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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譯) 

野田總理接受 18家外國媒體集體採訪 

（開場發言） 

2012年 3月 3日 

 

1〃前言 

    東日本大地震的發生馬上就要迎來一周年了。在近 2萬人的犧牲者當中，也包括一些來

自海外的人士。在此，我想再次為犧牲者們祈福，並向被留下來的家屬們表示哀悼之意。自

發生地震以來，我們接到了來自 160多個國家及地區、40多個國際機構熱情支援的表示。我

謹代表日本國民再次傳達我們的感謝之情。首先，我想就有關為大地震後的復興而邁進的日

本的“現狀”以及“今後採取的行動”，談一談我的想法。 
 

2．災區的復興 

    災區的基礎設施及經濟正在確實地重建之中。製造業的供應鏈已經完全復活。礦工業生

產的水準也回到了地震前的水準。80%以上的受災地方政府已經制定好了“復興計畫”。其中

也包括引進再生能源以及建立先進醫療基地等以“世界示範”為目標的雄心壯志的內容。我

希望能通過將這些計畫具體化，來使復興需求顯現出來。執政黨和在野黨一致合作，制定了

具體措施，並將其付諸了實施。去年年底，我們實現了“復興特區制度”，開始實施為新立

地企業減免 5年法人稅等特別措施。提供復興財源的臨時增稅也得到了通過。我希望通過設

置復興廳新的行政組織，整個政府團結一致，最大限度地支持災區的工作。 

 

3〃食品安全與健康管理 

    去年年底，我們已經宣佈了核反應爐的“冷溫停止狀態”，但我們與核電站事故的鬥爭

還將持續直至核反應爐報廢。我們將有關食品安全與周邊居民的健康管理繼續作為最優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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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開展。地震不久後，我們進一步加強了食品監控的檢查體制。我們計畫從今年 4月開始實

施比迄今為止更加嚴格的有關食品中放射性物質的新標準值。在對周邊地區生活空間的去汙

方面，我們將投入 1兆日元以上的國家經費。如果早的話，我們將在 4月對限制進入的部分

區域進行修改，力求儘早實現居民回家。總而言之，除了部分限制地區，大部分的地區已經

恢復了地震前的日常。我希望大家能夠放心地為工作、觀光或留學等目的前來日本。此外，

我們也熱烈歡迎作為災區復興合作夥伴的外國投資。而向各國提供準確而及時的資訊是理所

當然的前提。對於各國現在仍然保留的進口限制及旅行限制，我將會要求各國能夠始終遵循

科學依據，根據最新的狀況進行修改或放寬限制。 

 

4．對國際社會的貢獻 

    為了報答地震時國際社會對我們提供支援的恩情，我希望我們將決不“內向”，為實現

人的安全保障以及世界經濟的持續增長，充分利用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PKO）及政府開發援

助（ODA）等方式，將繼續積極地為國際社會做貢獻。其中，將從大地震中獲得的知識和教訓

與國際社會共用，更是我國對於“歷史”所負有的重大責任和義務。我希望我們以提高核能

安全以及防災等為中心，力求積極地發送資訊，為國際社會做貢獻。以上是我的開場發言。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