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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島核電廠在 2011 年的大

地震中損壞，廠方為冷卻熔化的核

燃料而持續注入海水。經過逾 10年

後，核電廠面臨冷卻水儲存空間飽

和問題，當局最終決定在去年8月24

日開始排放經過處理的核廢水，目

前正進行第八輪排放，迄今排放了

超過6萬噸處理水。

此舉遭到中國政府強烈反對，

並全面禁止進口原產地為日本的水

產品。中國網絡上出現大量讓人恐

慌的消息，希妍過去一年也不斷收

到來自中國親友排山倒海的訊息。

「新冠疫情是頭一波，他們說

日本政府怎麼不封控，不像中國那

麼照顧人民的健康，現在又罵日本

排放核處理水在威脅民眾安全。每

次中國開動反日的宣傳機器，我們

這些住在日本的就被轟炸。」

中國人對於日本的恐慌情緒不

只是在海產類，還蔓延到各個層面

。中國社交媒體小紅書上，有網民

表示擔心日本護膚品和藥品有輻射

，甚至連日本品牌的服飾、女性衛

生用品都不敢再購買，並呼籲抵制

日貨。

在京都工作的中國人家琦（化

名）對BBC中文形容，他感覺和家

鄉的人活在平行時空。 「我在日本

過得很好，生活如常，但中國人接

收到的資訊是被官方刻意安排的，

『海外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熱，日本

很危險』。」

他過去一年也收到大量親友轉

發的資訊，很多是中國網站翻譯日

文新聞的文章，但標題和用詞誇大

其詞。 「比如前陣子的鰻魚食物中

毒事件，是因為廚師沒戴手套引致

，其中一個 90歲、本身有慢性疾病

的老人死亡，未必跟鰻魚有直接關

係，但中國的報道會用『死傷』這

個詞，讓人看完很害怕。」

「我已經懶得解釋，就回一句

『的確我們生活得很慘』，春秋筆

法吧。因為你解釋完了，明天他們

也會讀到另一篇日本不好的新聞，

沒有意義，我還不如好好享受這裏

的生活。」

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教授

兼所長蔡錫勳對BBC中文分析在日

華人感到割裂的原因指，日本官方

使用「ALPS處理水」一詞，中國則

使用「核廢水」、「核污染水」等

詞，新聞措辭潛移默化影響受眾觀

感。

「兩國民眾的對事情的理解很

不同，日本強調這些水是經過處理

的，也是基於科學去檢測，數據上

合理，日本人會認為中國政府是用

偏政治的角度去做操作。 」

水產品禁令的效果
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與

海嘯破壞福島第一核電站以來，廠

房內已積累134萬噸廢水。

2023年8月24日起，日本將核廢

水排入太平洋，經稀釋後的處理水

中氚濃度降至每升 1500貝克勒爾以

下，排放標?為日本安全限制的四十

分之一，是世界衛生組織飲用水標?

的七分之一，預計整個排放計劃長

達30年。

該計劃曾引起日本漁民及反核

團體抗議，鄰近國家也表達強烈不

滿。中國外交部曾指責日本政府

「出於一己之私利，給當地民眾乃

至世界人民造成二次傷害」，韓國

稱一旦日方排放不符合標?，將立即

向國際法庭提起訴訟，朝鮮就指

「要團結與聯合起來堅決加以阻止

和粉碎地球上一些不純勢力窮兇極

惡的反人類、反和平妄動」。

隨著排放後檢測數據正常，日

本內部民意逐漸改變。日本時事通

信社（Jiji Press）去年 7 月排放前曾

進行民調，有39%受訪日本人支持排

放計劃，28%反對；同年 9月排放後

的調查則顯示，支持的比率上升至

53%，反對比率為16%。

而時隔一年，韓國政府表示進

行了近5萬次輻射檢測，結果均顯示

為安全範圍，當地三大連鎖超市的

水產銷售額相較於排海前並無顯著

變化，甚至今年上半年韓國從日本

進口的水產較去年同期增加13.3%。

與此同時，台灣衛生福利部食

品藥物管理署 7月也預告，將全面解

除日本福島 5 縣食品輸入管制，是

2011年福島核事故後首次解禁。

北京則繼續強硬措辭，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辦主任王毅 7

月與日本外相林芳正會面時，重申

核事故產生的核污染水與核電站正

常運行產生的廢水性質「不能相提

並論」，呼籲日方正視各方正當關

切和專家不同意見，「不要一意孤

行」。

中國政府維持去年頒布的進口

禁令，是目前唯一全面禁止所有日

本水產品進口的日本鄰國。

據日本農林水產省資料，日本

2022 年水產品出口總額為 3873 億日

元，中國佔其中兩成，總值達到 871

億日元（約 5.9億美元） ，為最大出

口市場。

在禁令實施後，2024 年上半年

日本農林水產品及食品的整體出口

額同比下跌 1.8%，為 2020年疫情以

來首次下滑，其中對華出口暴跌

43.8%，扇貝是重災區。

路透社引述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JETRO）理事長石黑憲彥表示，儘

管積極開拓新出口目的地如美國、

加拿大、泰國和越南，目前還未能

填補失去中國市場的損失，但他認

為日本海產出口有巨大成長潛力，

「用不了多久中國禁令所帶來的損

失就會完全得到彌補」。

共同社則引述日本全國漁業協

會聯合會（全漁聯）會長阪本雅信

發表的最新評論稱，「正如至今為

止的一貫主張，反對未能獲得漁業

人士和國民理解的排海」，他要求

日本政府敦促中國盡快取消進口禁

令，並繼續支持日本國內擴大消費

。

外交牌
中國祭出進口禁令的理由是要

「維護食品安全和中國人民的身體

健康」，但早前有中國專家以模型

推算，放射性核元素大約一年將會

到達中國東海。

對此，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

研究所特任研究員林泉忠質疑道：

「現在已經到了你的海域，你自己

是不是也不應該捕魚，不應該吃海

鮮？為什麼都是同一片海洋，日本

人捕的魚不能吃，中國人捕的魚就

可以吃？這是什麼邏輯？」

日前，日經中文網引述美國非

營利組織全球漁業觀察（GFW）的

衛星追蹤數據，發現今年3月底捕魚

季節開始後，大批中國漁船在靠近

日本的三陸海域大規模捕魚，高峰

期有 50艘漁船在同一水域作業，漁

獲帶回中國後以「中國產」而非

「日本產」的標籤進入市場。

該報道援引專家分析指，中國

漁民的行為獲政府默許，中國外交

部沒有正面回應，只重申「中國政

府具備保障國民健康和食品安全，

保護海洋漁業健康發展的能力」。

學者林泉忠對 BBC 中文表示，

這種矛盾做法反映中國的禁令無關

食品安全，更多的是一張外交牌。

「就好像對澳洲的紅酒、牛肉、龍

蝦禁令，是經濟脅迫，一種外交上

的制衡。」

他指出，中國一直希望分化美

國和日本，拉攏後者，但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上任後全面倒向華盛頓，

安保政策甚至超越前首相安倍晉三

，任內提高防衛預算，引起北京不

滿，而岸田在任近三年也沒有訪問

過中國。

「中國現在對日本有三支箭：

核廢水的海產禁令、取消日本人的

免簽、抓捕大量日本人。這些都是

外交上的籌碼。」

中國原對日本、新加坡、文萊

免除短期逗留簽證，2020 年因疫情

暫停，2023 年恢復新加坡和文萊的

免簽政策，但一直沒有重啟對日本

人的免簽待遇。另外，近年多名日

本學者和商人在中國失聯疑似被捕

，本月一名日本藥廠高層遭中方以

間諜罪起訴。

針對水產品進口禁令，岸田文

雄去年11月和今年5月，分別與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中國國務院總理

李強會談，都提出中國應撤銷相關

措施，但中國至今未有鬆綁。

儘管如此，中國禁令對日本整

體經濟的衝擊微不足道。日本內閣

府的資料顯示，2021 年日本漁業產

值為 6370 億日元，佔 GDP 總量僅

0.12%，與支柱型產業如製造業、房

地產、批發零售貿易的差距甚大。

「封殺漁業的實質衝擊很小，

主要還是宣傳意味。」新加坡國立

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卡耐基中國項

目研究員莊嘉穎對BBC中文分析說

。

「主要是一種心理作用，對第

三方國家來說，會以為中國的制裁

力度很大；而對於國內，又可以挑

起民族主義情緒，而且代價很低

——日本不會有太大反應，不像美

國可能會有經濟制裁，所以這是很

簡單又低成本的手法。」

但莊嘉穎強調，中國此舉並非

完全沒有成本，當日本政府和民間

對中國疑心日增，當局為了回應民

意會加強安保政策，而這並非北京

所樂見。

日經新聞今年 2月發佈的民調顯

示，近九成受訪日本人感到中國

「威脅」，約七成半人「不喜歡」

中國，只有 6%受訪者表示「喜歡」

。

「北京很有自信，認為可以隨

時調整國內輿論，轉變民意很容易

，但是日本人的疑慮增加，這就很

難逆轉。」莊嘉穎說。

宣傳效果遞減
就在日本排放核廢水一週年前

夕，中國民眾的反日情緒似乎有緩

和跡象。

日本迴轉壽司品牌「壽司郎」

北京首家分店 8月在西單大悅城開業

，連日來出現排隊潮，輪候名單超

過 1000個號碼，等候時間長達 10小

時，手機程式顯示 9月前都客滿。新

店使用中國產的海膽、鮑魚和世界

各地的食材，價格為每盤人民幣 10

元起。

此前，另一家日本知名迴轉壽

司店「濱壽司」今年 1月在北京開店

，也是大受歡迎。

這在中國社交媒體引發熱議，

有網民質疑「說好的抗日呢？」、

「小日子（指日本）的東西還那麼

受歡迎，無語」、「時間可以忘記

一切嗎」、「中國太沒有骨氣」、

「不愛國的人還是太多了」。

就在日本排放核廢水一週年前夕，

中國民眾的反日情緒似乎有緩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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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起。

此前，另一家日本知名迴轉壽

司店「濱壽司」今年 1月在北京開店

，也是大受歡迎。

這在中國社交媒體引發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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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愛國的人還是太多了」。

在社交平台上，甚至有中國網民表

示帶著輻射檢測器到日本旅遊，圖

片顯示輻射指數極低，有人留言指

「我們 3月去，每到一個地方也測一

次，大失所望」，也有人調侃說

「麻煩來北京也給測測」。

另有網民發帖詢問赴日旅遊是

否安全，有女性網民表示正在備孕

有疑慮，也有人指「堅決不去給敵

人送錢」。其他留言則反諷稱「政

治上不能去」、「國家都不提這事

了你還糾結這個」、「（中國富豪

）馬雲劉強東王思聰各路明星都常

去日本還有定居的，他們都很蠢」

、「千萬別去，不然像我一樣，回

來了三番幾次又想去，實在太麻煩

了！」。

學者林泉忠表示，這些現象符

合他一年前的預測，認為「有一定

常識」的中國人很快會回歸理性，

並指這跟不久前的新冠防疫「清零

」政策有相似之處。

「疫情影響著全世界，但為什

麼全世界都沒有清零，只有中國搞

清零？核廢水也是影響全世界，但

日本人在吃水產，離日本最近的韓

國人、台灣人也在吃，只有中國全

禁。難道中國人的健康要求就比較

高嗎？難道其他國家的人不關心自

己的健康嗎？」

他續說，日本因為戰爭歷史有

原罪，中國政府可以輕易煽動仇日

情緒，但反日牌已經不如以前好用

，這次效果就沒有很成功，「因為

更多人理智了」。

福島核廢水排放一週年
中國全禁日本海產的 「外交牌」奏效嗎？

有日本漁業及反核團體抗議排放計劃

訪日華人數字回升，圖為東京一家海鮮餐廳內遊客在用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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