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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牌屋》背后的娃娃脸 乌克兰，欧洲的水泊梁山B03 B04

□撰稿 本报记者 赵恩霆

44 .3吨钚原料

足以造出5000枚核弹头
钚，是一种放射性超铀元素。目前，用于

制造核武器的主要原料就是钚239和铀235。
如果使用相同质量的核原料，钚弹的威力甚
至还要大于铀弹。二战末期，美国在日本长
崎投下的原子弹就是以钚为内核的。

二战后，随着冷战大幕拉开，出于战略
利益考量，美国在对日态度上从最初的打
压转为扶植，将日本作为对抗社会主义阵
营的第一道防线。日美同盟也在这时形成。

美国的核能力毋庸置疑，但在民用核
电方面，美国也曾出过大问题。1979年3月
28日，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
外溢事故，严重程度达到5级(最高为7级)。
这一事件导致美国乃至西欧民众的反核情
绪高涨。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美国决定将
多余和闲置的核原料交给盟友日本处理。

美国交给日本的331公斤钚，目前被用
作快中子反应堆研究，其所在地茨城县东
海村是全日本最大的核原料处理场所。这
些钚绝大部分的丰度达到92%至93%，已属
于武器级，据估算可制造40至50枚核弹头。

钚尽管威力巨大，但在自然界中并不
存在，需要从使用后的反应堆燃料(乏燃
料)中提取。目前，日本是唯一可以进行乏
燃料后处理的非核武国家。这一特权也是
美国里根政府时期的惠赐。1988年生效的

《日美原子能协定》使日本合法拥有了提取
钚和浓缩铀的权利，前提是要保证这些能
够制造出核武器的物质用于民用。

因此，日本借美国的这331公斤钚进行
实验只是一个额外收获，而其真正目的是
通过这些年的乏燃料后处理来囤积钚。据
国际核分裂性物质专家小组的统计，截至

2011年末，日本保有的钚原料多达44 .3吨，
足以造出5000枚核弹头。

奥巴马上台后，一直积极推进其“无核
世界”的构想。2010年，美国举办首届核安
全峰会，当时第一次要求日本归还这331公
斤钚，但日本一直以实验无法以其他物质
替代为由拒绝归还。自去年以来，在美国不
断施压下，日本最终答应归还。美国计划在
3月荷兰海牙第3届核安全峰会上与日本敲
定归还协议。

日本已成为

“完整的核能力国”
上世纪50年代，日本制定了一个分阶段

发展的长期核计划。1959年，日本第一次成
功地分离出了钚，核计划取得阶段性成果。
1966年，日本开始建造3座快速燃烧反应堆。
在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日本在核能
系统结构和技术上取得巨大进展。1984年，
日本在茨城县东海村建立的年处理能力达
210吨的核燃料再处理工厂全面运营。从
1993年开始，日本又在青森县六所村建设大
型核燃料再处理工厂，至今已囤积了3000吨
核废料，其储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目前
六所村工厂每年可提取高浓缩核原料4吨，
今后每年将可提取9吨武器级钚。

此外，日本在富集激光领域中也使用
了有效的技术。利用气体扩散常规方法获
得丰度95%的浓缩铀用于生产原子弹需要
约3000个步骤，而利用富集激光离心方法
只需30个步骤，而且还可在一个比较小的
设施中进行。

目前，日本还拥有超强的电脑仿真核
爆能力。从技术上讲，电脑仿真核试验对于
继续研制和完善新型核武器意义重大。据
报道，日本已研究成功运算速度达每秒
6000亿次的超高速电脑，完全有能力对核
爆炸进行电脑仿真试验。

去年10月，美国智囊机构国家亚洲研
究局发表报告专门分析日本的核政策，报
告指出，日本作为不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建
立了最大的完整的核燃料回收再利用体
系，日本拥有开发核武器的能力是毋庸置
疑的，而且日本还在暗中开发导弹技术。

日本拥有全部核产业链，三菱重工、日
立制作和东芝集团是日本最大的三家核电
企业，它们都能独立设计核电机组，并拥有
从核燃料到后处理的全套技术。伴随这三
家龙头企业，日本还形成了200多家与核电
制造相配套的企业和核电产业链。事实上，
日本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核能力国”。日
本一些政界要人如小泽一郎和石原慎太郎
等就曾公开说过，日本可以在非常短的时
间内制造出核武器。

国际原子能机构

最应该调查日本
1967年，时任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一

次国会演说中正式提出“无核三原则”，即
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1971年，日
本众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使“无核三原
则”成为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

然而，日本外务省最近解密的文件显
示，正是在佐藤内阁时期，日本就提出过研
发核武的计划，并认为日本应该首先研发
能装载在导弹上的轻量型、小型化的核弹。
该计划最后被美国发现并向日本提出严厉
警告而被迫中止。

实际上，战后多名日本领导人和内阁主
要成员在任上或明或暗地提出过核武主张。
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前首相岸信介曾在国会
答辩时说：“日本拥有最小限度自卫权的体
现，是日本宪法解释允许日本拥有即使是被
称作核武器的武器。”日媒还披露，岸信介曾
私下致信美国政府说，“从防卫角度来看，如
果日本认为有必要时将进行核武装”。

在这一点上，安倍“很好”地继承了外
祖父。2002年，时任内阁官房副长官的安倍
在一场演讲中说，如果在以自卫为目的的
最小限度范围内，日本宪法并不禁止日本
拥有核武器或者其他通常武器。

“3·11”大地震及福岛核事故后，日本
“去核电”呼声高涨，但再度出任首相的安
倍却是个坚定的核电支持者，他动用各种
执政力量封杀“去核电”舆论，其背后暗藏
着保持核电、蓄势发展核武的重要内因。

以否定日本侵略历史而臭名昭著的日
本前航空幕僚长田母神俊雄也是坚定的拥
核论者。他在去年9月出版的以日本核武计
划为主题的新书中提出，“日本不拥核就没
有未来”。他还声称：“拥有一枚原子弹也会
成为遏制力。有核国家与无核国家的外交
谈判实力存在巨大差距。”

2012年，日本国会通过《原子能基本
法》修正案，法案在核能研究、使用和开发
的基本方针中，加入了“有利于国家安全保
障”的表述。而安全保障在日本通常被理解
为“防卫和军事”。此前，该法一直规定“核
能开发限于和平目的”。

针对美国要求日本归还331公斤钚，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0日表示，日本在其
境内存储大量核材料存在极大核安全隐患
和核扩散风险，对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安全的
潜在危害不容忽视。她说，日本这样做与其
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和国际原
子能机构成员国的身份不符。中方再次要求
日方严格遵守核不扩散国际义务，切实履行
敏感核材料供需平衡方面的国际承诺。

有日本学者指出，战后日本大力发展
核电与推行核威慑政策密不可分。京都大
学原子炉实验所助教小出裕章认为，日本
核电开发不是为了发电，而是为了拥核，日
本正是为了制造原子弹，才建立核材料循
环利用工厂，日本国内有大量钚去向不明，
国际原子能机构最应该调查的是日本。

日日本本

核核图图谋谋
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枚原子弹，彻底击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然而，这一击却又开启了日本的另一个

图谋——— 核计划。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核话题在日本曾经一度是个禁忌。但本月14日，日本外相岸田文

雄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发生紧急状况时，为保护国民安全，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否认允许美军将核武器运
经日本的可能性。这一违反“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将日本企图拥有核武器的野心暴露无遗。

而美国日前再度要求日本归还冷战时期交给日方的331公斤钚，在被日本多次拒绝后，这次归还协议很可能在3月
举行的核安全峰会期间达成。不过，此时归还已经无碍于日本的那个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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