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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3·11”地震周年大事记

虽然日本大地震已过去一年，但灾区的

重建工作进展缓慢。《读卖新闻》日前进行的

一项关于灾区重建情况的全国舆论调查显

示， 有 72%的日本民众认为灾区的重建工作

没有取得进展。

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说， 日前，

他再次前往岩手县时，遇到了该县东南部城

市陆前高田市市长户羽太先生， 市长说，他

们在等待中央政府的重建方案。

新城区的建设需要大笔资金，灾区的企

业几乎全毁了， 灾民又没钱缴纳市民税，作

为地方政府， 今后几年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因此根本没有钱自己动手来建设新城。

而国家财政已经连年赤字，日本政府每

年都需要靠发行债券向国民借钱过日子，实

在没有钱来重建灾区。 徐静波说，这也是日

本大地震过去一年、灾后重建依然“按兵不

动”的一大主因。

2012 年这个夏天，注定将成为日本人最

关心核电的夏天。 因为，到了 4 月份，整个日

本就无法再依赖核能发电了。 福岛核能事故

发生后，基于安全问题，日本国内的 54 个反

应堆只剩下 3 个在运作， 而最后的这 3 个也

将于今年 4 月关停，以实施定期检查。

粗略估算，核危机发生前，核能发电占

日本总发电量的 30%。 如今彻底抽离这 30%

的发电量，对于整个日本的经济、生活将产

生影响。 媒体估计，到了七八月份，关西地区

一带将至少面对 11 天的电力不足。 而在东

京首都圈， 节电战已经打响：LED 节能灯泡

兑换券，可节能限电的电脑软件等，都成为

东京最热的节电话题。

目前，日本核电关停后的巨大缺损将不

得不依靠火电来弥补。 统计称，关停 54 个反

应堆后， 日本将必须增加 3 兆日元的燃料费

用于火电， 还将额外排出每年 2.1 亿吨的二

氧化碳。

全面节电与油价高涨将让日本企业界负

担加重， 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为降低成本试

图向海外迁移。全面弃核代价的确太高。对于

当下的日本经济来说，建设一个“无核日本”

的未来，尚未显现。其他替代能源还无法替代

核电。 分析称，日本彻底脱核后，虽然太阳能

和风能可以作为中长期能源规划， 但这些可

再生能源在普及方面价格高昂。在当下日本，

核电依然是相对便宜的能源， 为每度 11.46

日元，而太阳能则为每度 45 日元左右。因此，

迅速弃核后，日本能源将举步维艰。

野田 10 日在《华盛顿邮报》网络版发表

文章，标题为《地震一年后，建设新日本》，介

绍一年来灾区重建、 重振经济和福岛第一核

电站辐射泄漏应对措施。

“3 月 11 日铭刻在日本的集体意识中

……过去 12 个月， 日本取得显著进步。 ”他

说，“我坚信， 这段困难时期必须并且将标志

着日本全面复兴的开始。 ”

他说，设立特别重建区并落实其他“开放

式重建”观念引导下的倡议，灾区将激发新一

轮国内外投资，创造就业机会，推动现有产业

恢复和强化创新。

包括大船渡、陆前高田、东松岛 3 个重灾

区在内， 日本政府计划创建 11 座“未来城

市”，争取建成紧凑型城市，发展使用智能电

网和大规模太阳能发电、离岸风电场的分散、

环境友好型能源生产。

他说，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

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在石油危机后构筑最节

能经济模式， 地震一周年之际，“我们的目标

不仅是使日本恢复到 2011 年 3 月 11 日以

前，更要建设一个新日本。 ”

2011 年

●

3 月 11 日， 里氏 9.0 级地震袭击宫城

县附近海域，地震引发的海啸，触发福岛第

一核电站辐射泄漏。

●

3 月 13 日，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把这

场灾难称作自“二战”以来日本“最严重危

机”。

●

3 月 25 日， 日本警察厅公布， 超过 1

万人遇难。

●

4 月 28 日，日本政府公布夏季节电方

案，要求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商家和客户在暑

期高峰用电期间用电量减少 15

％

。

●

4 月 29 日，因地震停运的东北新干线

50 天后首次全面恢复运营。

●

6 月 20 日，日本国会通过《复兴基本

法案》，标志着重建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

8 月 26 日，国会通过促进可再生能源

特别措施法案。 菅直人宣布辞职。

2012 年

●

2 月 10 日，日本成立复兴厅，专职应

对灾区重建。

●

3 月 9 日，日本警察厅公布，大地震和

海啸致死 15854 人，仍有 3167 人下落不明。

（本报综合）

日本政府与东京电力公司的中长期对策

工作组，在 2 月 21 日召开首次会议，确定了

福岛第一核电站 1 号至 4 号机组报废工作的

日程表，最多将用 40 年时间取出核燃料并拆

除设施，整个过程极为漫长。

特大海啸给灾区留下了海量废墟。 日本

环境省估算，仅宫城、岩手和福岛三县共产生

灾害废墟 2253 万吨，其中已完成分拣、回收

和掩埋最终处理的只占全部的 5.6

％

。但如果

依靠县内设施独自处理，宫城和岩手县仅消

化灾害废墟就分别需耗时 19 年和 11 年。

福岛全境 208 万吨灾害废墟中， 完成处

理的不到 5

％

，20 公里警戒区内的废墟基本

原封未动。

福岛的最大敌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放

射性物质，200 万福岛人的最大战斗是“除

染”———清除、减少环境中的放射性物质。 而

在动辄以数十年、数百年计半衰期的放射性

物质面前，福岛人的抗争显得那么无助。

根据日本气象厅 2 月底发布的数据，福

岛核事故以来，向大气中泄漏的放射性物质

总量已相当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泄漏总量的

30

％

左右。 而根据东京电力公司的说法，至

今，福岛第一核电站仍每小时泄漏 1000 万贝

克勒尔放射性物质。 由于对除污效果存在质

疑，福岛第一核电站周边地区不少民众纷纷

远走他乡。 对于日本而言，大量人口迁移绝

非易事，但随着核事故处理旷日持久，福岛人

口流失问题日趋严重。 研究显示，按照现在

的趋势，30 年后福岛县人口将减半。

日本调查记者铃木智彦发表的新书《黑

帮与核电厂》中爆料，在“3·11”地震及海啸引

发的福岛核电站灾变之后，进入核电站抢修

的“福岛 50 勇士”，其实很多都是黑道找来的

游民及智障者担任临时工。

铃木在书中指出 ，核电站灾变后，由于

抢修太危险，核电站人力不足 ，因此核电站

将抢修工人每天的工资调高到 20 万日元，由

黑道招募游民及智障者担任临时工，但钱几

乎都进了黑道口袋。

铃木去年年中时假扮成工人潜入核电

站 6 个星期搜证，他发现即使穿上防护装备，

工人还是无法降低暴露于高辐射的风险。 铃

木利用手表上的针孔摄影机拍下厂内情况。

书中也指出，地震发生前东京电力公司

就一直丑闻缠身，日本原子能与工业安全局

曾多次发现他们隐瞒安全失误，但最终都不

了了之，这其实都是日本黑社会的“功劳”。

一年前，一场 9 级地震撼动日本列岛，特大海啸横扫日本东北海岸，福岛核

泄漏事故重创日本社会。15854 人死亡，3167 人失踪，至今仍有 34 万余名灾民在

各地避难。 占日本国土面积约 3

％

的地域受困于核污染， 社会财富损失难以估

算。

首相野田佳彦 10 日在美国媒体发表文章，承诺克服地震、海啸和核电站事

故三重灾难带来的挑战，建设“新日本”。 他感谢其他国家的援助和支持，愿意分

享防灾减灾和核电站事故教训。

日本政府当天在东京国立剧场举行“3·11”大地震一周年追悼仪式，明仁天

皇夫妇、首相野田佳彦、地震灾区代表及日本各界代表共约 1200 人出席。

下午 2 时 46 分，一年前大地震发生的时刻，仪式现场全体起立，为地震遇

难者默哀一分钟。

同一时刻，日本全国各地民众也为遇难者默哀一分钟。

日本举行“3·11”地震追悼仪式

首相誓言建设“新日本”

政府计划创建 11 座“未来城市”，大力发展新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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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下月停运全部核电站

福岛 50 勇士 黑道逼出来的？

核事故处理可能需要 40 年

政府缺钱 灾后重建进展缓慢

野田称日本将全面复兴

3 月 11 日，在日本福岛县举行的“3·11”大地震一周年追悼仪式上，一名男子参加集体默

哀。 新华社发（关贤一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