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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3 月 11 日，东日本突发大地震、

海啸，并引发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10年

后的今天，当地基础设施灾后重建已基本恢

复，但核电站拆除、核垃圾处理尚未启动。

日本首相菅义伟 1 月下旬在国会答辩中表

示：“今后的救灾重点将转入心理抚慰，福岛

的复兴重生需要长期支援，这仍旧是日本政

府最重要的课题。”

此前，日本讨论将核废水倒入海洋已引

起轩然大波。近日，福岛东部海域再次发生

7.3级强震，多地断电停水，部分民宅、铁路、

公路受损。日本地震调查委员会表示，此次

地震是 2011 年“3·11”大地震余震，未来 10

年中这类余震可能再次发生。“3·11”大地震

影响之深可见一斑。

应该说，福岛核电站事故是继切尔诺贝

利核事故后最严重的核灾难，日本东北地区

能否复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福岛核电站的

善后处理。目前看，这一征程依旧漫长。

经济恢复困难重重

统计显示，在全额中央财政支持下，灾

区基础设施恢复较快。比如，总投资 2 万亿

日元的连接青森与福岛的东北交通大动脉

即将完工，行车时间将从8.5小时缩短至5个

小时。新建成的岩手县釜石港的集装箱吞

吐量将增加 35倍。新建的 3万户公营住宅、

架高平整的 1.8万户宅基地等已经完工。沿

海岸线新建的防波堤完工率达 75%。在日

本政府投资的31万亿日元中，基础设施投资

占据一半。

不过，新开发的宅基地中有 60%处于闲

置状态，产业复兴、居民回迁等则是需要长

期关注的更大工程。日本政府表示，未来 5

年是福岛灾后复兴的第二阶段，政府将增加

投入 6.5 万亿日元，重点支援“软件”领域的

恢复。

依托灾后重建政府补助资金，灾情最严

重的岩手、福岛、宫城3县制造业水平已恢复

并超过灾前水平。但农业、渔业恢复缓慢，

海产品收获量不足灾前 20%。日本东北最

大的渔港、水产城市石卷市，水产企业数量

从 193家减至 113家。多数企业营业额仅为

灾前的四分之一。

10 年间政府提供的产业发展补助金超

过 1.42万亿日元，但过多的设备投资没有如

预期般发挥巨大作用，反而成了一些企业的

负担。

核电站处理负担沉重

福岛核电站事故处理负担非常沉重。

2013 年，日本政府曾测算，核事故善后处理

需要资金11万亿日元，但后续勘察中发现核

反应堆内爆炸损失程度严重，2016年重新测

算的数据增至21.5万亿日元。

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划，这些费用来源分

为 3 部分：核事故周边污染土储存费用由国

家承担；核电站处理费用由东京电力公司承

担；对核电站周边受害群众的赔偿金则由东

京电力公司与其他电力公司承担，赔偿期限

将超过 30 年。国家将通过出售所持东京电

力公司股票筹措资金，不足部分则由国家财

政弥补。目前，不满现有赔偿标准的福岛地

区受灾群众已向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

发起 30 多起诉讼案件，已经宣判的 10 多起

诉讼提高了东京电力公司的赔偿金额，一些

判决甚至要求日本政府承担相应责任。

目前，福岛核事故发生已近 10 年，但反

应堆内核垃圾尚未开始处理，政府原计划用

30 年至 40 年完成处理的目标难以实现，实

际费用更难以预测。

应该说，日本“3·11”大地震及海啸灾难

属于天灾，但福岛核电站事故却属于人祸。

龙谷大学环境经济学教授大岛坚一说，日本

列岛自然灾害多发，可核电站抵御灾害的能

力很差。虽然“3·11”大地震以来全国核电

站追加投资13万亿日元强化安全设施，但至

今仍有多数未获得安全认证。

福岛核废水、核废土等垃圾处理的每一

步都十分艰难。由于核反应堆炉底穿孔，每

天都需要注入大量冷却水控制炉心，产生大

量核废水。这些核废水虽然经过了再处理，

但仅就现有技术来看，难以彻底消除其中的

氚等污染性元素。目前福岛核电站厂区内

的 1000 个储存罐中已经收集了 124 万吨污

染水。2022年厂区将爆满，甚至影响即将开

始的核电站拆除工程。

东京电力公司曾提出方案将冷却水稀

释后排入大海，但遭到当地渔民的强烈反

对。目前福岛沿岸的渔业产量仅为事故前

的 14%，渔民们担心核废水将对当地渔业造

成二次打击。

核安全水平亟待提升

福岛核电站事故是日本核电史上的沉

痛教训，给世界带来两大警示。

其一，核电建设应慎之又慎。福岛核电

站事故的一大原因就是设计不当造成主控

机房停电。多台备用发电机均安装在反应

堆下层，海啸漫灌厂区后备用发电机被淹，

最终导致3个核反应堆失去控制并发生炉心

熔化和氢气爆炸。其二，抗灾能力需提高。

日本本就是地震、海啸多发国家，日本政府

的地震调查研究推进本部曾于 2002 年的报

告中预警了福岛海域发生8级地震和海啸的

可能性，但日本政府未履行监督监管责任，

东京电力公司也未采取防灾措施，导致灾难

扩大。日本媒体称，福岛核事故“彻底打破

了日本的核安全神话”。

2019年的数据显示，日本核电占总发电

量的 6%。今年夏季，日本政府将出台新的

能源基本规划，仍将核能作为稳定供应、经

济效率高、环境负担小的重要电力能源，并

提出开发更加安全经济的小型核电站。目

前国会正在审议的新年度政府预算中，安排

了高速核反应堆通用技术开发费、新核能技

术开发事业费、核安全技术开发费、核电站

所在地政策补助金、提升和转换能源结构事

业费等共计1792亿日元。不过，日本前经济

产业大臣世耕弘成认为，开发新一代小型核

电站技术难度高，仅凭一国财力难以完成，

需要多国合作。

今年，“3·11”大地震海啸灾区进入为期

5 年的灾后复兴第二阶段，日本政府将重点

支持企业重建、民众自立等能力建设。但福

岛复兴之路仍很漫长。

“3·11”大地震近10年，核电站拆除、核垃圾处理步履维艰——

日本走出“余震”路漫漫
本报驻东京记者 苏海河

不 久 前 ，中 国 援 埃 塞 俄 比 亚

ETRSS-1 卫星完成在轨验收后正

式交付埃方，埃塞俄比亚作为世界

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终于拥有了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数据显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

家人均年收入不到 1600 美元，每天

收入不到 1.9 美元的贫困人口比重

超过 40%。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

家有必要研发和应用空间技术吗？

其发展空间技术的“空间”何在？

目前，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

安哥拉等多个非洲国家均成立了自

己 的 空 间 主 管 或 研 发 机 构 。 从

1998 年至今，非洲国家一共发射了

42 颗 卫 星 。 这 些 卫 星 均 由 其 他

国家协助发射，其中中国协助尼日

利亚、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等非

洲国家发射了5颗卫星。

埃塞俄比亚的案例能够让我们

更好地理解非洲国家发展空间技术

的必要性。2019年12月20日，埃塞

俄比亚第一颗卫星 ETRSS-1（埃塞

俄比亚遥感卫星）从中国太原卫星

发射中心成功升空入轨。2020 年 3

月，该卫星完成在轨验收，并于同年

12月正式交付埃方。

埃塞俄比亚位于东非高原，不时

遭遇洪灾、旱灾等极端气候灾害。埃

塞俄比亚以前没有本国专用的卫星，

不得不从其他国家购买卫星数据和

图像。如今，在中国的援助下，这颗

属于埃塞俄比亚自己的遥感卫星上的多光谱宽幅

相机会传回埃塞俄比亚森林覆盖、河流分布等图

像，可用于推演气候变化对农林、水资源带来的影

响，为正确应对气候灾害提供依据。

作为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协议的一部分，中

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秉承“授人以渔”的精神，与埃

塞俄比亚技术人员合作开发卫星，并对埃塞俄比

亚的技术人员进行卫星技术、地面应用、卫星操

控等方面的培训。中国还为埃塞俄比

亚建立了地面测控系统和地面应用系

统，保证卫星入轨后，当地可以自主进

行控制和使用，有力带动埃塞俄比亚

航天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

（2019-2021 年）》中提到，中非双方将

继续开展通信和遥感卫星及应用等领

域合作。2020年12月22日，埃塞俄比

亚的第二颗卫星 ET-SMART-RSS

从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搭载长征八号

运载火箭升空。这颗卫星也是在中国

的帮助下建造和发射的。该卫星的主

要任务是让埃塞俄比亚工程师和科学

家获得实际经验，拥有在本地集成纳

米卫星子系统的能力。埃塞俄比亚还

与中国签署了发射第三颗卫星的合

同，以增强本国电信服务能力。

为了进一步扩大非洲国家空间技

术的发展和应用，2017 年非洲联盟确

立了非洲空间政策和战略，成立了非

洲航天局。非洲空间政策和战略的主

要目标是地球观测、卫星通信、天文学

和空间科学的发展以及导航和定位，

实现由非洲主导的协调、有效和创新

的空间技术发展道路。

非洲航天局最近发布的 2020 年

非洲航天工业年度报告指出，尽管新

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但非洲正在太

空和卫星产业投入更多资金。报告披

露，从现在到 2024 年，非洲国家还有

69颗待发射卫星，届时将有 19个非洲

国家拥有自己的卫星，卫星总数将超

过110颗。

对非洲国家来说，空间技术不是

空中楼阁，而是实打实、接地气的应用。空间遥

感可以为灾害管理提供依据，为防汛减灾提供全

方位的信息；卫星图像和通信可以帮助灾区救

灾，减轻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空间技术的发展

和应用是非洲国家解决温饱问题、促进经济发

展、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有效手段，空

间技术合作也是中国与非洲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的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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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成员国2020年经济表现萎靡

连日来，冬季暴风雪侵袭美

国多州，已造成数十人死亡。其

中得克萨斯州灾情最为严重，数

百万家庭和商户遭遇持续停电，

水和燃料供应严重短缺。突如其

来的灾情就像一面镜子，暴露出

美国救灾应急体系中的制度缺

陷，尤其是对民众生存状态的漠

视，与其一贯标榜的价值观相去

甚远。

灾情暴露出美国救灾应急体

系程序繁琐、执行力和协调力差

等问题。以得州面临的持续停电

问题为例，其重要原因是美国电

网系统中各环节主体相对分散，

导致电力公司之间的调度难度非

常大。加之得州 95%的地区提供

服务的电力系统与全国其他地区

隔离，使得该州面临电力短缺时

无法从其他地区电力网络中引进大量电力。

这种情况在美国社会各个系统中普遍存在，与美国联邦

和州分权的体制机制密不可分，成为美国救灾行动迟缓、效率

低下的根本原因。美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就多次

出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举措对立，甚至互相指责的现象，使得

疫情防控成效大打折扣。2018年 1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天

堂镇发生山火，造成 85人死亡，近 1.4万幢房屋被毁。面对美

国公众对政府救灾不力的批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当时也是

互相指责、互推责任。

更进一步看，灾情暴露出美国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严重不

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极端漠视。据美国媒体报

道，尽管面对电力严重短缺的情况，但得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

市中心和西侧许多较富裕社区从未断电，而住着更多低收入

居民和有色人种的东部社区却连续数天没有通电。

对此，美国一些政府官员不仅少有反思，还语出惊人。得

州科罗拉多市市长蒂姆·博伊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我们不

欠你和你的家庭什么，当地政府的责任不是在这种困难的时

候给你们提供帮助！”博伊德还表示，没电没水的老百姓应该

自己去想办法活下来，而不是“懒惰地等着别人来拯救”，“只

有适者才能生存，弱者只会被淘汰”。

博伊德的话虽属个人言论，却反映出极端个人主义和漠

视弱势群体利益的思维和想法，在美国社会甚至是美国政府

中有一定市场，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在灾情面前美国保护弱势

群体动力不足，出现得州这样的极端情况并不奇怪。

美国在灾情面前的表现与其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形

象和地位反差太大。这不得不让人反思，为什么美国政府宁

可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对外部世界的干涉之中，而

对本国国民尤其是底层人民的福祉漠不关心？谁把本国民众

真正放在心里？谁又只是简单地挂在嘴边？灾情就像一面镜

子，照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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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冬季

风暴灾情，暴露出美国

社会诸多制度缺陷和

错误价值观念，美国的

表现与其世界唯一超

级大国的形象和地位

反差太大，这不得不引

人深思。

本报讯（记者李鸿涛）2 月 18 日，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 2020 年第四季度成

员国经济运行数据。据统计，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2020 年上半年经合组织成员国经济表现

萎靡，虽然曾在第三季度实现大幅反弹，但第四

季度经济环比仅缓慢增长0.7%。

数据显示，几乎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经济

在 2020 年均出现萎缩，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

下降 4.9%，创下该组织自 1962 年有记录以来

的最大降幅。其中，美国经济下滑 3.5%，英

国、意大利、法国经济分别下降9.9%、8.9%和

8.2%。

尽管相关国家经济已步入复苏区间，但整

体复苏依然脆弱。数据显示，2020 年第四季

度，该组织中的七大主要经济体经济平均环比

增长 0.8%。其中，日本和加拿大复苏势头良

好，经济环比增长分别为 3%和 1.9%；美国和

英国复苏较为平稳，经济环比增长均为 1%；

德 国 实 现 缓 慢 复 苏 ， 经 济 环 比 增 长 仅 为

0.1%；而法国和意大利复苏较弱，分别环比萎

缩 1.3%和 2%。对欧洲而言，欧元区经济在

2020 年第三季度实现大幅反弹后，第四季度

环比萎缩0.6%。

经合组织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

中国不仅是 G20 中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还是

世界范围内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该

组织还在此前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指

出，受新冠疫苗研制顺利等利好因素影响，2021

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 8%，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

的贡献率将超过三分之一。

图为日本福岛县在“3·11”大地震海啸灾区削山造地，为当地居民准备宅基地。（摄于2019年） 本报记者 苏海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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