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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核电———从福岛核事故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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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容否认的严重核灾难

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日本东北部发生里氏９级特大地震并引发大海啸，临近地区核电安危立即引起人们

的极大关注。在事态尚不明晰的情况下，中国华润集团核专家李金英即时发表看法，“安抚”中国公众：

　　这次日本发生的地震震级很强，目前根据网上和菅直人发表的言论来看，对日本的核电站影响不

大，核电站有部分在地震发生之后自动的停堆，自动停止了反应，另外部分的也全部关闭了，这在核电站

的设计过程当中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它的安全问题。遇到特殊情况核电站自动保护系统就会启动。马上

停堆不会有放射性的东西泄漏出来，从目前网上的消息和报道的情况来看，日本这次地震之后对它的电

站应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也肯定不会有放射性的东西泄漏出来。

……

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日本在建设电站的时候就充分的考虑了如何来应对强大地震对电站

造成的影响，因此在它除非是在特别震区，但是这一次它在海面上离陆地还比较远，因此对电站没有实

质性的影响。刚才问的国际资本也好，投资方也好，是会关注的。但是电站没有破坏性的影响，经过一

段时间的检修和诊断之后，做了评估之后，如果没有问题可以继续开堆运行，如果有问题可以整治。［１］

不能否认李金英“安抚”中国公众的善意想法，但这种“安抚”不能建立在盲目乐观和无视后果的基础之

上。第二天的事态发展就完全反驳了这种善意的“安抚”：

　　１２日早晨：因地震而自动停止运行的福岛第１核电站正门附近辐射量升至通常８倍以上。

１号机中央控制室辐射量是通常的１０００倍。

１２日上午：福岛第１核电站正门附近核放射量比早晨７时４０分激增７３倍。

第１和第２核电站的６个机组的水温超过１２０度，并且继续上升。

１２日下午：福岛第１核电站１号机内传出爆炸声，并冒出白烟，厂房外墙和屋顶在爆炸中受损，４名工作

人员受伤。

１号机周边检测出放射性物质铯和碘；２号和３号机组发生险情。

１２日晚上：日本官方将福岛核电站附近居民疏散半径扩大到２０公里。

之后，事态不断恶化，核事故越来越严重：

　　３月１４日：第１核电站２号机燃料棒完全露出水面，反应堆芯处于空烧状态。

３号机发生氢气爆炸，造成１１名抢险人员受伤。

第１核电站正门附近首次检测到中子辐射。

　　３月１５日：２号机安全罩压力控制池发生爆炸，反应堆容器出现部分破损；３号机再次发生爆炸；４号机

发生氢气爆炸，造成更多放射物泄漏；４号机废料池水温度过高，水位下降，燃料棒过热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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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核物质飘至东京，各国驻东京大使馆纷纷敦促本国国民尽速离开日本或日本关东地区。

日本重灾区民众投奔东京亲戚，而东京居民则开始南迁。

欧洲能源专员冈瑟·厄廷格（ＧｕｅｎｔｈｅｒＯｅｔｔｉｎｇｅｒ）认为，日本政府“几乎失去了对福岛核电

站的控制”。

　　３月１６日：１号机核燃料可能已损毁７０％；２号机燃料棒可能有１／３左右受损；３号机氢气爆炸，产生高

浓度核辐射量，废料池水温升高到危险程度；４号机及其废料池起火；５号和６号机废料池温

度升高。

法国政府称，日本已对福岛核电站失去控制，敦促在东京的法国人离开日本，或前往日本南

部地区。

美国五角大楼发出通知，要求在日本参加救援的美军士兵必须处于距离福岛核电站８０公里

之外的区域。

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俄罗斯将疏散在东京的外交人员家属和经商者。

德国政府建议其公民暂时撤离东京和日本北部地区。

　　３月１８日：２号机上空冒出白烟，掩埋被认为是阻止灾难性辐射外泄的唯一办法。

日本官方将核泄漏事故等级从４级提升至５级。

　　３月１９日：大约３／４日本农产品遭到核辐射污染。

越来越多的首都圈居民前往名古屋、大阪、福冈等地“避难”。

　　３月２０日：日本政府表示，福岛第１核电站不再合适重新启用，最终将被“废弃”。

　　３月２１日：２号和３号机冒出浓烟，工人暂时撤离。

福岛、茨城等４县原奶和蔬菜等放射性物质含量超标，政府限制其上市。

　　３月２２日：２号和３号机再度冒烟；２号机核废料池温度接近沸点，覆在燃料棒上的锆可能熔化并爆炸；

３号机冷却水池可能出现较大龟裂，漏水问题严重。

　　３月２４日：冷却用海水蒸发导致大量盐分沉积，可能阻碍核燃料降温并导致其融化。

机组内受污积水灼伤两名工作人员。

英国《新科学家》周刊认为，日本放射性尘埃泄漏量接近切尔诺贝利。

美国智库认为，此次事故可能达到７级。

　　３月２５日：３号机地下室积水放射物浓度比正常水平高出１００００倍；１号、２号、４号机发现类似积水。

　　３月２６日：１号机地下室积水４０厘米，２号机积水１００厘米左右，３号机１５０厘米，４号机８０厘米。福岛

第１核电站排水口附近海水放射性碘超标１２５０倍。

　　３月２７日：２号机建筑物内积水放射物超标１０００００倍。

美国马萨诸塞州发现源自日本核泄漏的微量放射性核素碘１３１。

　　３月２８日：５、６号机排水口附近海水放射性碘超标１１５０倍。

美国至少已有１５个州发现来自日本核电站的微量辐射物。

　　３月２９日：美国、冰岛、芬兰、法国、瑞典、韩国、土耳其、俄罗斯、加拿大、菲律宾等国相继宣布监测到日

本福岛核电站事故释放的微量放射性物质。

日本首相菅直人表示日本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危机。

　　３月３０日：福岛核电站附近海域放射性碘超标３３５５倍。福岛第１核电站全部机组被宣布报废。

　　３月３１日：福岛第１核电站排水口附近海水放射性物质超标４３８５倍。１号机涡轮机房附近地下水放

射性物质浓度超标１００００倍。距该核电站半径３０至４５公里区域内多处地点核辐射超标。

　　４月１日：中国内地除西藏外，均监测到来自日本核事故的微量放射性核素碘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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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月４日：福岛第１核电站开始向太平洋排放总量为１．１５万吨的“低放射性污水”，以便为更多“高放射

性污水”腾出储藏空间，超标１００００倍的放射性污水以每小时７吨的流量进入太平洋。日本

排污引起韩国、俄罗斯等国的强烈抗议。

　　４月６日：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长服部郁弘前往东京电力公司总部，抗议向大海排放含有放射性

物质的污水。

　　４月９日：中国内地除云南外，均在蔬菜中发现微量放射性核素碘１３１。

　　４月１２日：日本官方将福岛第１核电站核泄漏等级由５级提高到最高的７级。

福岛第１核电站３０公里外的福岛县土壤和植物中检测出微量放射性核素锶。

　　４月１６日：福岛第１核电站附近海水放射性物质含量激增，碘１３１含量超标６５００倍，铯１３４、铯１３７含

量也超标４倍以上。

　　４月２９日：茨城县近海超过２００米深处海水中检测出微量放射性核素碘和铯。

　　５月２日：未受地震、海啸袭击的敦贺核电站２号机发现放射性碘含量超过１周前检测数值１３３倍。

　　５月３日：距福岛县南相马市岩泽海岸约３公里海底海泥中，检测出高于正常值１０００倍的放射性碘和

放射性铯，福岛第１核电站附近海域海泥受到严重的核污染。

　　５月６日：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宣布敦贺核电站２号机将停止运转。

　　６月６日：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发布评估结果，福岛核事故最初１周向大气释放的辐射物质活度上调

至７７万万亿贝克勒尔。

　　６月７日：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团发布调查报告，福岛第１核电站反应堆燃料棒可能已经熔穿压力容

器，外围安全壳面临遭熔穿的严重风险。

　　６月１０日：远离受损福岛第１核电站的地方出现污染加剧的新“辐射热点”，日本政府下令疏散更多受

辐射影响居民。

……

二、中国的核电站能让人安心吗？

在日本福岛核事故之既成事实无法否认的情况下，中国核电专家又就中国核电问题“安抚”公众：

　　据中广网３月１２日报道，辽宁红沿河核电站的技术专家认为，本次日本强震对建设中的红沿河核

电站没有丝毫影响。我国核电站选址充分考虑了地震和其他自然灾害因素，在工程设计和建设时，采取

了防抗强地震方面的有效措施，具备较高自然灾害防御能力。同时，红沿河核电站充分考虑了预防海啸

等灾害因素，可抵御６．５米左右的海浪。辽宁红沿河核电有限公司已编制针对包括地震灾害在内的自

然灾害的应急预案《辽宁红沿河核电基地总体应急预案》。公司建立健全了应急准备体系，贯彻“安全第

一、常备不懈、以防为主、快速响应”的应急工作方针，不断增强风险意识，坚持预防、预警、应急救援与处

置相结合，完善应急工作机制，已做好应对包括地震灾害在内的自然灾害的各项应急准备工作。［２］

当日中广网又报道，日本地震未对中广核在运核电站安全造成影响。中广核充分考虑了地震等灾

害因素，严格按照国际和国家标准执行，并通过了国家核安全局严格的厂址安全评审。各厂址附近地壳

安全稳定，发生强震概率非常低。中广核建立了完善的核应急体系，对专设安全设施严格按照法规要求

进行定期试验，以确保处于良好状态；定期举行应急演习，以提高应对灾害的能力，确保核电站安全及周

边环境不受影响。［３］

以上就中国核电所给出的安全理由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中国核电站充分考虑了地震因素，采取了避震、

防震或抗震的有效措施；中国核电站充分考虑了海啸因素，红沿河核电站可抵御６．５米左右的海浪；中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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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编制或建立了严格的安全法规和完善的应急体系，做好了应对自然灾害的准备工作。

但是，日本核电站难道就没有具备这三个方面的安全措施吗？

日本核电站已经充分考虑了应付强震的问题，地震发生后核电站已经自动停机。但是，在核电站已经停

机的情况下，还是发生了核泄露。

当然，后来的情况表明，日本福岛核电站的核泄露主要是由于海啸导致的。但问题是，日本福岛核电站

当初设计的时候同样也考虑到了海啸因素，为什么没有避免海啸所导致的核电事故呢？

福岛第１核电站当初设计时，假想海啸为５米，没有想到３．１１大地震所引起的海啸远远超出了当初的

假想，至少达到了１４米。实际上，不仅福岛第１核电站预防海啸的标准过低，３．１１特大地震后，日本对全国

５４座商用核电站进行风险调查的结果显示，所有核电站都无法抵御１０米以上的海啸袭击。

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按照设计，红沿河核电站可抵御６．５米的海浪。但是，有谁能够保证它不会遭

到高于６．５米的海浪呢？中广核所处位置地壳稳定，但是，又有谁能够保证那里一定不会发生强震呢？

当然，还有最后一招“撒手锏”，即，当灾害真的来临时，启动应急体系，展开救灾工作。但在谈论救灾工

作时，核灾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这种最后的“撒手锏”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撒手锏”。另外，在救灾过程中，还会

不可避免地面临一系列问题。

以这次日本福岛核事故为例，所面临的问题包括：

其一，收集、监测和评估核辐射及污染基准数据既急迫又艰难。

其二，日本核电监管复杂而低效。事故初期，日本政府发布信息混乱、前后矛盾，协调能力不足，错过了

解决问题的最好时机。

其三，救灾过程中，不能保证每个人都遵守规则。比如，在日本政府要求停止出售千叶县香取市所产菠

菜之后，仍有部分农户无视政府规定而向蔬果批发市场出货。

其四，东京电力公司因担心核电机组报废致使长年投资化为泡影，没有及时向反应器喷注海水，错失遏

阻灾变的黄金时间。即使及时向反应堆内注入海水，这种措施也是铤而走险，会导致严重后果。

其五，当反应堆失灵时，要控制释放出来的能量极其困难。在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尝试多种方法屡屡受

挫之后，有人提议仿效前苏联应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做法，用混凝土封存整个机组。但贸然封堆可能使

状况恶化，向反应堆倾倒大量混凝土或其他材料可能破坏反应堆压力容器，致使更多放射性物质泄漏；封堆还

可能使机组内的乏燃料棒水池加速升温，所积聚的热量可能破坏水池混凝土底板，以致泄漏更多放射性物质。

其六，救灾过程中，工作人员不可避免地要暴露于核辐射之下。

其七，核事故一旦发生，对环境的放射性污染将是长期的。

其八，核事故本身更是非常复杂，需要长期处理。单单消除和清理福岛核电站的核废料就可能需要１０

年以上的时间，要想使其核燃料棒完全恢复安全状态，甚至可能需要１个世纪的时间。

其九，严重的核事故一旦发生，就会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并严重影响更多人的生命健康和正常生活。

其十，核事故会像恐怖袭击一样，触及公众意识深处的恐惧。

三、技术因素与技术问题

日本福岛核事故中一个关键性的技术难题是反应堆的冷却问题。强震之后，反应堆冷却系统发生故障，

外部供电停止，应急柴油发电机受海啸影响而无法运转，使得堆芯冷却水位急剧下降，堆芯露出水面。结果

就是，因反应堆无法有效降温而导致堆芯熔化，造成放射性物质泄漏。

对此，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陆启洲认为，中国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说：日

本受影响核电站采用的是第二代核电技术，最大问题就在于遇紧急情况停堆后，须启用备用电源带动冷却水



１２　　　
第１３卷 第３期

２０１１年６月

Ｖｏｌ．１３　Ｎｏ．３

Ｊｕｎ．２０１１

循环散热。但是，我国正在沿海建设并将向内陆推广的第三代ＡＰ１０００核电技术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其采

用“非能动”安全系统，就是在反应堆上方顶着多个千吨级水箱。一旦遭遇紧急情况，不需要交流电源和应急

发电机，仅利用地球引力、物质重力等自然现象，就可驱动核电厂的安全系统，巧妙地冷却反应堆堆芯，带走

堆芯余热，并对安全壳外部实施喷淋，从而恢复核电站的安全状态。“打个形象的比喻，‘非能动’系统就像抽

水马桶一样，上面顶着大水箱，不靠能源动力。”［４］

但是，陆启洲的这种“自信”是缺乏根据的。第三代核电技术确实比第二代技术的安全系数高，但并不说

明它一定就能完全解决堆芯冷却问题。可能发生的状况包括：水箱本身是否被震坏以至于无法发挥作用；即

使水箱可以使用，在停机之后，反应堆会长期产生热量，水箱中的水是否能在采取其它人工措施之前足够使

用；甚至，核电机组在强震之后是否根本就无法停机，以至于再完善的水冷却设施都毫无用处，并迅速导致核

爆炸；等等。另外，在遭遇特大地震的情况下，核电站所可能面临的也并不仅仅是堆芯冷却问题。赵光瑞就

认为，第三代核电技术还没有经历过特大地震的检验，即使能够解决冷却问题，也还有其它可能的问题存在，

比如“地震可能造成的物质互撞、设备毁坏、火灾等”。所以，“在日本刚刚发生特大地震之后，我们的核电企

业领导人，就立即自信地发表如此言论，是很不严肃的，也是缺乏科学根据的。”［５］

中国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张国宝又从三个方面给出中国核电安全的理由：其一，福岛核电站采用的沸水堆

只有一个蒸汽回路，在排放蒸汽减压时，只能排放一回路中含有放射性的蒸汽。中国核电采用的是压水堆，

需要排放减压时，蒸汽是从二回路出来的，已经不含放射性物质。其二，福岛核电机组之所以发生氢气爆炸，

是由于燃料棒包壳锆和水发生锆水反应产生氢，氢气积聚厂房顶部，老式反应堆没有除氢装置，引起爆炸。

中国核电的新式反应堆是压水堆，有氢复合装置，使氢又复合成水，不至于产生爆炸。其三，中国核电压水堆

有蒸发器，其中的水也可以带走一部分热量。总之，如遇福岛地震、海啸这样的极端情况，压力堆的抗灾能力

要优于沸水堆。［６］

张国宝所给出的理由集中于解决受到放射性污染的蒸汽、氢气爆炸以及降温等问题，但这些措施同样不

能给出彻底的安全保障。最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压水堆回路、除氢装置和蒸发器等设备都在强震中遭到破

坏，所有这些安全措施就都不再是安全措施了。

也许有人会说，假定核电设备在强震中损坏是没有道理的，这些设备都应该是严格按照标准生产出来的

合格产品，并且能够得到定期的检查。

但是，严格按照标准生产出来的合格产品就一定不会在强震中受到损坏吗？能够抗击７级、８级地震的

设备遇到９级地震时又将如何呢？谁又能保证将来不会发生９级以上的地震呢？况且，即使是能够抗击８

级地震的设备，遇到８级地震时，也未必不会损坏。因为设备总是会老化的，设备也总是由人生产出来并由

人使用的，而人总是会出现问题的。

在日本３．１１特大地震后，美国对其核电厂及相关设备的检查表明：在全国１２４处监测仪中，有大约２０

处已损坏，更有不少核电厂存在设备老化以及不能如实报告设备故障等问题。据联合早报网最新报道，美国

商业核电站许多地下管已埋了几十年，从未进行过检查，而且要进行维修和更换都很麻烦，结果受到腐蚀，导

致３／４核电站出现氚放射性泄漏，其中有的泄露浓度超标几百倍。
［７］

我们的核电厂能够绝对避免美国的这些问题吗？

此外，一种新型的球形燃料反应堆技术被认为是对中国核电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持。这种球形燃料反应

堆使用许多台球大小的燃料球，每个燃料球都包裹着石墨保护层，能调节核反应步伐。如果核电站遇到紧急

情况需要关闭，可以确保核反应自行缓慢停止，避免熔毁。同时，这种反应堆将会由非爆炸性状的氦气进行

冷却；即使在没有冷却剂的情况下，也能自行逐步散热。专家认为，这可以为核能提供一种更为安全的选择。

如果球形燃料方案确如预料，且具有成本效率，中国就将大规模地推广这种技术。［８］

但是，这种球形燃料反应堆技术已经受到质疑：首先，它能否保证真正的安全；其次，核电站安全不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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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设计上的功能，还包括对安全意识的培养；第三，用石墨包裹铀燃料将会大大增加需要后期处理的放射性

废料数量。［８］

四、人的因素与人的问题

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发生后，在温家宝总理的主持下，中国国务院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中国核设

施进行全面检查和评估，排除隐患，加强管理，在新的核安全规划批准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开展前期

工作的项目）。但是，这样的决定遭到媒体和学者的批评，被指责为非理智之举和因噎废食。据统计，如果实

施国务院的决定，建设周期因此而延后加上前期审批、筹建因此而停摆的核电机组合计有６０余台，涉及总投

资可能在８０００亿元以上。这引起全球核电业的担心，认为不仅会对中国核电企业产生消极影响，也将波及

全球制造商，［９］这大概是引起批评的主要原因。

国务院会议之后，环保部和核安全局启动为期数月的核电安全大检查。这本来是非常及时的，完全必要

的。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李干杰此前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就担忧，“部分企业和地方政府发展核电热情过高、

目标过大、动作过快，只计一点，不知全局，不切实际，从而在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都带来了较大的风险”，直

接影响未来核电厂的运行安全。［１０］但随后，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主任田佳树又大谈中国核电设施如何

安全有保障，不会因噎废食，等等。［１１］

我们无疑不能因噎废食，而应该通过严格的技术标准和安全法规来规避灾难。但是，一方面，再严格的

技术标准和安全法规也不能保障绝对的安全。另一方面，即使不求绝对安全的标准和法规，而是满足于在现

有的可能的技术水平上制定出可行的技术标准和安全法规，那么，这种可行的标准和法规是否在现有的可能

的条件下是完善的，能否真正得到执行，能否约束快速扩张的核电行业，也是要打个问号的。任何的标准和

法规都是由人来制定并由人来实施的，而作为制定者和实施者的人都是会犯错误的，甚至由于种种原因而有

意地犯错误。在人类能够有所作为的范围内，日本安全法规的严格性在世界上是有名的，但即使是日本的安

全法规也是有问题的，而且这种有问题的安全法规又遭遇到人的违规和疏忽大意等问题。

许多专家和媒体已经指出，灾前和灾后忽视安全隐患和疏于管理是造成此次事故并导致事故扩大的重

要原因：以色列资深核能专家乌齐·埃文说，福岛第１核电站反应堆持续使用时间最长的已有约４０年，反应

堆老化情况严重，导致其在紧急状况下失控。《读卖新闻》网站也报道，福岛第１核电站１号机组是最老的反

应堆，运转约４０年来，陈旧程度不断加剧，其安全对策值得反思。共同社报道，东电公司平时把核电站的运

营交给承包企业，对发生的一切一开始并不十分了解。该通讯社的报道还指出，东电福岛第１核电站２号机

组反应堆水位下降，燃料棒几乎完全露出，其原因竟是在向反应堆堆芯灌注冷却水时，负责水泵的工作人员

到别处巡逻，没有注意到水泵燃料耗尽。美国专家丹尼尔·瓦格纳说，日本当局如果能在事故发生之初公开

更翔实的事故信息，他们或许能更迅速地得到各方面的国际援助，整个核电站事故也就不会加剧到如今这个

地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也认为，日本方面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供的信息有欠缺。［１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３．１１特大地震发生前一个月，日本政府有关机构专门批准福岛第１核电站１

号机组再继续运转１０年。尽管检查时技术人员已发现其后备柴油动力电源存在“压力裂纹”，可能在被海水

或雨水淹没的情况下发生严重故障，但决策者仍然让它“带病坚持工作”。在获得“继续工作”的许可后，他们

也没有对６座核反应堆冷却系统的３３个关键设备进行检修。东电公司曾宣称，福岛第１核电站１号机组能

正常运行６０年。

更为严重的是，福岛核电站“瞒报成瘾”。第１核电站１９７８年曾发生临界事故，但一直被隐瞒至２００７

年。其１号机组反应堆主蒸汽管流量计测得的数据曾在１９７９１９９８年间先后２８次被窜改。根据“维基解

密”所解密的电文：１）国际原子能组织的一位官员曾在２００８年提出，在过去３５年中，日本多个核电站的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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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指导只更新了三次，一些核电站的设计标准过低，如遇强震，核电站将产生严重问题。日本政府过后虽然

也做过努力，但它的设计仍然只能对抗７．０级地震。２）２００６年，日本一家地方法院认定日本西部一座核电站所

用的安全规范十分老旧，只可抵抗６．５级地震，如发生事故，将使当地人民曝露于核辐射之下。但日本政府相

信反应堆很安全，并最终成功推翻了法庭要求关闭该核电站的判决。３）日本众议院议员河野太朗曾在２００８年

１０月揭露，日本经济产业省一直在掩盖核事故，并向民众隐瞒核工业的真实成本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设计标准过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隐瞒事实的情况呢？利益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

据报道：日本有一个封闭自负、共存共荣的原子能官学商利益集团，被称之为“原子能村”。“原子能村”

主要由三方面组成：其一是以东电为首的电力企业和日立、东芝等核电设备商；其二是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

厅和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官僚集团；其三是核工业、核物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主要分布在原子能安全委员

会以及文部科学省的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等部门，任务是提出核能相关政策，监督核电安全运营，提供核能

研究成果。这原本是一套各负其责、互有牵制的体系，但实际上在推进核电过程中，沦为一个盘根错节、利益

均沾的小圈子。东电在其中起着“龙头大哥”的作用，“原子能村”中处处可以发现东电的人脉和金钱。它长

袖善舞，神通广大，一次又一次地轻易打发掉外界的质疑，并躲过政府的制裁。［１３］

这样的利益共同体很难彻底避免。在福岛核危机之后，日本的“原子能村”可能会瓦解。但是，一个“原

子能村”倒下去，会不会又有一个“原子能村”站起来呢？即使不会有任何“原子能村”出现，人类就可以非常

完美地经营核能吗？

五、中国需要慎重对待核能和核电技术

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世界各国反应强烈，但不同的国家似乎得到了不同的教训。

鉴于核能具有巨大风险，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日本、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决定不再支持这种最具威力的

“清洁”能源。

福岛核事故后，日本民众多次反核集会和游行。６月１５日，日本民间反核实行委员会成立，由诺贝尔文

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７６岁）、著名佛教家濑户内寂听（８９岁）、音乐家坂本龙一（５９岁）等发起１０００万人

反核签名运动，并决定９月１９日在东京举行５万人的反核电抗议集会。日本政府和中部电力公司决定关闭

距离东京不到２００公里的滨冈核电站。日本首相菅直人５月１０日宣布，中止目前以核电为主的能源发展计

划，对国家的能源发展战略进行重新研究检讨。

３月２６日，德国的柏林、汉堡、科隆、慕尼黑四大城市同时举行反核电大游行，有２１万人参加，要求政府

关闭本国核反应堆。实际上，自从１９８６年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之后，核能源在德国就变得非常不受欢迎。德

国中间偏左政府１０年前就定下目标，在２０２１年以前完全放弃核能。但是，默克尔政府２０１０年决定，将核电

站寿命平均延长１２年。不过，延长使用核能的计划在这次日本核危机后出现逆转。德国政府决定加紧放弃

核能，投入大笔经费扩大再生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加快完成从核能向再生能源的过渡。

６月１４日，意大利民众经过连续两天的全民公投，宣告与核能永别，这是欧洲第三个宣布中止核能发电

的国家。在此之前，瑞士刚刚宣布将在２０３４年以前走出核能。

但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南非、土耳其、俄罗斯、中国等，似乎不是这样。福岛事件后仅仅几天，南非就宣

布要提高核能发电量。土耳其环境部部长韦伊塞尔·埃尔奥卢对核电风险更是嗤之以鼻：“你要是开车，也

在承担风险。”俄罗斯前总理、现任核能主管谢尔盖·基里延科则对已经服役４０年的福岛核电站抵御风险的

能力印象深刻，并认为未来能源离不开核能。［１４］

中国看来也不可能改变核电发展的既有方向。除了一些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相关企业领导一再强调

不能因噎废食之外，在３月２９日中国科协热点问题学术报告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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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委副主任、中国核学会顾问叶奇蓁又说，中国的技术水平是赶在前面的，内陆地区的核电站建设也要提到

议事日程上来。［１５］

因噎废食是不应该的，设想没有任何风险的核电技术也是不现实的，设想人不犯任何错误更是不可能

的。但问题是，一旦人类在核电方面积少成多地铸成大错，其危险就会严重到人类无法承受的地步。日本一

直被认为在核电技术上具有优势，日本此前也都是以“日本核电站绝对安全”为由而不断开发建设，但是，这

次福岛核事故已说明“无风险核能”神话的破灭，同时其危害程度也让人难以承受。

那么，现在有多少人生活于核威胁之下呢？《自然》杂志的最新分析显示，若以日本福岛第１核电站方圆

３０公里的禁区来计算，目前全球约有９０００万人生活在有潜在核风险的区域内。如果将这个范围扩大至核

电站方圆７５公里，全球有多达５亿人生活在核威胁下。其中，美国超过１１０００万人，中国多达７３００万人，印

度有５７００万人，德国与日本分别有３９００万人和３３００万人。
［１６］

另外，核电的风险不仅在于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而且还在于核废料的处理问题。所有核电站都会产生大

量强放射性核废料，而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处理。在长期存放的过程中，粗心健忘、麻痹大意或者目的

邪恶的人说不定哪一天打开这个“潘多拉盒子”，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国际原子能机构最近的一份报告草

案表明，各国核电站将在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间“扎堆退休”。如何应对这些“扎堆退休”的核电站并处理放射性核

废料，已成为相关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监管和安全措施的滞后更为核安全和环境保护带来巨大的挑战。［１７］

当然，无论列举多少核电的危险，主张发展核电的人都会提出反驳的理由，核电技术的发展也会解决已经出

现的一些具体问题。但是，无论核电技术如何发展，也无法消除所有可能出现的危险。我们不是盲目的反核

主义者，但我们反对盲目地发展核电。

目前，由于贪欲和自我膨胀，我们正盲目地发展核电，我们已被核电技术所绑架。从某种意义上说，核电

技术已经不是人的一种手段，更不是人追求真理的一种方式，它成为了人的主宰。人本来要主宰核能，现在

却被核能主宰。人本来要通过核电技术而把核能逼出，现在却被核能和核电技术逼迫。如何摆脱这种被主

宰和被逼迫的状况，是今天最值得沉思的问题之一。

核能的巨大威力应该使我们深思，人是不能随意逼迫它的，人只能敬畏它，倾听它的声音，乞求它的恩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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