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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菅義偉訪美晤拜登 避談核廢水

日本政府13日宣
布，將在兩年後把福島核廢
水排入太平洋，激發多方反對聲浪，中
韓等鄰國狠批日方不負責任。據測算，
福島核廢水開始排放後只需3年就可以抵
達美國西海岸。然而，美國卻昧着良心
支持日本的決定，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更
在推特 「感謝」 日本在決策時作出 「公
開透明」 的努力。

一倒了之不能成為唯一選項
僅僅兩天後，菅義偉就啟程訪美。

中韓等國關心美日領導人是否會就福島
核廢水排放一事作進一步商榷，但根據
美日媒體透露，拜登和菅義偉的會談將
聚焦中國、疫情、氣候變化和朝鮮四大
主題，完全沒有要討論核廢水議題的意
思。素來擅長佔領環保道德高地的西方
媒體竟也絲毫不覺得奇怪，沒人質問為
何回避這一事關全人類的重大議題。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任命的3名獨立專
家15日發表聯合聲明，對日方決定排放
核廢水入海深表遺憾，稱此舉可能影響
太平洋地區數百萬人的生活，對人權保
障構成極大威脅。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
立堅16日就此表示，核廢水排海不能成
為第一選項，更不能成為唯一選項。日
本應對全人類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
重新審視並收回錯誤決定。日本應誠懇
面對各國一致反對的聲音，自覺接受包
括中方在內國際社會的實質參與和監
督，讓福島核廢水處置問題完全在陽光
下運行。

日政商界對跟美站隊感不安
美日首腦會面，對福島核廢水議題

裝聾作啞，將精力都用在了如何針對中
國上，外媒更是對此進行連篇累牘報
道。彭博社直言，拜登和菅義偉的會面

「完全是在談
中國」 。法新社
稱，中國問題是美日
領導人會面的 「壓倒性議題」 。
CNBC稱，兩國領導人將討論5G網
絡、清潔能源等基建項目，美日可能會
通過這種合作來制衡中國的 「一帶一
路」 倡議。

英國《金融時報》14日稱，拜登政
府正不斷向菅義偉施壓，敦促其在聯合
聲明中公開提到中國台灣議題，但目前
日本對此還很猶豫。《華爾街日報》的
分析指，雖然日本對於菅義偉成為拜登
上任後首位會晤的外國元首感到相當自
豪，並視此為外交成就，但對於日本被
拉到與中國公開對抗的圈子裏，東京政
商兩界都感到不安。

日本一位政府官員透露，美國國務
卿布林肯3月訪日時，以譴責中國作為新
聞發布會的開場，此舉令日本大吃一
驚。中國曾表示，如果日本過於聽從美
國的立場，那麼將對日本企業採取反制
措施。中國是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市場，
對其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6日表
示，中方對日美發展正常雙邊關係沒有
意見，但這種關係應有助於增進地區國
家相互理解與信任，有利於亞太和平與
穩定，不應該針對第三方或損害第三方
的利益。

中國在包括台灣、涉港、南海、釣
魚島等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
的，美日應該嚴肅對待中方關切和要
求，不得採取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
利益的言行，不得搞針對中國的小圈
子。

話你知

•普通核電站的
燃料棒受到保
護，冷卻水無
法接觸到核物
質。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共同
社、《華爾街日報》報道：當地時間16
日下午，美國總統拜登將在白宮會晤到
訪的日本首相菅義偉，這是拜登上任
後首次與外國元首舉行面對面會
談。西方主流媒體大肆渲染 「對
抗中國」 將是美日首腦會談的
核心議題，卻對福島核廢水排
放這一重大外交事件避而不
談。中國外交部16日表示，已對
美日勾連、對華搞小圈子的
消極動向向兩國表達了
嚴重關切，中方
將視情況作出
必要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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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再爆大型槍擊案釀九死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

CNN報道：美國印第安納州印第安
納 波 利 斯 市 一 家 聯 邦 快 遞
（FedEx）中心15日晚發生大規模
槍擊案，槍手殺死8人後當場自殺身
亡，至少4人受傷送院。

警方在深夜接報後
到場封鎖調查。警方發言
人庫克表示，槍擊持續了
一到兩分鐘，目前尚未查
明槍手身份。

一名自稱在該中心
工作的目擊者米勒對當地
電視台表示，他目睹槍手
開火並聽見10多聲槍
響。 「我看到一名男子持
着像是衝鋒槍的武器，或

是自動步槍，在戶外掃射，我立即
撲倒在地，嚇得魂不附體。我朋友
的媽媽進來叫我們躲進車裏，我一
直在通知同事今天不要來上班。」

另一名目擊者博伊拉特並未目
睹槍殺過程，但 「聽到槍聲後，我

看到了車後面地板上的屍體。」 據
悉，這處廠房的員工超過4000人。

數據顯示，今年美國已發生
147起4人以上遇難的大規模槍擊
案。僅在3月份，佐治亞州亞特蘭大
按摩店槍擊案8人死亡，科羅拉多州

博爾德的超市槍擊案10
人死亡，南加州的槍殺
案4人死亡。美國總統拜
登上周宣布六項打擊槍
支暴力的行政措施，惟
槍擊案繼續不減反增。

俄逐10名美外交官 阻NGO干預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法新社報

道：當地時間16日，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宣
布俄方將驅逐10名美國外交官，制裁8名美
國官員，並採取行動限制和阻止美國非政府
組織（NGO）干預政治的活動。

俄羅斯此舉是對於美方15日決定的循對
等原則祭出的反制措施。美國政府15日對俄
實施大規模制裁並驅逐10名俄外交人員，俄
羅斯隨即召見美國大使表達抗議。拉夫羅夫

補充說，儘管俄羅斯可能對在俄的美國企業
採取措施，但俄方不會立即採取行動。

雖然剛祭出制裁措施，美國總統拜登15
日卻表示，美俄兩國應緩和局勢，他已提議
與俄總統普京今年夏天在歐洲舉行峰會。芬
蘭總統尼尼斯托16日表示，芬蘭願意提供峰
會場地。俄外交部發言人指，拜登與普京13
日通電話時指，希望兩國關係正常化，但這
次制裁完全與此相反，美方亦應意識到要為
雙邊關係惡化付出代價。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6日表示，希
望各方通過協商和對話化解分歧。

此外，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16日接受法
國《費加羅報》採訪時稱，北約和歐盟邀請
烏克蘭加入的時機已經到來。俄新社則報
道，俄羅斯將在黑海部分水域限制外國軍方
和官方船舶航行，直到10月份為止，烏克蘭
和歐盟隨即表示反對。

【大公報訊】據韓聯社報道：美國白
宮15日表示，總統拜登將於5月下旬會見
應邀來訪的韓國總統文在寅。文在寅將成
為繼日本首相菅義偉之後，第二個訪美的
外國領導人。分析指，日韓關係近年來僵
局難解，日本宣布福島核廢水排放入海
後，韓國政府提出嚴正抗議，民間更掀起
新一波反日高潮。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
想要調停日韓矛盾，變得難上加難。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15日稱，拜登對這
次會見表示 「期待」 ，雙方正在就首腦會
談日期進行協商。這是繼美韓外長防長
「2+2」 會談、美日韓國安高官在美舉行
會議之後，美韓首腦也將舉行會晤。雙方
將會強調其 「牢不可破的美韓同盟」 和

「兩國民眾之間長期的友誼」 。
美國總統拜登為應對朝鮮等問題，相

當重視美日韓三國合作，但日本政府宣布
將核廢水排放入海後，韓國表示強烈譴
責。

幾名日本政府相關人士15日透露，過
去一直協調4月下旬在美國舉辦的美日韓
外長會談，預計也將取消。韓國外長鄭義
溶2月上任以來，至今沒有跟日本外務大
臣茂木敏充進行通話。

韓國的大型超市和百貨店等零售商表
示，他們從2011年開始就不再銷售日本出
產的海鮮產品，今後也不會改變。為確保
顧客了解這一情況，有的超市還貼出了告
示，強調超市裏沒有日本海鮮。

美促日2030減排50% 東京為難
【大公報訊】綜合共同社、彭博

社報道：日媒日前報道，美英正向日
方施壓，要求日本將2030年溫室氣體
減排目標從目前的26%上調至50%，
並在美國本月下旬主辦的氣候峰會上
公布此目標。日本政府相關人士坦
言，考慮到國內能減少的碳排量，減
少50%並不容易。

日本目前在國內協調的目標是
「2030 年 度 比 2013 年 度 減 少

45%」 ，若以2010年度為基準年，則

相當於減少41%左右，但這一目標被
美方認為，身為發達國家來說貢獻太
小。

據美方談判相關人士透露，為敦
促中國加強減排，日本應提出相同水
平的減排目標。

面對美方在減排問題上的強力施
壓，日本環境大臣小泉進次郎企圖轉
移視線，14日在紐約參加彭博新能源
財經峰會時，對日本排核廢水入海一
事閉口不談，反倒在碳排放問題上反

咬中國一口，稱中國應該 「盡快採取
行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提前實現
碳中和承諾。」

對於小泉的這番言論，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趙立堅15日表示，日方常常
把國際責任掛在嘴邊，現在是以實際
行動加以體現的時候了。我勸日方先
管好自己的事，盡快回應國際社會的
嚴重關切，以負責任的態度處理好福
島核廢水問題，這有利於改善日本的
國際形象。

福島核廢水非一般核電站冷卻水
•日本政府有意將福島核電站的核廢水與
一般核電站冷卻水混為一談。福島核廢
水接觸過堆芯熔毀的核燃料，有別於核
電站正常運行過程中排放的含氚廢水。

•福島核廢水所含物質除
了氚以外，還有碘129、
銫135等12種放射性物
質無法去除，其中一些
放射性物質的半衰期以
數萬年計。

◀韓國漁業商戶16日在
日本駐韓大使館前示
威，抗議日本排放核

廢水入海。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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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總統普京15日出席一個線上會議。
美聯社

▲韓國首爾一家零售店的海鮮區
16日張貼告示，號召抵制日貨。

美聯社

▶美國總統拜登。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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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首腦聚焦中國 中方促勿搞小圈子

◀大批民眾15日在案
發區域附近觀望。

美聯社

文在寅下月訪美 日韓矛盾難調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