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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首条中欧班列线
路迎来新的喜讯——开行量突破
1 万列！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国际局势动荡、全球流通不畅的
背景下，这个消息振奋人心。作
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合作纽
带，中欧班列蓬勃发展，已成为
畅通中欧贸易的“稳定器”和“加
速阀”。

2011 年 3 月 19 日，从重庆直
达德国杜伊斯堡的中国首条中欧
班列线路“渝新欧”正式开通运
行，中国“钢铁驼队”跨越欧亚大
陆的旅程由此开启。2016年 6月 8
日，中国铁路启用中欧班列统一
品牌，“渝新欧”更名为中欧班列

（重庆）。
开行 11 年来，中欧班列（重

庆）一路疾驰，跑出发展“加速
度”：从最初仅有1条线路到如今拥
有稳定运行线路近 40 条，辐射国
内 59个铁路站点和 29个港口，通
达亚欧近百个城市；从最初运送
单一的 IT 产品到如今货物种类拓
展至智能终端、汽车整车及零部
件、高端医疗药品及器械、邮
包、轻工制品、大宗物资等上千
种，运输货值超 4000 亿元。中欧
班列（重庆）实现一次又一次跨
越，是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的缩
影，展现着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
前行不辍。

中欧班列不停摆、效率高，
形成富有韧性的国际物流供应
链，成为亚欧陆路运输的骨干通
道。目前，中欧班列共铺画了 82
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 24 个国家
的 190多个城市，运输货品达 5万
余种，逐步从“连点成线”走向“织
线成网”，形成一张贯通亚欧的物
流网。今年以来，中欧班列运行
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已连续 26
个月保持“月行千列”水平，去回
程综合重箱率高位企稳，保持在
98%以上的较高水平，全程运行时
间保持在 15—20 天。中欧班列稳
定、可靠、高效的物流服务，传递着
力量和信心，极大拓宽了中欧之间
的贸易往来通道。

中欧班列升级快、动力足，为沿线国家和地区
带去发展新契机，带动中欧合作驶入快车道。开行
以来，中欧班列不仅为沿线国家输送源源不断的“中
国制造”，也将各种各样的欧洲商品捎回中国，促进
了各国之间的经贸合作。近年来，随着中欧班列跨
境电商专列、邮政专列以及“班列+贸易”“班列+超
市”等新型服务业态快速发展，中欧班列运送货物品
类更是不断拓展升级。2021年，中国与中欧班列通达
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 19.8%，不仅带动
了相关产业发展，还催生了许多新的物流、工业、商
贸中心和产业园区，为沿线国家民众提供大量就业机
会和实实在在的便利。

一趟趟横跨欧亚大陆的中欧班列，既架起互联互
通、互利共赢的“黄金桥”，也打通守望相助、休戚与共
的“生命通道”。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空运、海
运不同程度受阻，中欧班列凭借独特优势，一枝独
秀，将大量紧缺防疫物资通过陆路运送到沿线各国。
截至今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发送防疫物资1417万
件、共计10.9万吨，生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欧班列源自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多次向世
界宣示，中国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开放的大门只
会越开越大。今年以来，中欧班列不断拓展新线
路，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力。未来，
伴随中欧班列轰鸣不息的引擎声，中欧贸易将继续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书写更多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塔斯社日前报道称，根据德国天然
气 管 道 运 营 商 Gascade 数 据 ， 7 月 27
日，受另一台涡轮机停止运行的影响，

“北溪—1”管道的天然气供气量已降至
最大运力的 20%。“北溪—1”通气受阻，
对严重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欧洲国家，
如德国、意大利等国产生重大影响。

“北溪—1”通气一波三折

“北溪—1”东起俄罗斯维堡，经由
波罗的海海底通往德国，是俄罗斯向欧
洲输送天然气的主要管道，供应欧盟约
40%的天然气，是国际能源格局中的重
要一环。自今年6月以来，“北溪—1”因
维修相关问题，通气受阻。

据俄新社报道，6 月中旬，俄罗斯
天然气工业有限公司（简称“俄气”）称，
因西门子公司未及时向俄方交付送修的
涡轮机等原因，俄气被迫将“北溪—1”
的输气量减少近 60%，从日均 1.67 亿立
方米降至 6700 万立方米。当时西门子方
面称，涡轮机被送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维
修，但受加拿大对俄制裁影响无法交还。

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
自然资源部长乔纳森·威尔金森7月9日
发表声明称，加拿大已同意将俄罗斯

“北溪—1”天然气管道的一台涡轮机交
给德国。

据俄罗斯《生意人报》披露，涡轮机
原定于7月23日从德国经由芬兰发往俄
罗斯，但因俄气缺乏必要文件没有成
行。目前涡轮机仍在德国，如果俄气能
够提供所有通关文件，涡轮机有望本周
运往俄罗斯。

俄欧美加多方博弈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表示，
美国支持加拿大将维修过的“北溪—1”
天然气管道的涡轮机部件送回德国的决
定，此举旨在确保能源持续流入欧洲，
以应对俄乌冲突爆发后出现的天然气
短缺。

“俄罗斯的核心诉求就是通过‘北溪
—1’维修和通气问题，向西方对俄罗斯
能源制裁政策施压，迫使欧洲在对俄罗
斯能源制裁方面做出调整，从而缓解西
方制裁对俄罗斯的压力。”中国人民大学
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闫瑾接受本
报采访时指出，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
家，因对俄罗斯天然气需求难以替代，
主张加拿大应尽快归还修理好的天然气
管道涡轮机，并持续向加拿大施压。而
乌克兰一再反对，认为返还涡轮机是向
俄罗斯低头，破坏对俄制裁形势。“北溪
—1”未来能否正常通气，取决于俄罗斯、
欧洲、美国、加拿大多方博弈的结果。

欧洲面临多重困境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俄罗
斯将“北溪—1”产能降至 20%，在大西
洋两岸引发恐慌，因为这可能导致即将
到来的冬季出现严重天然气短缺。

闫瑾分析，在经济层面，德国等欧
洲国家能源储备不足，在过冬燃气储备
方面可能面临短缺难题。油气价格上涨
还会加剧欧洲已经高企的通货膨胀，给
经济的恢复发展带来更大困难。

在政治层面，德国若要彻底摆脱对
俄罗斯的能源依赖，需重新审视德国的
能源政策。在可再生能源难以快速替代
化石能源的当下，因俄罗斯天然气供应
减少，德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其超前的新
能源政策。这给德国社民党、绿党和自
民党组成的二战后首个三党联合政府造
成新的不确定性，甚至可能引发内部矛
盾分歧。

在社会层面，面对高涨的能源价
格、被压缩的能源用量、即将到来的寒
冷冬天、不断攀升的通胀、困难的就业
形势，德国等欧洲多国民众的不满情绪
日趋上升，更倾向于在道义上支持乌克
兰和维护自身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点。未
来，能源短缺有可能加剧一些欧洲国家
政局动荡。

批准核污水排海计划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东电有关
福岛核电站事故后的核污水排海计划，
福岛县废堆安全监视协议会 7 月 26 日同
意了专家等提交的报告书草案，该草案
结论为“东电提出的对策可以确保周边地
区的安全”。

日本核污水处理难题已困扰日本社会
10余年。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
域发生 9.0 级地震并引发特大海啸。受地
震、海啸双重影响，福岛核电站大量放射
性物质泄漏。持续冷却堆芯的作业以及雨
水、地下水流入反应堆设施产生了大量核
污水，并在不断增加。截至 2021 年 4 月，
已储存约130万吨核污水，且每天新增140
吨。东电称，到2022年秋季，现有储水罐
将全部装满，且无更多空地用于大量建设
储水罐。

2021年 4月 13日，日本政府决定将福
岛核电站大量核污水经过滤、稀释后排入
大海。当年12月，东电提交福岛核电站核污
水排放计划审查申请。根据计划，东电将用
大量海水稀释核污水，使处理水中氚这一
放射性物质的活度低于国家标准的 1/40，
再通过新设的海底隧道排放至约 1 公里外
近海。核污水全部排完预计需要几十年。

然而，核污水排海并非解决福岛核电
站核污水问题的唯一可行方案。此前，日
本经济产业省围绕福岛核污水处理问题进
行过多次讨论，提出了包括蒸发释放、电
解排放稀释入海、地下掩埋以及注入地层
等多种方案。但日本最终选择了核污水排
海这一“成本最低、最易操作”的方案。

据《东京新闻》报道，今年 5 月，日本
原子能规制委员会已对东电提交排放计划
的“审查书”草案进行确认，认为内容没有
问题，之后进入公开征集意见环节。公开
征集到的 1200多份意见中，有 670份是技
术层面的意见。尽管如此，原子能规制委
员会 7月 22日仍对东电的核污水排海计划
予以认可，正式批准该计划。此后，东电
只需获得福岛县等地方政府的同意，即可

正式实施排放计划。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是福岛核电

站事故发生后专门成立的机构，既是一个
学术机构，也兼具行政职能，相当于日本
核监管方面的最高机构。福岛核电站事故
发生后，核污水不断增加，储存和处理核
污水的成本持续升高，也给福岛当地核灾
难后的重建工作带来影响。因此，日本政
府必须解决核污水排放相关问题。但目前
的核污水排海计划并没有获得国内外认
可，尤其在受该计划冲击较大的渔业、旅
游业等领域，日本国内存在强烈的反对声
音。接下来，该计划能否获得地方政府的
支持，仍需进一步观察。”中国政法大学东
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孙承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说。

国内外持续强烈反对

日本核污水排海计划自公布以来，就
遭到福岛县渔业协会和日本全国渔业协会
联合会等组织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6
月23日，刚刚出任日本全国渔业协同组合
联合会新任会长的坂本雅信说，福岛核污
水排海计划未得到日本全国渔业从业者和
国民的理解，他对这一计划表示反对。

日本龙谷大学政策学部教授大岛坚一
认为，日本核污水排放入海引发周边国家
担忧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是利益攸关
的事情，应该听取中国、韩国等国家的意
见，排污入海并不是日本能够单独决定的。

中国、韩国、俄罗斯、菲律宾、太平
洋岛国等受日本核污水排海计划影响的周
边国家都在密切关注该计划推进情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一年多来，
日本政府与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始终没有对
福岛核污染水排海方案正当性、核污染水
数据可靠性、净化装置有效性、环境影响不
确定性等问题作出充分、可信的说明。在国
际原子能机构尚未完成全面评估的情况
下，日方仍持续推进排海方案审批进程和
排海工程建设。日方这种罔顾国内民意和
国际关切的做法十分不负责任。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 7月 22日表

示，对日方核电监管机构正式批准福岛核
电站排污入海表示忧虑。7月 26日，韩国
总统尹锡悦表示，日方应向周边国家透明
地公开信息，并征得相关国家同意。

今年 7 月，太平洋岛国论坛外长会发
布文件称，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可能
会产生跨代际影响，太平洋岛国人民对此
有重大关切。外长们审议了论坛独立专家
小组提出的科学咨询意见，专家指出，日
方提供的数据和信息不足以做进一步安全
评估。

“在日本核污水排海问题上，中国一
贯主张在与利益攸关方和相关国际机构充
分协商并达成一致之前，日本不得擅自启
动核污水排海。作为核污水排海的利益攸
关方，中国的主张符合国际法原则，也有
理有据。人类此前没有核污水大量排海的
先例，对该计划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无法
预知，而后果有可能对海洋环境和周边国
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基于这一点，中国
有必要在排污行动发生前充分表达意见，
向日本不断施压，阻止日本继续推行不负
责任的处理方案。其他相关国家也有充分
理由对此发表批评看法，也可以组成国际
合作团队，共同对日本核污水处理问题进
行监督。”孙承说。

费尽心机逃避国际责任

为安抚国际社会，日方极力宣扬排放
的所谓安全性。日本表示，使用名为“多
核素去除设备”（ALPS）的过滤设备，可以
过滤掉62种放射性物质。该设备难以去除
的氚，将被稀释到远低于日本国家标准的
浓度后排入海中。

然而，东电在福岛核事故处理方面的
诚信记录已是“前科累累”。日本媒体曾查
出，福岛核污染水中除氚以外，还有多种
放射性物质超标。东电也承认，经 ALPS
处理的核污染水有 70%以上不符合排放标
准，需要再次过滤。

在日本核污水排海计划的安全性上，
全球科学界频频发出批评声音。公开资料
显示，如果人类持续暴露在氚辐射下，可

能会导致细胞死亡和 DNA 损伤。德国海
洋科学研究机构指出，福岛沿岸拥有世界
上最强的洋流，从排放之日起57天内，放
射性物质就会扩散到太平洋的大半区域，
3 年后美国和加拿大将遭到核污染影响，
10年后蔓延到全球海域，影响全球鱼类迁
徙、远洋渔业、人类健康、生态安全等方
方面面，对人类社会和海洋生态环境健康
的潜在威胁难以估量。

面对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和批评，日
本希望借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增加国内
外舆论对核污水排海计划的理解和支持。
今年2月，IAEA调查团抵达日本，进行对
核污水排放计划的首次实地调查。调查团
将于下半年再次验证最新的实施计划，并
在排放开始前公布结论和综合报告。

“日本深知，若与周边国家协商解决核
污水排放问题，日本将面临周边国家对核
污水排放标准的严苛要求和漫长的协商过
程，承受巨大的国际压力，日本不愿在核污
水处理问题上与周边国家‘纠缠’。而日本
对IAEA有较大影响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对
日本核污水排海持‘隔岸观火’的默许姿
态，这些因素纵容了日本对核污水问题采
取不负责任的处理方式。”孙承说。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副院
长孔令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
是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
担负公约第十二部分规定的保护和保全海
洋环境的一系列义务。

具体而言，日本要按照国际通行标
准、程序和做法，全面、系统、准确评估
核污水排海计划的影响，需要向可能受到
影响的国家进行通报，提供必要的信息，
并与这些国家就环评程序和结果以及避
免、减轻、消除影响的措施进行坦诚磋商，
充分交换意见。这是一套非常严格的程序
义务，日本绝不能自己干，不能自己认为不
存在风险就没有风险，也不能以其已经与
IAEA就核事故处置进行了密切合作甚至借
IAEA认为向海洋排放核污水符合国际惯常
做法，就声称本国不需要履行这些涉及环
境生态影响的程序义务了。任何可能受到
日本核污水排海计划影响的国家，均有权
利要求日本履行上述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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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象 台日本执意“排污入海”害人害己
本报记者 高 乔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7月22日，日
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正式批准了东京
电力公司（简称“东电”）福岛第一核电
站（简称“福岛核电站”）事故后的核污
水排海计划。东电将在获得地方政府
同意后开始全面建设核污水排放设
施，排污计划预计在2023年春季启动。

自 2021年 4月决定将福岛核电站
核污水排入大海以来，日本政府不顾
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一
意孤行推进“排污入海”进程。如今，
核污染水排海计划在实施程序上再进
一步，引发广泛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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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 7 月 28 日公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
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下
滑0.9%，这是美国经济连续两个季度萎缩。

图为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家超市。
沈 霆摄 （新华社发）

美国二季度经济萎缩0.9%
环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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