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有世界上最先进
的地震报警系统，但是3·11
后，各地发现有的系统年久
失修，有的系统监测点还不
够。所以在地震之后，各地
方自治体都动用预算检修原
有的预报系统，增加检测点。

目前在日本，无论你是
一般手机还是智能手机，都
有一个地震报警功能，这是
日本独特的系统。因为当
地震在地层深处产生的时
候，会有两种波会发生，俗

称快波和慢波。快波发生
之后立刻通过超高速电脑
计算出它大约多少级，并向
全国正在行驶的地铁、机
场、电梯、写字楼、学校以及
每个人的手机通报，家里的
电视也会报警，几秒后震感
伴随慢波到来。这其实不是
预报，只是利用了地震发生
后快波和慢波的时间差，但
这几秒对逃生是很关键的。

地震后还会立即发出
是否会引发海啸的预报，如
有海啸，就会立即详细预报
下一波海啸到达的时间、地
点和潮位。

3·11一周年之际，NHK
电视台也对灾害报警做了反
省和修改。这一次是尽可能

用带有紧迫感的语调和语言
通知大家迅速避难，不像原
先那样强调“保持镇定，听从
指挥”，这都是吸取了去年海
啸袭来时的教训。

还有，现在日本从各地
方自治体到政府到企业乃至
很多个人手上，都有放射线
量测量仪，可以随时监测所
在地空气中的放射浓度，政
府至今还是每天两次公布各
地空气中的放射浓度，这一
年来，东京、横滨等地每天的
放射线量都保持在 3·11 前
的正常水平，但福岛第一核
电站附近的村落则依旧处于
辐射污染状态，目前基本无
人居住。

这一年，日本还成立了

很多 NGO 团体，为东北三
县和福岛核辐射灾区的灾
民提供支援。

各市县村镇都存储了大
量紧急食品和水，一旦发生
灾害，地方政府就要立即向
市民免费提供至少几天的食
物、水以及避难所，这是政府
对纳税人的行政服务。

尽管目前灾区还有很
多问题，野田内阁在国会和
媒体上依旧为此不断被指
责和追究，但是我认为，这
对促进复兴重建和加强政
府的行政服务能力有益无
害。同时，在看到日本的各
种问题的同时，观察3·11后
日本这一年的变化，更是一
个很好的借鉴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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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大地震
一周年祭

这一年，最大的变化就
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
事件使“核电安全神话”颓
然坍塌，一举改变了日本朝
野上下对核电的认识。

此刻，就在我接受你采
访的时候，有一个在3·11之
前完全不可想象的事已经
成为现实：这个有54座核电
机组的国家，目前只有两座
还在发电，其他52座全都停
止发电。最后仍在发电的
一座是北海道电力的泊核
电站 6 号机组，额定输出

91.2 万千瓦，另一座是东京
电力在新潟县柏崎刈羽核
电站的 6 号机组，额定输出
135.6 万千瓦。3·11 前，日
本的核发电量占全国总发
电量的 30%，然而今日这两
座所发出的核电只占日本
总发电量的 4.3%。而且，它
们也都分别将在 3 月底和 4
月底，按照法定的检修规定
停止运转发电。因此，到 4
月底，这个曾经不可一日无
核电的经济大国，将没有一
度核电产生。

事实上，各地的核电站
并未发生福岛危机，大部分
停机都是因为检修，然而为
何检修全部结束、安全得以
确 认 后 仍 无 法 再 度 启 动
呢？因为《地方自治法》和

原子能相关法规决定，再度
启动必须得到当地政府行政
负责人，也就是市长、县知事
的签字。但今天在日本各
地，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行政
长官愿签字，敢签字。因为
3·11 后各地大多数的民意
都变为拒绝核电，如果他执
意重启，则面临两种可能：一
是遭当地议会弹劾，二是在
下届地方选举中落选。

有观点认为，日本目前
几乎全部依赖天然气和重
油的火电成本太高，无法持
久，然而，3·11 后人们终于
知道：在日本，核电的成本
远远高于火电。这不仅因
为核燃料也有赖进口，而且
和其他国家不同，日本还需
不断将使用后的核燃料交

给法国处理回收，这是一笔
巨大的成本，加上每年还要
出于地方市民所承受的核
电风险的补偿和感谢，支付
给各地政府巨额的“原发交
付金”，最后，福岛事故后天
文数字水准的赔偿费用、现
场抢险开支和今后的废堆
预算更使核电成本变得大
大超过火电。

日本现在已经开始寻
找替代能源，据我的采访调
查，目前日本政府和各大民
间企业，都开始看好潮汐发
电。大量的研发资金和技
术人员已开始投入潮汐发
电。我想日本会不断减少
自己的核能比重，一面逐步

“脱核化”，一面不断建设新
的替代能源。

再识核能：从“核国”到“脱核”

有人说，日本国内是否
通过 3·11 存在着一种要求
强化中央集权的民意？我
认为并非如此。

刚刚公布的当时内阁紧
急会议的记录显示：是菅直
人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将福
岛第一核电站半径 20 公里
作为避难区，并说这是全体
专家的一致意见。然而在
场 的 其 他 阁 僚 曾 明 确 反
对。结果证明：忽视风向、
风速和地形因素而画出的
20 公里同心圆不符合核物

质的飘散方向，导致40公里
外的饭馆村遭受核污染。
而且这并非由于无法测算，
相反当时日本文部科学省
用最先进系统迅速得出了
飘散影响预测报告，但是却
只交给了驻日美军和首相
官邸，而首相官邸并未通知
日本当地市民，结果美方通
知在日本的美国公民避难到

80 公里之外，当地日本市民
却只撤出 20 公里范围。经
过对 3·11 当时菅直人内阁
这一系列危机决策的验证，
舆论普遍认识到必须强化对
中央政府的监督。同时要加
强行政信息的公开，这种公
开决不仅是追究责任，而是
因为不公开就无法吸取教
训并改善危机管理体系。

政府问责：“中央集权”并未加强

责编 高明勇 美编 叶绿 责校 刘苏

这一年东北三县的灾
后重建和福岛核泄漏事件
灾区的现状，使日本政坛和
一般市民都意识到民生才
是重中之重，所以当前各党
的政策竞争都集中在医疗、
养老和防灾上，2012 年度国

家预算审议的辩论焦点就
是如何把国家财源、税收都
优先用于这几个领域。

这 15 年来。日本一直
是通货紧缩，成长衰退，政府
税收减少、债务增加，因此重
振内需是日本景气对策的关
键。必须先使市民不再为养
老金、老后医疗担忧，人们才
会真正将钱从银行提出来用
于消费，才能真正引发资金
流动并最终带动政府税收，
政府也才能继续将财源移
向国民养老金和医保。

这种重视基本生活保
障的民意在 3·11 后更成为
普遍共识。对此，野田内阁
最近做了两个大的决定。
一是今后将购物时的消费税
从5%增至10%。二是将公务
员或者公司职员的养老金
（也就是日本所谓国民年金
和厚生年金）的支付开始时
间，由60岁延迟到65岁。同
时规定全国所有的企业和国
家机关、地方政府，都将退休
年龄上升到65岁。

按照日本此前两次先

例，只要一上调消费税率，执
政党就会在选举中大败。但
这一次呢，尽管民主党内阁
上台前曾明确许诺不动消费
税，目前在野党也都纷纷指
责野田内阁在此问题上言而
无信。但是本周最新的民意
调查却显示野田内阁支持率
恢复并上升了。这也意味着
3·11以后选民对政府的首要
期待就是民生问题。觉得只
要能够充实个人的养老金和
医保，即便消费税上调也可
接受的选民增加了。

灾后重建：“选举重点”都是民生问题

亡羊补牢：NGO增多，市民防范意识增强

叶千荣 日本东海大学教
授，朝日CS卫星电视主持人

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叶千荣：震后一年 日本“四变”

福岛事故后天文数字水
准的赔偿费用、现场抢险开
支和今后的废堆预算更使核
电成本变得大大超过火电。

经过对 3·11 当时菅直
人内阁这一系列危机决策的
检证，舆论普遍认识到必须
强化对中央政府的监督。

必须先使市民不再为养
老金、老后医疗担忧，人们才
会真正将钱从银行提出来用
于消费，才能真正引发资金
流动并最终带动政府税收。

目前在日本，无论你是
一般手机还是智能手机，都
有一个地震报警功能，这是
日本独特的系统。

2011年3月26日评论周刊版面，当时叶千荣教授接
受本报采访，指出“日本地震应急救援有懈可击”。

编者按：2011年 3月11日，日
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
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地震后，本报记者采访
朝日CS卫星电视主持人、日本东海
大学教授叶千荣，请他对日本的地
震救援工作及未来机制建立完善问
题进行分析。

如今，一年过去，那场大地震给
日本究竟带来哪些改变？就同样的
问题，本报再访叶千荣。

■ 震后四问

●去年您曾说，（地震之后）下一
步肯定要出现声势浩大的反核
电运动，而任何一家发电厂都想
保留核电，因为核电很赚钱。那
么日本现在的核能发展受到什
么影响？

●您说“对福岛第一核电站反应
堆泄漏的应急，暴露出日本现行
法规所决定的各行政机构条块
分割的弊病”。地震之后，日本
中央集权是否得到强化？

●去年3月26日，您评价说“菅
直人首相支持率猛升10个百分
点，说明日本国民在大灾当头，
一致认为要同心协力，在野党跟
执政党达成了政治休战，菅直人
逃过了一劫”。地震之后，他的
命运却是下野，这说明什么？

●大地震时日本石油储备多却
出现“油荒”、避难所里多天没有
蔬菜等现象，这种现象是否得到
了机制上的补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