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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非核亞洲論壇聯合聲明 
  

1986 年車諾堡核電災變事故發生迄今已逾 24 年，當時的受難者及其家屬

仍繼續遭受核能災變和輻射污染的遺害。亞洲人民所承受的核能災變和輻射污

染的恐懼，也未曾減少。在亞洲各地區奮鬥對抗核能政經威權的反核人士，理

解到跨國核電集團的盤根錯節，亞洲國家的非核運動要有所進展，不同國家人

民之間在資訊分享和行動上的團結合作，日形重要，因此非核亞洲論壇於 1993

年首度在日本舉辦。 17 年來，我們體認到阻止核能危害的任務仍未完成，而各

國核電集團繼續貪圖核電的擴張，如美國、俄羅斯、法國、日本、韓國、中國

等，都把亞洲各國當作主力市場，在菲律賓、泰國、印尼、印度、馬來西亞、

越南、巴基斯坦、新加坡、台灣等國極力推銷，衍生核子戰爭和核能災變的威

脅快速增加。而近年來日本柏崎刈羽和濱岡核電廠機組因地震而損壞或停機，

更證明了核電的危險性。 

我們來自日本、韓國、菲律賓、泰國、印尼、台灣等國反對核能發展的人

士，聚集在此舉辦 4 天的國際會議與活動。我們對過去 17 年來能夠參與和推動

亞洲反核運動感到榮耀，也對未來彼此團結合作促進非核亞洲的早日達成深具

使命。 

我們共同的主張 

、1 我們支持永續能源政策，要求加強節約能源、提高能源效率及發展再生能

源，反對不永續的核能發電。 

2、日本新潟縣柏崎市全球發電量最大的核能電廠，2007 年因地震而發生火災

並造成輻射物質洩漏。我們呼籲各國政府補強現有核電廠的防震措施。我們

也要求位於地震帶的台灣核能發電廠及早停止運轉。 

、3 台灣第四核能發電廠因工程不良及管理失當所發生的工安事故頻傳，復因行

政院長催趕商業運轉期程壓力，加大災害發生之可能性。我們譴責台灣政府

失職，置民眾安全於不顧。我們認為核四未經人民公投同意前，不應貿然添

加核燃料試運轉。 

、4 氣候變遷造成許多極端降雨及土石環境巨大災變，各國政府應正視核能電廠

在此情況之下的毀滅性風險。同時，核電不是乾淨的能源，也不是解決氣候

變遷的方法。核能相關的各個處理過程須使用大量的化石能源，並會釋出為

害人類健康的有毒廢棄物和輻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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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核能電廠不只是對民眾生命、財產有危害，核能決策對人權更有諸多侵害，

我們要求各國政府落實住民公投自決的權利。台灣政府應修改公民投票法，

返還公民權利，並舉辦核四公投。 

、6 我們反對台灣政府一方面准許高耗能、高污染、高二氧化碳排放產業之擴充 

(如國光石化)，一方面又繼續興建核能發電廠及延長現有機組之運轉年限。 

、7 我們要求台灣政府提出最快最明智的核廢料處置方法，解決核廢料貯存造成

蘭嶼達悟人民生命和環境的問題，亦不可增添其他地區人民生命和環境的威

脅。 

8、我們呼籲亞洲各國政府應建立公開、透明、民主的能源政策決策機制。 

9、我們呼籲亞洲各國人民團結合作反對核電的輸出和輸入。核電的輸出和輸入

不只是增加新的核電廠，而是增加意外風險、核廢料處理難題和核子武器的

擴散。核電交易也帶給發展中國家沉重的經濟和債務負擔。 

  

                                                                                  2010 非核亞洲論壇全體參與者 

2010 年 9 月 18 日- 21 日 

台灣‧台北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