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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疫情影响，被迫延期一年的东京奥运会自申办以来命途多舛。 现在，在倒计时100天到来之际，日本方面又曝出负
面新闻。当地时间4?13日，日本政府举行了内阁会议，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废水排入太平洋。消息一经宣布，彻底引爆
了全球舆论。 有专家指出，此举会对日本国家形象造成严重打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奥运会参赛国和运动员产生担忧。

从日本准备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始，官方就将其定性为“复兴”的象征，寓意着日本从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及海啸中走
出。 然而，正是这场灾害带来了福岛核电站事故，10年过去了，日本政府始终没有处置好核废水问题，如今决定将超过100万
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核废水排入太平洋，势必对亚太地区国家和日本渔民带去危害。 一边嚷嚷着“要复兴”，一边又“搞破
坏”，日本政府这波操作无疑是“双标”行为。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葛敏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
发生9.0级地震，地震引发了海啸后，
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福岛核电站的1、
2、3、4号反应堆皆出现问题，5、6号机
组也随之报废，核泄漏造成核电站周
围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
10万多人背井离乡。当时，为了降低反
应堆温度，避免堆芯熔毁，福岛核电站
所属的东京电力公司向反应堆内注入
了大量冷却水，加上原先遭海啸袭击
后，地下设施存在大量的高浓度辐射
物质积水，由此产生了越来越多带有
辐射物质的核废水。
这10年来，东京电力公司一直在

处理这些核废水，在福岛核电站内修
建了许多罐状的废水储存设施，但每
个储存罐只能容纳1000吨-1300吨废
水。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数据，截至今
年3月，处理水达125万吨，包括处理中
的水在内，保管于1061个储罐内。2022
年夏天，核电站内将没有多余的空地
新建储水罐。与此同时，距离福岛核事
故过去10年，储水罐也出现了一定程
度的腐蚀，有泄露的可能。因此，如何
处理这些核废水变成了当务之急。
针对日本政府一意孤行排放核废

水的决定，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教授周永生表示，日本完全可以通过
提升储存能力来解决核污水问题，但
这一举措相较之下成本太高，而日本
政府只想找最经济实惠、对本国最没
有负担的一种做法，将核废水直接排
放入海自然就成了“最佳选择”。
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

对外经贸大学日本经济中心主任陈子
雷认为，日本核电站的善后处理解决
得并不好，“灾区重建没有起到应有的
效果，人们不能返回家园。核电站的处
理反映出日本体质机制上的问题，政
府没有长远的规划处理。因此如今储
存设施不够用，是日本政府官僚管理
方式下的必然结果，也是引起日本民

众和周边国家不满的原因。”
日本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会长岸

宏曾经表示，渔业界反对排污入海的
立场“丝毫未变”，岸宏要求日本政府
考虑增加存储污水的容器数量，或者
给出一旦排污入海导致渔业界经济损
失时的具体对策。4月11日，福岛县民
众自发举行集会，反对将核废水排放
入海。
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电力公司

将在大约两年后开始抽水，处理过程
可能长达几十年。中国社科院日本研
究所副研究员庞中鹏表示，“目前，东
京奥运会已经延迟了一年，现在日本
全国上下正在为7月23日奥运会正式
开幕，作出最后的努力，如果日本政府
决定在奥运会开幕前，排放核废水进
入大海，将会对日本国家形象造成严
重打击。所以，日本方面估计会为了东
京奥运会的顺利举办，把排放核废水

事宜放在奥运会完全结束后再做决
定。”
陈子雷则认为，东京奥运会即将

举办，排放核废水引发的环境问题以
及日本政府处理不妥将在一定程度上
使参赛国和运动员产生担忧，“日本崇
尚环保的国家形象会受到损害。与此
同时，此事对日本政坛和社会的稳定
以及民众安心生活的理念都会带来影
响。”

2011年东京申奥时，恰逢3月11日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不久，时任东京
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希望通过申奥来带
动灾后重建，于是“复兴”成为这一届
奥运的主题。
在东京申奥成功的2013年，时任

首相安倍晋三出席国际奥委会全会时
阐述了举办奥运的意义，“日本将通过
奥运会向世界展示本国从东日本大地
震中复苏的形象、活跃在世界中心的
形象。”东京奥组委为此费尽心思，不
仅将奥运圣火接力的起点设在福岛，
而且还计划向奥运村提供产自灾区的
食材。
不过，也有一些灾区居民并不买

账。共同社1月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
东日本大地震和福岛核事故的受灾居
民中64%的受访者认为，“东京奥运会
对复兴起不到作用”，有人认为奥运会
打着“复兴”的旗号好像让灾民感觉很
好，但实际受益的还是东京。
随着新冠疫情蔓延，东京奥运所

承载的意义变得复杂化。近一年来，日

本政府和奥组委最常使用的宣传口号
是“东京奥运会的举办将成为人类战
胜疫情的标志”，这也将今夏奥运会的
重要性一下提升到了全世界、全人类
的层面。不过由于新冠疫情至今在日
本仍无法得到完全控制，围绕东京奥
运会的质疑日渐增多。
据多名奥运相关人士透露，为防

备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运动员中出现
新冠病毒感染者，东京奥组委会基本
决定在奥运村外单独包租一栋约有
300个房间的酒店大楼，作为面向轻
症和无症状人士的疗养设施。采取隔
离措施的疗养期原则上定为10天，设
想由护士等24小时应对。奥组委希望
通过频繁检测尽早发现感染者，在防
止疫情扩散上做到万无一失。
新一轮民调显示，超七成日本民

众希望奥运会取消或再推迟。

尽管日本政府铁了心办奥运，但
日本民众的信心依旧走低。共同社近
日进行了一次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
示奥运会的支持率并没有回升的迹
象，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东京奥运
会应当取消或者再次推迟。

此次调查是在4月10日和11日进
行的，调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第一种
是随机选取了656个有选举资格的家
庭，第二种方式是随机拨打了1185个
手机号码，分别得到了508个和507个
回答。

调查结果显示，39.2%的受访者希
望东京奥运会取消，32.8%的人希望奥
运会再次推迟，只有24.5%的受访者希
望奥运会能够在7月23日如期开幕。关
于反对的原因，疫情防控是主要因素，
不过也不乏有关经济、民生、环境等方
面的考虑。“作为日本国民，我理应支

持东京奥运会，尤其想给子女传达这
样的精神。然而，事实上不论是举办奥
运会，还是世博会，日本政府都会投入
大量税收，而受益的只是政治家和大
企业，普通民众并没有什么好处。”
据《朝日新闻》报道，去年12月，经

过日本和国际奥委会的商议，奥运延
期至2021年夏季的追加经费为1980亿
日元，由此总额高达1.644万亿日元（约
1000亿人民币），而这将成为奥运史上
投入费用最高的一届。尽管有大量企
业赞助，在新冠肺炎疫情重创日本经
济的情况下，这笔费用将进一步加重
日本的公共财政负担。

调查结果还显示，只有13.2%的受
访者认为奥运会火炬接力应该完整举
行，49.3%的人认为火炬传递不应该在
疫情较严重的地区举行，35.9%的受访
者认为火炬传递应该全部取消。

4月7日，日本大阪府知事吉村洋
文在记者会上表示，鉴于新冠病毒感
染人数骤增，要求府民避免不必要非
紧急的外出，因此将取消府内所有在
公共道路上实施的东京奥运火炬传
递。火炬传递自3月25日在福岛县启
动以来，大阪是火炬传递的第10个府
县，原定于4月13日-14日举行，鉴于感
染人数骤增而叫停，此次在公路传递
尚属首次。大阪府目前处于“医疗非常
事态”，这是继去年12月之后，大阪府
第二次亮红灯并发布“医疗非常事态
宣言”。

据日本放送协会消息，当地时间4
月13日，大阪府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超过1000例，这是大阪府自疫
情暴发以来首次日增超千例，为历史
新高。就在同一天，大阪府奥运会火炬
传递在吹田市的世博纪念公园闭门举
行。

世博纪念公园坐拥太阳之塔、国
立民族学博物馆等标志性建筑。在公
园的替代路线上，每隔200米为一段，
15段为一圈，每位火炬手各跑一段。为
防止疫情蔓延，火炬传递不向公众开
放参观，但每位火炬手可携带四名家
属。当天最先开跑的是歌舞伎演员片
冈爱之助，他举着火炬向周围挥手，跑
完后笑着称“内心充满感动”。2012年
伦敦奥运会女子100米仰泳铜牌得主
寺川绫跑过太阳塔前，她的父母在终
点迎接。落语家桂文枝接过火炬后表
示“欢迎奥运”，慢慢环绕传递线路。

据报道，鉴于多地疫情亮起红灯，
大阪府的火炬传递模式将被效仿。爱
媛县中村时广知事在12日的会见时表
示，计划取消在该县最大城市松山市
内公共街道上的奥运火炬传递，“对疫
情状况进行观察后，没有发现明显的
缓和迹象。”爱媛县内的火炬传递将从
21日开始，为期两天，其中第一天在松
山市内举行。中村还表示，计划将松山
市内的火炬传递转移至城山公园内封
闭举行。

“复兴奥运”？日本民众不买账

百万吨核废水将入海 日本这一手太“污”

先办奥运会 后排核废水
大阪府火炬传递
只能在公园绕圈

4?13日，抗议者在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外反对福岛核污水排入大海

由于当地疫情恶化， 大阪的接力

传递在空空荡荡的万博公园内闭门举

行

日本民众呼吁取消奥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