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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生态课题，

2011 年以来，我国政府始终敦促日方采取负责任立场，慎重处置该

问题。但日方仍不顾各国反对，在未经充分咨询下，单方面决定在今

年 3-6月启动 137万吨福岛核污染水逐年排海计划。 

福岛核废水中含有六十多种放射性元素，可对人类和其他生物

DNA构成危害，其中碳-14的半衰期更长达 5730年。据德国一研究机

构预测，福岛核废水一旦排海，其放射性物质将可在 57 天内扩散至

太平洋大半区域，包括广东、香港渔民常去的捕鱼海域——南海一带。

日本核废水入海，将直接对海洋环境、海洋生物造成放射性污染，导

致海洋生物基因突变，长期影响鱼类、浮游生物、底栖生物、鸟类等

生物多样性，甚至经食物链损害人类健康。 



我国是海洋大国，海洋经济总量超过 9万多亿元。作为日本的近

邻，一旦日废水排海计划实施，我国势必首当其冲，不仅海产品捕捞、

加工及其下游的食品和餐饮业和人民健康将受到冲击，海洋生态安全

保护形势亦将变得更加严峻。 

鉴于此，本人提出以下建议：  

一、在日方实施核废水排海之前加强舆论宣传攻势，强调中国将会予

以经济回击。 

建议向国际间加强表态及宣传，一旦日废排海，中国内地及港澳

地区马上停止购买日本相关食材，以保障国民健康安全。对走私日本

相关食材入境者将严惩，透过经济打击，敲打日方业林水产业界及相

关主事部门，以迫使其作出回应。 

二、尽快成立特别监察小组，严格评估事件危害及影响，以制定应对

方案。 

因应日方核污排海迫在眉睫，我国应尽快就此成立特别监察小组，

持续对可能受影响的水域进行核污染专项研究评测，评估事件发展情

况，为如何确保我国的海洋及渔业持续健康发展、渔获及食品安全制

定应对方案提供科学依据，不能依赖日本单方面公布的数据；制定一



套严格的食品核辐射安全指数标准，提相关检测仪器方便群众购买。

除严格监察外，我国渔业及工商等部门亦须考虑着手调整产业结构，

协助内地和香港渔民重新规划捕鱼海域，规避受核污染水影响严重的

范围，以及提早与零售或饮食业界商讨日本食材的代替品。 

三、对从日本、台湾进口海产品严格把关，严防核污染产品走私进入

我国。 

我国每年从日本进口的海产品及相关食品数额巨大，其中仅香港

2020 年进口的日本农林水产就超过 153 亿港元，是日本农林水产最

大出口地（占当地相关出口的 22.3%）。另外，鉴于我国台湾省距日

本最近，届时不但台湾 40 万渔民的生计受到影响，台湾的渔农及相

关产品亦有可能受污染。因此，除了增加对日本进口食品检测和收紧

对相关地区的食品入口管制，内地及港澳还应连手对日、台进口产品

加强管控和把关，严防核污染产品经走私渠道入境，以确保国人食品

安全和健康。 

四、善用国际司法仲裁平台，运用法律手段向日方索偿。 

倘若日方启动核废水排海，我国外交部应立即作出严正抗议和交

涉，直至提出赔偿要求。有许多有识之士认为，日本此举涉嫌违反《国

际海洋法公约》等多个国际公约。建议外交部牵头成立由国际法专家



组成的专家委员会，集中分析日方举动的违法依据，集中集体智慧，

运用法律手段，善用国际司法仲裁平台，同日方持续展开有理有利有

节的法律战，维护国家权益和人民福祉。 

五、连手韩国和东盟等国，在国际层面持续对日施压。 

日本政府无视国际社会甚至是日本国内一直以来的反对声音，一

意孤行排放核废入海，韩国毗邻日本，渔农组织力量强大，对日此举

反对声音最为强烈。我国应重点与韩方加强政策协调，并联合其他周

边邻国、太平洋岛国等利益攸关方，甚至日本国内反对团体，一起持

续对日本政府施压。除将持续串联国际组织要求日方撤回排核计划，

特别要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展开游说，要求其进行透明客观

的安全验证，并迫使日本政府未来必须公开排放的相关信息。在国际

间形成持续舆论压力场，打造有利我国的国际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