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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这种牵动世界地缘政治

神经的强大能源，正在中国周边重

现生机：日本放弃2011年福岛核泄

漏事故后确立的“限核”方针，宣布

重启17个核电机组，并将核电机组

寿命大幅延长至60年以上。韩国

首次在海外承建的阿联酋巴拉卡核

电站三号机组成功投入商业运行，

韩国总统尹锡悦喜上眉梢。

对于发展核电，日韩国内其实

都存在很大争议，日本还曾切身感

受核能造成的巨大伤害。但现实表

明，核能似乎有种能让日韩政府忽

视其风险的“魔力”。

日本：放弃“限核”方针
2011年“3·11”大地震引发福

岛核泄漏事故后，日本社会对核电

的排斥一度空前高涨。但在近12

年后，日本以“绿色环保”为名，不再

隐藏重新拥抱核能的决心。

岸田内阁上月通过能源转型基

本方针，明确要在未来最大限度利

用可再生能源与核能，除投入巨资

研发新型核反应堆外，还要将现有

核反应堆寿命延长至60年以上。

而福岛核泄漏事故后，日本曾限制

核反应堆最高服役年限为40年。

同时，虽然相关文件中将可再

生能源列于核能之前，但在日本经

济产业省发行的有关能源转型方法

的儿童宣传册里，专家捕捉到明显

倾向核电的嫌疑。宣传册明确指出

可再生能源在稳定性上的缺点，却

丝毫未提及福岛核泄漏事故。专家

认为，这是向下一代暗示“核电是必

须的，可再生能源不能用”。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的资

料，日本希望到2030年核能发电占

总发电量的20%至22%。与此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日本2019年核能装

机容量已达世界第四，但发电量仅

占日本总发电量的6%。这意味着，

日本要实现能源转型目标，势必大

力推动核电站更新与建设，并在全

球开采、购买和囤积更多放射性矿

物。一言以蔽之，这意味着日本的

核能力与核资源将大幅增加。

岸田政府这一方针，与“3·11”

大地震后时任自民党政府宣布“到

2030年实现零核电”的目标截然相

反，也比2021年发布的第六版能源

计划中的核电发展目标更进一步。

对此，至今流浪在外的约3万名福

岛核灾民难掩愤怒与失望。

福岛人鹈沼久江是“3·11”大地

震的亲历者和受害者，今年69岁的

她经过多年辗转避难，已经与原先

安稳幸福的生活彻底作别：灾害发

生前，她同丈夫和三个孩子生活在

一起，家里有二十多头牛，还有十多

亩稻田；如今，丈夫已经去世，三个

孩子也远在他乡，只剩她孤身一人

在埼玉县靠租地种菜谋生。

尽管日本政府十余年来都在推

动福岛重建，不断组织机构出境宣

传，甚至用福岛生产的食材制作酒

菜招待宾客，但鹈沼久江去年回福

岛时亲眼看到，随身带的辐射量测

量计的警报不停在响。实际上，直

到上个月，鹈沼久江老家房子周边

的辐射量还高达每小时6微西弗，

几乎是国际安全标准的26倍。

对于日本东北部尤其是福岛县

的民众来说，核能造成的伤痛难以

细数。而对于更多的日本民众来

说，他们虽也对核能有所担忧，可是

当不断上涨的石化能源价格已经影

响到生活品质时，似乎已不得不作

出无奈的选择。

韩国：国家全力扶持
相较于日本，一海之隔的韩国

在发展核能上更少背负历史、道德

与心理的压力，韩国核能的发展水

平也远远超出许多人的想象。

截至2021年底，韩国核反应堆

数量位居世界第五，核电装机容量

位居世界第六。早在2007年，韩国

便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自行研发第

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韩国核反应

堆的平均功率损失仅为3.6%，平均

非计划停堆率远低于1%，均大幅优

于美法等传统核电强国。

得益于此，韩国才能在2009年

力压在中东有着深厚影响力的美国

和法国，拿下当时价值达200亿美

元的阿联酋巴拉卡核电站建设大

单。这也打破了传统上基本由美

国、法国和日本瓜分的国际核电市

场格局，标志着韩国核电在国际市

场的崛起。

巴拉卡核电站三号机组2月成

功投入商业运行，韩国媒体欢呼雀

跃。这是阿联酋第一座核电站，也

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第一座商业运转

的核电站，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但

是，巴拉卡核电站一号与二号机组

事实上在文在寅执政时期已经投入

商业运行，韩媒的风向或多或少是

在投现任总统尹锡悦所好。

作为坚定的废核主义者，文在

寅在上台之初就明确了在整个朝鲜

半岛实现无核化的目标，制定了逐

步淘汰核电的计划，还在2017年提

前退役了一台核反应堆，并停建一

批核电项目。但根据韩国民调，韩

国民众对核电的支持度明显高于日

本，文在寅执政后期甚至被迫批准

了一个核电项目。

得到韩国保守力量支持、且致

力于同文在寅拉开距离的尹锡悦，

自然不会放弃这难得的既能讨好财

团又能让民众满意的“核电牌”。自

选举获胜后，尹锡悦就多次到核电

相关企业参观访问，批评文在寅的

废核政策“愚蠢”，并明确将从国家

层面对核电产业大力扶持。

去年8月，尹锡悦上台不久，韩

国同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合力拿

下埃及达巴核电站项目。这是继巴

拉卡核电项目之后，韩国时隔13年

再次拿下海外核电大单，也是尹锡

悦政府首次承揽的海外核电项目。

今年1月，尹锡悦访问阿联酋，

成为首位对该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韩

国总统。他不仅高调访问巴拉卡核

电站，还同阿联酋签署了在核电、能

源、投资、国防四大核心产业进一步

加强合作的协议，阿联酋作出了对

韩国投资300亿美元的承诺。

此外，韩国电力公社正与土耳

其就承建规模300亿美元的核电站

项目进行协商。

未来：警惕为“核”所困
过去12年里，日韩两国政府对

核电的态度经历了从冷淡再到重视

的相似转变。毋庸置疑的一点是，

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降低能源成

本、实现经济“去碳化”转型的考量，

是核电吃香的关键因素。

日本2011年核电在日本电力

结构中占比曾高达30%，到2014年

降至近乎零，后来又缓慢恢复。核

能留下的缺口主要由天然气和石油

填补，日本火电的占比因此从2010

年的65%增加至2020年的76%。

由于火电的使用成本远高于核

电，即便在“3·11”地震后民间反核

声浪最高时，日本经济界也高度质

疑“零核电”目标，认为“离了核电日

本经济就将沉没”。被称为日本“经

济内阁”的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2012年就断言，除了核电以外，日

本根本找不到其他成本效益更佳的

替代能源。

俄乌冲突爆发后，石油天然气

价格长期高企，加上日元兑美元汇

率不断下跌，日本民众饱受物价上

涨之苦，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

遭到削弱。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能源

成本，岸田政府竭力推动的制造业

回归根本无从谈起。

韩国核电的占比没有经历日本

那样的起伏，但面临的压力也有相

似之处。新冠疫情暴发后，韩国经

济下行、出口萎缩和失业加剧，使文

在寅和尹锡悦两任政府都面临巨大

的民生压力。由于钢铁、造船等韩

国传统支柱产业的比较优势在缩

减，押注核电、国防等未来朝阳产

业，便成为尹锡悦政府拉动经济的

首要选择。

更重要的是，随着减少碳排放

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议题与共

识，各国经济都面临“去碳化”的绿

色转型压力。尽管风能、太阳能、地

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全球占比不断

增加，但由于这些能源受自然环境

变化影响较大，能量密度极大、生产

较为稳定的核电愈加备受青睐，即

便是在阿联酋、沙特、约旦等中东石

油富国也不例外。

可是，由于核泄漏事故等惨痛

的历史教训及核能巨大的军事应用

潜力，核电的迅速发展并非没有隐

患，尤其是在依然为“核”所困的东

北亚更是如此。

一方面，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

的余毒远未清除。日本政府的清理

与重建本已差强人意，执着于将核

污染水排海的计划更是透支了自身

信用，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与反对。

另一方面，由于核电站运转产生的

乏燃料处理难度较大，而且是生产

军用核武器的基础材料，日韩大量

获取乏燃料难免引发国际猜想。

日前，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

不顾本国民众、周边国家、太平洋岛

国以及众多国际组织的顾虑与反

对，通过了针对东京电力公司福岛

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的

“审查书案”草案，将在公开征集意

见后正式通过。日本或许觉得自己

省掉了一个麻烦，却让整个太平洋

和沿岸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

展望未来，核电或许仍是人类

无法完全回避的能源选择，但蕴藏

其中的环境风险与政治风险，才只

是被揭开了冰山一角。如何安全有

效利用核能，是未来的重要课题。

从冷淡到重视：日韩重新发展核能
一边是各自国内巨大争议 一边是经济能源转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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