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17 国际国际2023年 9月 8日 星期五

本版责编：莽九晨 刘 刚 姜 波

■国际视点R

有关核污染水排
海的诸多疑问，拷问的
是日本的国家责任、国
家信用、国家良心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是重大

的核安全问题，具有跨国界影响，绝

不是日本一家的私事。日本政府无

视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单方面强行启

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并妄图通过在

国内外密集公关，误导公众和国际舆

论，营造核污染水排海安全无害的假

象。日方还把自己伪装成受害者，无

理指责其他国家合理质疑，甚至称其

他国家采取的正当、合理、必要的进

口管制措施“完全不可接受”。日方

的傲慢态度，只会进一步暴露其自私

本质。国际社会对日方排海计划的

很多疑问远未得到解决，日方理应作

出严肃回应和充分说明。

日方为什么不在本国境内处置

核污染水？因为海啸涌入的海水、

向堆芯注入的冷却水以及流经反应

堆的地下水和雨水等受到污染后，

形成核污染水，含有多达几十种放

射性核素。其中，很多核素尚无有

效处理技术，一旦随洋流扩散，将给

海域生态平衡和海洋环境带来不确

定影响。如果排放入海的所谓“处

理水”真的安全无害，日方为什么不

在本国境内处置，而是选择一排了

之？日本官员日前对福岛核污染水

使用“污染水”被责成立即撤回并道

歉，再次印证了日本政府的心虚。

日方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是最

佳方案吗？根据国际辐射防护的正

当性基本原则，产生辐射风险的活

动必须产生整体效益，收益大于风

险。日方单方面选择的排海方案与之背道而驰。排海绝非

处置福岛核污染水的唯一选项。日本政府曾讨论地层注

入、海洋排放、蒸汽排放、氢气排放和地下掩埋 5 种处置方

案，许多专家还提出新建储罐长期储存、水泥固化等其他处

置方案。日方未穷尽讨论所有可能的处置方案，顽固地选

择经济代价最小的排海方案，完全是出于狭隘的利益考量。

日方对核污染水的净化处置是否有效可靠？日方“多

核素处理系统”的历史运行情况表明，其无法有效清除氚、

碳—14 等放射性核素，能否有效去除其他放射性核素也有

待进一步试验和工程验证。日方今年 3 月发布的数据显

示，近 70%处理后的核污染水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超过排

放限值。除 130 多万吨待排放核污染水外，福岛核电站未

来还将产生大量核污染水。日方使用这样的装置处理核污

染水，且排放时间将长达 30 年甚至更久，国际社会有充分

理由表达担忧和不满。

日方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是否合法？根据一般国际法

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规定，日方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

避免环境污染，有义务通知并与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充分协

商，有义务评估和监测环境影响，有义务采取预防措施确保

危险最小化，有义务保障信息透明，有义务开展国际合作。

1972 年《伦敦倾废公约》禁止通过海上人工构筑物向海洋

倾倒放射性废物。无论日方如何粉饰，都改变不了其行为

违背国际法义务这一事实。

日方为何刻意混淆核事故污染水与世界各国核电站正

常运行产生的废水？福岛核污染水曾流经熔融的反应堆

芯，包含熔融堆芯中存在的各种放射性核素。核电站正常

运行产生的废水不仅不流经堆芯，还严格遵守国际通行标

准，采用最佳可行技术处理、经严格监测达标后有组织排

放，排放量远低于规定的控制值。日方有意混淆视听，对国

际社会的正当关切百般诋毁，完全不是负责任国家所为。

日方是否建立了完善的核污染水排海长期监测机制？

自福岛核事故发生以来，东京电力公司的善后处理工作漏

洞百出，曾多次被曝出隐瞒、篡改数据，其处置核污染水的

能力令人怀疑。日方声称“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测并发

布监测结果”，但当前的核污染水排海监测安排能否第一时

间判断排放合格，不达标的核污染水是否会直接排入海洋，

国际社会不得而知。日方应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尽快建立

独立有效、有日本邻国等第三方实验室充分参与的长期监

测国际机制，并全面配合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导的长期监测

国际机制和后续审查评估任务，及时透明向邻国等利益攸

关国家公布可信数据信息并接受监督质询。

诸多疑问，拷问的是日本的国家责任、国家信用、国家

良心。日方将核污染水排海，是将风险转嫁给全世界。日

方应停止核污染水排海，全面回应国际社会关切，以真诚态

度同周边邻国充分沟通，确保核污染水得到科学、安全、透

明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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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回应日本就中国暂停进口
其水产品向WTO提交书面文件

新华社北京 9月 7日电 （记者谢希瑶）针对日本近日

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交书面文件，称中方在日本启动

处理核污染水排海后宣布的进口管制措施“完全不可接

受”，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7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

应称，中方依据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世贸组织相关规定采取

紧急贸易措施，完全正当、合理、必要。日方应立即纠正错

误行径，切实回应国际社会关切。

何亚东说，中方已多次就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表

明严正立场，并在世贸组织相关会议上和对日贸易政策审议

中多次提出严重关切和质疑，但日本政府仍一意孤行，单方

面强行启动核污染水排海。中方注意到这份书面文件，该

文件重复了日方在委员会上的一贯论调。中方始终支持以

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行

事。日方应反躬自省，立即停止向全球转嫁核污染风险。

为期 3 天的首届非洲气候峰会 9 月 6 日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闭幕。峰会的主题为

“推动绿色增长，为非洲和世界提供气候融

资解决方案”。20 多位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数千名政府官

员、学者等围绕气候危机背景下的非洲立

场、非洲国家应对气候挑战的具体计划以及

扩大气候融资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会议

通过了《非洲领导人关于气候变化的内罗毕

宣言及行动呼吁》（《内罗毕宣言》）。

《内罗毕宣言》指出，非洲拥有世界上最

年轻的人口结构，是世界上人口增长最快的

地区，有巨大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以及丰富

的自然资源。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宣言中建

议，国际社会协助非洲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

能力，从 2022 年的 560 亿瓦提升至 2030 年的

3000 亿瓦。宣言还呼吁建立一个新的融资

架构，以满足非洲的融资需求，并敦促发达

国家兑现相关的出资和技术援助承诺。

峰会上，联合国分享的数据显示，2022
年至 2030 年，非洲因气候变化遭受的损失

预计最高可达 4405 亿美元。联合国非洲经

济委员会的数据显示，非洲大陆要实现 2030
年气候目标，每年需要约 2770 亿美元实施

绿色发展项目，但目前非洲每年的气候融资

仅为 300 亿美元。肯尼亚总统鲁托在峰会

发言中表示，非洲多国发展面临气候变化威

胁，非洲大陆 14 亿民众急需资金和技术支

持。“我们需要利用投资和清洁能源技术降

低经济发展中的碳排放。”他认为，绿色增长

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手段，也是非洲

和世界的重要发展机遇。

肯尼亚环境、气候变化与林业部部长索

依潘·图亚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进入一个

新时代，它不再只是解决环境或发展问题，而

是要在公平正义的背景下解决气候变化所带

来的一系列挑战。“非洲正面临能源转型的关

键时期，非洲需要在全球市场上参与公平竞

争，进一步释放其绿色发展潜力。”图亚说。

发达国家在 2009 年举行的哥本哈根气

候变化大会上承诺每年提供 1000 亿美元资

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但

迟迟未能兑现诺言。峰会期间，多位与会嘉

宾呼吁继续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鼓励国际社

会支持非洲金融机构，帮助包括非洲国家在

内的发展中国家改善宏观经济状况，更好应

对气候变化挑战。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峰会上表示，

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进行改革才能成为发展

中国家的伙伴，才能协助这些国家以公正合

理的方式实现绿色转型。《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在

发言中呼吁发达国家尽快向发展中国家提

供承诺的资金。

首届非洲气候峰会聚焦绿色增长
本报记者 邹 松

美联社 9 月 7 日报道说，美国官方已确认

夏威夷毛伊岛野火灾害死亡人数为 115 人，但

还有更多人下落不明，尚不清楚到底会有多

少人遇难。这场野火灾害至今已造成上万人

流离失所，2200 多栋建筑物被毁，财产损失估

计达数十亿美元，海滨度假小镇拉海纳几成

废墟。

夏威夷野火灾害是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

致死人数最多的野火。美国媒体指出，灾害

本身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官方应

对灾难不力、救援迟缓又给受灾民众带来二

次创伤。《纽约时报》刊文表示，灾情初期的

“震惊与悲痛已逐渐被对政府应对的愤怒与

质疑所取代”。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自己的家”

距离野火灾害发生已经一个月，毛伊岛

上被烧毁的建筑、树木依旧随处可见，被烟熏

黑的残垣断壁触目惊心。

8 月 8 日，野火开始在毛伊岛蔓延，拉海

纳镇在野火中受损严重。“当时，地面上满是

火焰，许多人被迫跳到海水中逃生。”幸存者

迈克·奇基诺想起灾难发生时的场景仍心有

余悸，他和妻子跳进海里，支撑了 3 个多小时

才得以脱险。他说：“这是我们目前人生中最

可怕的经历。”

目前，拉海纳的大火已得到控制，库拉、

奥林达等毛伊岛内陆地区的火势大多也被控

制。毛伊县消防部门表示，完全扑灭大火还

需要一些时间。毛伊县紧急事务管理局临时

局长达里尔·奥利韦拉表示，“我们已经完全

结 束 了 搜 索 任 务 ，开 始 进 入 下 一 阶 段 的 工

作”，包括美国环境保护局需要开展危险废物

的清除，如石棉、含铅油漆等建筑材料在燃烧

后产生的有毒物质，火灾烟雾可能留下的有

害化学物质。

夏威夷今日新闻网报道说，居民仍不能

返回拉海纳受灾地区，各方正制订一项居民

安全返回的计划。当地居民格里贝拉赫说，

自己现在只能跟亲戚住在一起，“大火摧毁

了 一 切 ，我 不 知 道 什 么 时 候 才 能 回 到 自 己

的家”。

此次野火灾害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美国

评级机构穆迪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大火给毛

伊岛造成的财产损失在 40 亿到 60 亿美元之

间，这一数据只反映了大火对实物资产造成

的损失，并不包括大火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应

对火灾支出及社会成本等。

毛伊岛是夏威夷群岛第二大岛，岛上人

口 超 过 10 万 。 拉 海 纳 曾 是 夏 威 夷 王 国 首

都 ，有 不 少 历 史 文 化 遗 迹 。 旅 游 业 收 入 占

到 毛 伊 岛 经 济 总 收 入 的 80%左 右 。 火 灾 对

当 地 旅 游 业 及 民 生 造 成 重 大 打 击 ，申 领 失

业救济的人数激增。毛伊岛一家潜水公司

负责人哈维尔·坎泰洛普斯说，野火灾害发

生后，毛伊岛生意大幅下滑，他已经不得不

解雇 40%的员工。当地官员表示，毛伊岛的

灾 后 经 济 复 苏“ 长 路 漫 漫 ”，旅 游 业 重 现 活

力困难重重。

“公共事业机构数十
年来一直忽视对电网的维
护和改善”

据美国媒体报道，除自然因素外，此次火

灾损失超出预期，暴露了当地在灾害应对准

备上的不足。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前局

长迈克尔·布朗称，政府对火灾的应对“是一

个可悲的失败”。

美国夏威夷电气公司最近表示，8 月 8 日

发生的第一起火灾是由强风吹落的电线引起

的，工作人员在起火后去现场进行了维修。

毛 伊 县 消 防 局 报 告 火 势“ 百 分 之 百 得 到 控

制”，随后离开了现场。结果在同一地区又发

生第二起火灾，大火向拉海纳蔓延。据路透

社报道，毛伊县政府日前起诉夏威夷电气公

司，认为该企业因疏忽未能及时断电，进而导

致灾难性火灾。

美联社的文章说，夏威夷电气公司的 6 万

根电线杆大部分是木制的，许多已经倾斜而

且接近设计使用寿命。相关文件显示，这些电

线杆是按照“一种过时的 20 世纪 60 年代标

准”建造的，远没有达到美国 2002 年的国家标

准。美联社援引一份 2019 年的文件称，出于

其他“优先事项”，更换旧电线杆的工作滞后

了。文件还警告称，如果电线杆“不合格”，将

产生“严重的公共危害”。

夏威夷州号称拥有规模庞大的户外联网

公共安全预警系统，部署约 400 个警报器，提

醒民众注意自然灾害等威胁。然而，此次野

火灾害发生时，警报无一鸣响。当地居民维

尔玛·里德说：“我们身后的大山着火了，却没

有人告诉我们……你知道我们何时才意识到

是野火吗？当大火蔓延到我们街对面。”《纽

约时报》的文章指出，人们越来越多地质疑官

员们没有更早地向民众发出警告，更早地安

排撤离。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说，5 年前拉海纳

曾发生野火烧毁少量房屋，当时居民们就撤

离路线阻塞、电线漏电威胁以及没有听到警

报等问题提出了关切，“可是却被完全忽视，

因而错过了挽救拉海纳的机会。”

《纽约时报》的文章称，在野火灾害发生

前 ，夏 威 夷 电 气 公 司 就 曾 被 警 告 其 系 统 脆

弱。有能源专家说，这家公共事业公司明知

需要升级电力设备，却未付诸行动。“在美国

许多地方，公共事业机构数十年来一直忽视

对电网的维护和改善，监管机构和立法者也

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政府不作为导致全
美多地火灾危险日益加剧”

路透社报道说，9 月 4 日，一名在火灾中

丧失女儿的父亲对夏威夷州和毛伊县提起

了诉讼，指控政府的严重疏忽导致拉海纳被

大火摧毁。诉讼称，当地州、县政府有责任

定 期 清 理 当 地 干 燥 的 植 被 来 降 低 野 火 风

险。目前，夏威夷电气公司也面临 10 余项民

事诉讼。

《纽约时报》报道说，许多居民对美国联

邦、州和地方政府的迟缓反应感到沮丧。美

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灾害发生后，幸

存者不仅饥肠辘辘、缺乏食物，而且也没有得

到官方指导。当地灾民埃迪·加西亚说：“美

国政府的救援行动让我们感到失望。”奇基诺

批评说，“我们觉得他们只是把责任推到其他

地方，回避问题。美国各级政府官员应该提

高工作透明度。”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专家马克·约菲指

出，夏威夷野火灾害应对“肯定是政府的失

败”。他认为美国政府“表现糟糕”，官方发放

救援物资速度一直很缓慢。美国米塞斯研究

所的康纳·奥基夫指出，“美国政府的失败在

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这场灾难”。

美国《每日信号》网站专栏作家贾勒特·斯

特普曼认为：“致命的夏威夷野火灾害是政

策失败、治理失能的结果。不仅仅是在夏威

夷，政府不作为导致全美多地火灾危险日益

加剧。”

夏威夷野火灾害重建工作缓慢，官方应对不力引发广泛批评—

“美国政府的救援行动让我们感到失望”
本报记者 李志伟

据新华社哈瓦那 9 月 6 日电

（记者林朝晖）中国—古巴生物技

术合作联合工作组第十二次会议

6 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开幕。双方

表示，中古两国在生物技术合作方

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将进一步深

化合作。

古巴副总理佩尔多莫、古巴生

物医 药 集 团 主 席 马 丁 内 斯 、中 国

国 家 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伍

浩、中国驻古巴大使马辉、中古双

方 政 府 及 生 物医药企业代表等约

140 人出席了开幕式。

佩尔多莫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

示，生物技术的潜力可以为人类开

辟一条通往更辉煌、更健康未来的

道路。他说：“我们认识到生物技术

和制药领域的合作在促进中古关系

牢固和繁荣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

伍浩在致辞中说，中古生物技

术合作是传承中古深厚传统友谊、促进两国经

贸合作的重要平台，长期以来得到两国领导人

高度重视。他说：“中古生物技术合作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呈现健康发展良好态势。”

马辉说，中古生物技术合作是中古传统友

谊的新篇章和双边合作亮点。“中古生物技术领

域合作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为

两国经济和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2022 年 11 月，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

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发表关于深

化新时代中古关系的联合声明，明确表示将“加

强在生物技术、卫生等共同关心领域的合作，造

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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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希航运金融研讨会在希腊举办

新华社雅典 9月 6日电 （记者陈占杰）中

国驻希腊大使馆和希腊航运金融协会 6 日在希

腊比雷埃夫斯联合举办中希航运金融研讨会，

中希两国官员及航运、金融界 70 余名代表就航

运金融交流合作与商机分享、航运贸易发展等

议题深入交流。

中国驻希腊大使肖军正在致辞中表示，航

运金融对保障航运业健康经营和全球供应链稳

定至关重要。中希同为世界航运大国，中方愿

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为契机，同希腊

朋友一道，共享航运金融发展机遇。

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任生俊指出，中国进

出口银行累计支持希腊船东在华订造各类船舶

百余艘，提供融资及保函金额数十亿美元。下

一步，中国进出口银行将在“一带一路”倡议合

作框架下继续推进中希航运金融合作。

希腊航运金融协会主席克西拉扎基斯说，

希中两国航运合作源远流长，航运金融合作进

展顺利，期待双方进一步深化友好交流合作，实

现互利共赢。

希腊央行副行长佩拉吉迪斯表示，面对复

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希方真诚期待两国持续深化友谊，全

面拓展合作。

由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承建的尼日利亚拉各斯轻轨蓝线项目一期日前开通商业运行。项目一期全长 13 公里，包括 5 个车站，是第

一条穿越拉各斯西部人口稠密地区的铁路基础设施，预计每天运送 17.5 万名乘客。图为拉各斯轻轨蓝线项目一期运营的列车。

埃马纽埃尔·奥索蒂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