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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推出，是中日研究
界同人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

《日本发展报告(2012)》以东日本大地震为中心，对2011年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的政治、外交、经济、
社会文化的影响作了回顾、分析与展望，并收录了该年度日本大事记。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由地震、海啸和核泄漏构成的三重打击，使日本遭遇战后的最大
灾难。
在过去的一年里，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对策，在预算和法制方面制定了配套方案，但仍面临灾
后重建、福岛第一核电站废弃物处理、灾区清除污染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主党政府在经受救灾考验的同时，执政能力受到质疑，“政治主导
”难以为继，不得不在2011年9月进行首相更迭，由野田佳彦组成新的内阁。
围绕野田内阁推出的提高消费税法案，日本朝野正在展开新一轮的政治博弈。

相对于动荡不安的内政，野田政府在外交安全方面最终确立了对外战略，继承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战
后日本外交安全传统，并借助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在亚太施展多元外交。
“救灾外交”使中日关系改善出现转机，但日本对华疑虑上升，两国关系的发展依然“暖”中有“寒
”。

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产业造成巨大冲击，国内产业供应链断裂，使日本经济增长和财政重建面临更大
的困难。
但由于日本产业实力雄厚，企业应对及时，在较短时间里拉动了宏观经济的V形复苏。

日本国民在天灾人祸面前的坚忍淡定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
老龄化趋势、社会舆论生态发生的深刻变化，暴露出日本社会诸多结构性问题，而核泄漏事故对日本
社会和国民心理的冲击巨大。

2012年，将是“日本再生元年”。
在致力于灾后重建、核事故处理和重建经济的同时，日本将全面推进社保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并启动
结构调整。

受大地震的影响，加上日元升值和长期电力不足，新一轮产业海外转移值得关注。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局将持续动荡，政党政治可能出现分化重组。

而对外战略的积极进取，构建以日美同盟为主的东亚新安全框架，将为民主党政府增添政治筹码。
迎来“不惑之年”的中日两国外交，亦将把“战略互惠”
作为相互关系的基本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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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薇，女，北京市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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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成果：《日本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研究》(专著，1997)、《立法过程》(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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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冲绳问题的复杂因素及其本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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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根据福岛核电站对地震的监测，在核反应堆厂房底板监测到的地震加速度已超出了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地震加速度设计基准。
地震破坏了站外电源供应。
由于地震，所有6路站外电源全部丧失。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自动停堆系统在监测到地震后，3台运行中的机组反应堆控制棒成功插入堆芯，而
且所有可用的应急柴油发电机电源均按照设计正常启动运行。
然而，第一波大规模的海啸约在地震发生46分钟后抵达。
海啸波不幸越过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防波堤。
因为防波堤设计抵御海啸波的最大高度是5.7米，而当天海啸的实际高度估计达到了14米。
海啸波深入核电站场区，除一台应急柴油发电机可运行外，其余全部失效。
同时核电站内外也已丧失其他可用的重要电源，而外来援助的希望又很渺茫。
此时，福岛第一核电站进入全站断电状态。
海啸的冲击导致1号机至4号机的所有电气及仪表控制系统丧失功能；海啸及其所夹带的杂物造成福岛
核电站内许多建筑物、房门、道路、槽罐及其他基础设施受到毁坏。
此外，由于海水泵被海啸淹没，余热导出系统丧失了通过海水来导出堆芯里的余热的功能，辅助冷却
系统也丧失了通过海水来导出许多设备热量的功能。
面临史无前例的灾难性紧急状况，加之没有电力、没有仪表显示，站内及站外通信设备又受到严重的
损坏，运行人员不得不在漆黑一片且无任何控制系统的情况下，设法去保护6座反应堆、6个乏燃料水
池、1个共用燃料池及干式储存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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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发展报告(2012)》由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推
出，是中国日本研究界同人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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