深入制度实

力”模型适用中的缺陷。 

 导则应构成将“深入制度实力”列入营运者、监管机构和国家基础结构外部

评审的基础。 

 应特别关注新加入国。应在早期阶段将“深入制度实力”概念纳入新的核计

划。 

 应考虑鼓励《核安全公约》和《乏燃料管理安全和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联合

公约》缔约方作为评审安排的一部分而报告“深入制度实力”的实现情况。 



 
 

我们希望，本信函将有助于激发对即将提出的核安全咨询组报告的兴趣。核安全

咨询组若能提供协助，请一如既往与我联系。 

顺致问候， 

 

谨启， 

理查德·梅泽夫 [签名] 

 

 

抄送：J .C.伦蒂乔 

核安全咨询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