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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次会议 

2023 年 6 月 12 日至 16 日，纽约 

议程项目 14 

秘书长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三一九条提出 

供缔约国参考的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致与 

缔约国相关的一般性问题的报告(A/77/331、A/78/67) 

  2023 年 6 月 15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担任《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

秘书处的联合国法律事务厅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致意，并依照会议议事规则，谨

请将中国关于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核污染水处置问题的立场(见附件)作为预

发文件分发给《公约》所有缔约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代表团还请求将该文件作为第三十三次会议的文件

登记。 

  

https://undocs.org/ch/A/77/331
https://undocs.org/ch/A/7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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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6 月 15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原件：中文] 

  中国关于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核污染水处置问题的立场 

一、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最高级别核事故，导致 1 号、

2 号、3 号机组的堆芯熔化损毁，造成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向太平洋释放碘-131、

铯-134、铯-137 等大量放射性核素。因海啸涌入的海水、向堆芯注入的冷却水以

及流经损毁反应堆的地下水和雨水等受到污染，持续形成大量含有放射性核素的

污染水。日本将核污染水暂存在 1 000 多个储罐中，截至 2023 年 5 月 18 日，已

累计存储 133.31 万吨。 

 2021 年 4 月 13 日，日本政府决定利用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对核污染水进

行净化后向海洋排放，原计划 2023 年春季启动排放，过程可能持续 30 年。2021

年 7 月，应日本政府请求，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技术工作组，对日核污染水排海

方案的安全性进行技术审查，包括评估日核污染水排海方案是否符合机构国际安

全标准。2022 年 7 月 22 日，日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正式批准了东京电力公司的核

污染水排海方案。 

二、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问题是关乎全球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的重大国际议题。

人为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没有先例。日本拟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决定引发包括

中国在内国际社会的反对和关切。中方主要有以下具体关切： 

 ㈠ 排海不是处置福岛核污染水最安全、最优化的手段。日本曾讨论五种处

置方案，包括地层注入、海洋排放、蒸汽排放、氢气排放和地下掩埋。但日方未

充分论证排海以外的其他处置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替代性，仅以经济成本为由选择

向海洋排放，这将把核污染的风险转嫁给所有其他国家。许多专家还提出新建储

罐长期储存等其他妥善处置方案，完全避免排海造成的放射性物质跨国界转移风

险。但是日方无视其他处置方案，执意推进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㈡ 日方无法保证核污染水净化设备的可靠性。日方多核素处理系统(ALPS)

相关技术的有效性和成熟度没有经过第三方评价或认证。日方也没有公布 ALPS

相关工艺参数和性能指标的详细说明。除已存储的 130多万吨待排放核污染水外，

未来还将持续产生大量核污染水。日方 ALPS 能否有效处理数量巨大、成分复杂

的核污染水，能否保持长期可靠性，国际社会对此存在疑问。 

 ㈢ 福岛核污染水处理难度大，安全性存疑。福岛核污染水包含 60 多种放

射性核素，有些核素目前没有公认有效的净化处理技术。近 70%处理后的核污染

水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超过排放限值。如果日方拟排放的“处理水”真的安全，

为什么不在日国土上进行处置？ 

 ㈣ 核污染水排海对环境的影响难以预测，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根据有关研

究，福岛沿岸拥有世界上最强的洋流，核污染水排海 10 年后，有关放射性核素

将蔓延至全球海域。部分长寿命核素可能形成生物富集效应，额外增加环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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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核素总量。上百万吨核污染水将给环太平洋国家的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造

成难以预测、不可逆转、跨代际的影响。 

 ㈤ 日方没有与利益攸关方进行充分协商。日方迄未就排海方案的正当性、核

污染水数据的可靠性、净化装置的有效性、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等问题做出科学、

可信的说明，也没有同包括邻国在内的利益攸关方进行充分协商。日方向各方通报

排海决定和进展的作法，只是单方面将错误决定强加于人，不构成善意协商。 

 ㈥ 日方未体现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权威的应有尊重。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工

作组系应日方请求成立，其授权仅限于评估排海方案，无法评估其他处置方式。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工作组尚未完成评估、尚未得出最终结论的情况下，日本

于 2022 年 7 月 22 日正式批准了东京电力公司的排海方案。这表明，日方从未真

正将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工作组的评估结果作为排海决策的依据。 

 ㈦ 日方没有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根据一般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等规定，日方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务，在处理核污染水时，应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确保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不致使其他国家及其环境遭受污染的损害，

并应确保所造成的污染不致扩大到行使主权权利的区域之外。日方还有义务采取

一切措施避免环境污染，有义务通知并与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充分协商，有义务评

估和监测环境影响，有义务保障信息透明，有义务开展国际合作。日方不能以任

何借口逃避履行国际义务，不能以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技术评估为借口而逃避

与利益攸关国家的充分协商，更不能妄图通过片面解读国际原子能机构技术工作

组的相关评估报告为排海计划“洗白”。 

 为了防止难以想象的生态和环境灾难，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星球，日

方应全面回应包括中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关切，履行自身国际法义务，以负责任方

式处理核污染水。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保留作出进一步反应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