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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综合彭博社、路透社、
Politico 报道：欧盟计划本月推出“疫
苗护照”提案，方便已接种新冠疫苗
的公民出游。美媒报道，除已在欧盟
获批准使用的疫苗外，在部分成员国
进行大规模接种的中国和俄罗斯疫苗，
也将一并获得认可。另外，欧盟药品
管理局(EMA)11日批准使用强生疫苗，
是该机构核准使用的第四款疫苗。

据了解欧盟委员会草案的人士透
露，欧盟版疫苗护照被命名为“欧盟
COVID 卡”或“数字绿色证书”，将
包括三份证书，包括持有人是否已接
种疫苗以及接种何种疫苗、核酸检测
结果如何、是否曾染疫以及康复情况。

这份草案定于 3 月 17 日公布，证
书上将写有个人姓名、护照或身份证
号码、出生日期等，包含可互操作的
条形码或二维码，并将设特有标识以
便验证真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
恩此前预计，至少需时 3 个月准备立
法及技术工作，疫苗护照最快可在 7
月推出。

在旅游业为重要支柱的希腊、西
班牙和塞浦路斯等国的催促下，原本
对疫苗护照颇为牴触的法德态度软化。
上月底欧盟峰会结束后，各国一致同
意推行数字疫苗护照，在避免病毒扩
散的前提下互开边境。

草案指出，该提案将建立一个共
同框架，签发和受理关于新冠疫苗、
核酸检测和染疫康复的可互动性证书，
以便民众疫下行使在欧盟内部自由流
动的权利。

知情人士透露，除所有已获欧盟
药品管理局授权的疫苗，已在个别国
家紧急使用的疫苗也可获认可，例如
在匈牙利用于大规模接种的俄罗斯“卫
星 -V”疫苗与中国国药疫苗。Politico
统计，包括波兰，奥地利，捷克和斯
洛伐克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也将目光
投向中俄疫苗。

以国盼与华疫苗接种互认
彭博社报道，框架的目的是使成

员国间能相互协调，避免重演疫情初
期单方面封关乱局。但不少国家抱怨

欧盟动作过于迟缓，已与其他有意向
的国家接洽甚至自行推行疫苗护照。
希腊将于 5 月 14 日起重开旅遊业，欢
迎已接种疫苗人士、染疫后康复有抗
体人士、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人
士入境。

草案亦明确指出，疫苗护照不应
成为自由流动的先决条件，接种疫苗
也不应被视为义务。虽然疫苗护照将
成为未来一大趋势，但多方仍持审慎
态度。世衞组织认为，尚未有更多证
据证实疫苗能阻止病毒传播，存在健
康风险。而在道德方面，穷富国获取
疫苗的速度不一，穷国可能要苦等数
月甚至数年才能获得足量疫苗，将诱
发疫苗歧视和民族主义。

另外，中国 8 日率先推出“国际
旅行健康证明”，是全球第一款疫苗
护照，外界密切关注。以色列新任驻
华大使潘绮瑞表示，以色列乐于成为
首个与中国实现疫苗接种互认的国家。
潘绮瑞又表示，这将是她任上的优先
议题，并希望在未来几周内达成这一
合作。

国际奥委会将购中国疫苗
当地时间 3 月 11 日，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在国际奥委会第 137 次全会
上宣布，将给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
会的参赛者提供从中国采购的疫苗。
巴赫表示，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奥
运代表团已经接种了新冠疫苗，还有
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承诺为自己的代表
团提供疫苗。

中国奥委会也向国际奥委会提出，
愿意为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和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的参与者提供新冠疫苗。
巴赫说，国际奥委会将会为这些疫苗
付款。国际奥委会对中国奥委会的这
一提议表示感谢，这真正体现了奥林
匹克的团结精神。

此外，欧盟药品管理局 11 日宣布
批准使用强生的单剂疫苗，建议 18 岁
以上成人使用。强生疫苗是继辉瑞、
阿斯利康和莫德纳后，欧盟批准的第
四款新冠疫苗。根据临床试验结果，
强生疫苗的整体有效率为 66.1%。

欧盟欲设可互动性通关凭证

拟认可中俄疫苗
中美高官阿拉斯加会晤 
三个细节值得关注

【参考消息网】继美国宣布将于
3 月 18 日至 19 日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
话之后，中国外交部 11 日也宣布了这
一消息。这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中美之间的首次重要接触，为两国重
启关系提供了契机。对于这场战略对
话，有三个细节颇为值得关注。

一是对话选址阿拉斯加州安克雷
奇，远离美国本土，有外媒认为两国
高官几乎相当于在中立地区举行会晤，
这表明中美处于平等地位。二是美日
澳印将于 12 日举行“四方对话”峰会，
被外界认为对抗中国的意味浓厚。美

国在即将举行这场峰会之际，宣布将
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华盛顿还是有意管控该峰会
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冲击。三是中方此
次是应美方邀请。中国外交部明确表
示，“中方对中美关系的立场是明确
的。我们要求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
国和中美关系，摒弃冷战、零和思维，
尊重中方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倘若美方真有
意让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就应避免老
调重弹，而应选择改弦更张，拿出改
善中美关系的诚意。

“3.11”十年后
福岛百万吨核废水恐将入海

【大公报】综合日本放送协会、《日
本时报》、路透社报道：2011年的“3.11”
东日本大地震已过去 10 年，政府重建
工作进展不如人意，福岛第一核电站
的核废水处理也惹得多方担忧。由于
储存核废水的水槽将于 2022 年用尽，
日本政府计划将废水直接排入大海。
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均表示不满，并
批评日本政府毫无责任心。10 日，日
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发布报告称，福
岛核电站内部发现新的污染场所，甚
至可能再次发生爆炸。

福岛第一核电站共有 3 座反应堆
在“3.11”事件中损毁，但直到上月底，
东京电力公司才完成 3 号机组反应堆
的燃料棒取出工作，1 号、2 号机组仍
有逾千核燃料棒等待取出。如何清理
核燃料残渣亦是一大挑战。10 日，日
本原子力规制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称，
核电站内发现新的污染场所，严重程
度远超预期，需重新考虑原本的废炉
拆除计劃。此外，1 号、3 号机组压力
容器排出气体发生了倒流，其中含有
氢气，恐再次引发爆炸，并导致污染
扩大。

菅义伟没有喝下那杯水
另一方面，核废水处理问题已迫

在眉睫。福岛核灾在过去 10 年间产生
超过 124 万吨含有放射性物质氚的废
水，东电准备的 1000 多个储水槽已有
九成被装满，到 2022 年秋季就将彻底
用尽。日本首相菅义伟 6 日表示，这
个问题“不能再拖了”，但日本政府
提出的解决方案却是将废水排入大海，
引起多国不满。

日本政府原本计划去年 10 月敲定
核废水入海方案，后在国际社会施压
下暂时搁置，但从未真正放弃。去年 9
月 26 日，刚当上首相的菅义伟曾在视
察福岛核电站时询问“核废水能否饮
用”，东电工作人员回答说，稀释后
就可以喝，但菅义伟最终没有喝下废
水。日媒批评说，就算菅义伟喝了，
也不能说明核废水入海没有问题，“如
果能喝的话，那就不要排放进海洋，
在东电和经济产业省作为饮料使用怎
么样 ?”

核废水半年遍布太平洋

日本政府虽然尚未最终敲定核污
水的排放方式，但基本确立了将核污
水排入海洋的方针，这引发了日本民
众及国际社会的担忧。最先反对的是
日本渔业，他们认为即使没有科学证
据表明处理后的废水是有害的，消费
者仍然会担心其影响。

另外，受核废水影响最大的除了
日本自身，无疑就是中国、韩国等日
本邻国。韩媒指出，被污染的海水只
需 220 天就会抵达济州岛，400 天后就
会到达韩国西海岸。德国南极海洋机
构警告，若日本将所有废水排入海中，
不到半年，整个太平洋都将面临高辐
射威胁，远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亦不
能高枕无忧。届时，不仅沿海居民会
直接受到伤害，海洋环境和生物亦会
遭到污染，最终对人体造成二次伤害。

时至今日，福岛近海捕捞到的鱼
类仍被检测出放射性物质超标，包括
中国在内，全球近 20 个国家和地区依
然对福岛等地的食品实施进口管控。
日本放送协会 (NHK) 最新民调显示，
仅有12%的日本民众认为废水入海后，
福岛海产品仍可放心食用。

日本仍未吸取教训
路透社指出，福岛核灾属于人祸，

是日本政府、监管人员和东电“共谋”
的结果，暴露出各方缺乏责任心和领
导力的问题。日本智库亚太倡议的国
际政治专家铃木一人 10 日刊文指，核
灾发生的原因之一，是当局缺乏预见
性。福岛地震频发，东电和政府却从
未考虑过如何保护核电站。

事发后，各方不是第一时间团结
救灾，反而开始推卸责任，且只会死
板地按照规定行事，毫无应变能力，
导致情况不断恶化。当时负责监管的
核能与工业安全部，居然只顾撤走自
己的巡查人员，而不是指导现场抢救
工作，也没有及时向时任首相菅直人
报告。

铃木一人指出，从新冠疫情应对
情况可见，日本政府并未吸取核灾的
教训，上述问题依然存在。被控玩忽
职守的三名东电高层，亦于 2019 年全
数脱罪，在日本民间引发抗议。

图：福岛核电站在“3.11”十年后仍是一个不定时炸弹。\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