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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發生9.0的大地震，同時引發海嘯及核電廠核災的複

合式大災難，且在災後一個月後，4月12日宣布福島核災為最嚴重的7級，

也就是1986年車諾比事件的等級。此舉，更讓福島民眾擔心福島車諾比化，變成輻射污

名。

距離311已經有一段時日，但真正的災難到底真相如何？以及如何重建，都考驗著日

本政府和民眾。

地震和海嘯所引起的災難後重建相對於輻射污染是比較短期，輻射污染的影響甚至

是跨越世代以及其他食物鏈的生物物種。

這段期間最引人矚目的，並不是9.0的地震，或是海嘯，而是福島核電廠。如連戲劇

般的劇情，高潮迭起。核電機組的爆炸，輻射外洩，輻射水倒進海洋等一連串的事件，

情節和規模都扣人心弦，因為關係著人類的生命和其它生物的生存。

311的景像比起「明日過後」的電影情節更逼真，甚至就如黑澤明導演在「夢之赤

富士」（http://www.youtube.com/watch?v=-zglElB92Cc）所描述的核災，“原子爐爆炸

了＂，“日本太狹小了，無處可逃＂。當人們在無處可逃而羨慕海豚可以生活在大海

時，輻射水倒進海裡了。「人們也不用羨慕會游泳的海豚，因為被輻射污染，只是早晚

的事」；婦人帶著小孩控訴著：「大人已經活那麼久了，但小孩才活幾年。」

當日本將輻射污染的海水倒進海洋，以及輻射塵的飄移，皆引起鄰近國家如中國、

南韓、臺灣的關切和緊張。人們一窩蜂搶購碘片，甚至中國還引爆搶購食鹽的風波，一

時買不到碘片，只有買食鹽了。

生命的現實，就是那麼殘酷。在這次日本地震死亡和失蹤的人數已超過2萬，而未來

因為輻射污染而必須放棄耕種或遷離的「輻射難民」也不在少數。甚至，有位有機農民

眼看辛苦培育的土地以及耕種的蔬菜必須因輻射污染而放棄，傷心之餘而自殺。

在臺灣人心中，只要是日本或德國出品，等同於品質保證，但日本此次處理核災的

過程，卻引起國際社會諸多討論和疑慮，乃至不滿。

當然不能因日本東京電力公司的失當而全盤否定日本社會在這次9.0大地震的表現—

媒體從容、快速的整理資料製作圖表，災民冷靜面對。

除了輻射外洩引起的恐慌，核電的安全性也成了討論議題。

對於臺灣而言，在全球石油產量有限、油價攀升的陰影，以及全球溫室效應的影響

下，核電工業不僅得到世人的關愛，連臺灣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也表示，為了減少二氧

化碳的排放，核能是個選項。

日本福島核災
       給臺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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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發生日本福島電廠輻射外洩後，一時間核電工業似乎從天堂墜入地獄。李遠哲前院

長接受《財訊》雜誌訪問時亦表示對臺灣核四的安全有所疑慮。

德國總理和執政黨也受到這次福島核災牽連。2010年9月德國才宣布延長其境內17座核電

廠的營運，不到半年，因為日本核災，德國20萬人走上街頭反核，迫使德國政府在地方選舉

前宣告暫緩核電延役計畫，但仍然無法挽救選舉。高舉反核大旗的綠黨，首度拿下德國第三

大邦的地方政權。

甚至，德國綠黨認為：綠黨的時代來臨了。

在德國，綠黨的時代是否果真來臨？德國是否會有新政治的產生？值得期待與觀察。

而在臺灣呢？

核電安全的疑慮，也再度成為議題。2000年民進黨執政廢核四不成，核四興建完工後是

否商轉營運？也因著日本福島核災及2012年總統大選而發燒，爭取民進黨總統候選人的蔡英

文以「2025非核家園」作為訴求。

能源自給率只有3%的臺灣，能源要從哪裡來？

難怪李前總統面對媒體吐槽說：「沒有能源，要怎麼『非』？」甚至表示，沒有能源，

臺灣還能活下去嗎？臺灣還有經濟嗎？

回顧人類歷史，鑽木取火讓人類生活進入熟食的文明，並且讓夜晚得以看見光明。

以現今的文明和生活，當然不可能回到過去點油燈的日子。

能源問題，絕非yes or no的是非題，也不是短時間所能解決的，而是生活方式或價值觀

念的取捨。臺灣的官員，面對日本的9級地震還信誓旦旦的保證：臺灣核電廠就像菩薩坐在

蓮花座上，那麼地安穩。你相信嗎？

在歷經許多自然災害、病毒、生老病死，人們已瞭解到人不能勝天。但還是有人信奉科

技萬能，而認為臺灣的核電廠就坐在蓮花座上；殊不知泥菩薩過江，也會自身難保。

臺灣地小人稠，四面環海且又位處地震帶，政治經濟中心的大臺北區域就有核一、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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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建中的核四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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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東傑小檔案

臺大農推系畢業；現為綠色陣線協會執行長，譯有《失竊的未來》（Our 

Stolen Future），著有《臺灣的有機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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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和即將運轉的核四共3座核電廠，其風險相對

提高。此外，在估算核能發電的成本時，核爆、

輻射外洩、核廢料、核電廠除役的風險和處理成

本，不是被刻意忽略，就是不願面對。

核能發電占臺灣發電量的18%，如果不要核

電，臺灣的電量是否足夠？

臺電的立場當然會說臺灣的發電量一定不夠

用的。如此臺電才能一直興建新的電廠�核電廠、

火力發電廠、天然氣發電廠；這些電廠的新建工

程就是臺電的永續工程和永續事業。

為什麼臺電不投資太陽能晶片廠？將太陽能

發電社區化，鼓勵政府建築安裝太陽能晶片？

屏東縣政府在八八風災後，在林邊等地區的

魚塭發展太陽能發電產業，並舉辦民眾安裝、檢

修太陽能晶片的職業訓練，其試圖開創屏東太陽

能產業的用心值得肯定，只是規模有限。

如果屏東縣政府能，臺電為何不能？顯然臺

電的壟斷事業角色已經造成提升臺灣能源自給率

的絆腳石。

以臺灣產業的代工性質，臺灣受到日本這次

大地震的影響，相對於韓國是比較嚴重的，顯示

臺灣依賴日本原物料的程度相當高。除了代工性

質外，臺灣產業還具有高耗能的特性，所以產業

的調整和產業價值的升級，無疑是日本大地震給

臺灣的教訓。

大地震造成如此嚴重複合式災難，相當罕

見，但9.0地震、海嘯、核電廠核災還是同時發生

在日本，如果這樣的狀況發生在臺灣，我們的應

變措施為何？

慶幸的是，臺灣還有時間準備，但不幸的

是，臺灣如依然故我，不願意改變現有的產業政

「反核，從沒忘記」，鹽寮反核四多年從未中斷。

策、電力政策，依然鼓勵代工、高耗能的產業；

結果會是自作孽，不可活。

921集集大地震，88風災，以及未來不可測的

颱風災難，就像老天爺給臺灣的考題，考驗著我

們應變和求生的能力與能耐。在過去這些災難當

中，我們不是沒有得到教訓，可是心存僥倖，祈

求上蒼憐憫後又故伎重施，所以這樣的考驗也一

次比一次更有威力、更具摧毀性，摧毀自大的人

定勝天說，摧毀科技萬能的神話，惟摧不毀人類

無窮盡的慾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