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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日本大震災的教訓

感謝主持人詳細的介紹本人，對於第九屆

亞洲都市環境學會在台北召開的會議，國外的學

者受到台灣的邀請，在此衷心的感謝致意。今天

我要發表「東日本大震災的教訓」主題之前，我

必須說幾段話，在去年311下午兩點四十六分日
本東日本發生大地震40多公尺的高浪，然後隨著
地震海嘯帶來的核電廠事故，在這樣複合性的災

難之後，我們受到來自於世界163個國家43個機
關的資助及幫助，在此我們感到比較震驚的，台

灣是捐助的第一名，在此特別感謝。同年的四月

十九號在跟台灣沒有外交關係的情況下，日本天

皇在接見台灣代表團時，特別對台灣表達深切感

謝﹔在座諸位各位拿到的資料其實是東日本大地

震後的情況及資料，有翻譯成韓文、中文、日文

然後都有發佈到各個國家，針對日本震災後的情

形及分析，以及最近的活動資料請各位參閱，那

這個書的第一章、第二章分別是彙整媒體及學者

針對東日本大地震的情況作整理，尾島教授在第

三章及第四章除了地震狀況之外，之後的日本將

何去何從，在各個方面如政策、行動、建築都是

規劃的層面，要去做什麼樣的因應，在三、四章

有詳細的敘述。

自從311至今已經一年八個月，很遺憾的是

災後的復興非常緩慢的，至今住在組合屋的還

有10萬人，移居到別的地方地有30萬人，其中福
島因為要遠離福島核災的輻射災害所遷移到他

方的就有6萬多人，所以這個是沒有完全復興的
狀態﹔日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口從三千

萬人到至今的一億兩千萬，在戰後短短的數十年

間成長了四倍，所以從一個日本列島來看，原先

沒有住人的地方現在必須要住人，所以人口密度

相當的高，當日本這次的大地震發生以後，其實

大家都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復舊及復興的差

異，復舊是說當任何災害發生時就由各種建設將

這個區域復原成原有的狀態，但是復興是完全不

一樣的事情，要開始思考在這狹窄的國土，以及

天災非常多的地方是不是有辦法維持那麼多的人

口，以及有些地方是不是沒有辦法再住下去，所

以在少子高齡化的方向其實要考慮，要努力思考

所謂的復舊及復興的差異。之前，紐約時報對日

本災後復興做一個比喻，在海嘯發生前海邊的堤

防工程在高度及規模都創下金氏的世界紀錄，但

是在這個311的大地震之後，所有堤防工程也沒
有辦法受到天災的考驗，但是在發生311復舊的
過程當中，這個所謂創下金氏世界紀錄的海岸堤

防又再次地以一樣的樣貌重建，所以紐約時報

編者按：尾島俊雄，目前為亞洲都市環境學會理事長，曾擔任日本建築學會會

長，本文為尾島俊雄教授於第九屆市民公開國際論壇演講的文字稿，針對2012年311
東日本大地震的震災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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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以想像的一件事情﹔尾島教授

後來自己也到了現場去看所謂創

下世界紀錄的堤防工程是否有在

做，這次尾島教授也去了一個地

方在日本東北區域松島，是一個

景觀非常優美的地方，這個地方

是由許多小島組成的，在這次地

震災害中松島他沒有受到嚴

重損害，我手上拿的這本書

是針對東日本震災所有的原因和

差別，災後的分析報告，其實這

本是昨天才完成的，那這本書會

送給我們台灣這邊，這本書也寫

了如果我們強制以人力及人造規

模的防波堤或龐大海岸堤防的設

計去阻擋，事實上對於防災也許

是一個反效果。

接下來介紹東日本大地震主

要的事件（如表一），比如說在

東北發生大地震之前就有些前期

的地震，包含三月九號有7.3的地
震發生，在整個日本建築及耐震

方面對於較大規模的地震，對於

防災防震耐震的技術事實上已非

常發達，所以在耐震這件事情日

本已有做一些準備，但是除了地

震以外，在這次複合型災害也就

是說海嘯以及這個核電廠事故，

所以這個複合式的災害發生後包

含3月12日以後，日本政府的因
應及首相到現場視察，這些因應

的動作事實上在日本各個媒體以

及報告書都有詳細記載，希望說

台灣諸位在日本災害後能在所有

情報公開的情況下，在這些資訊
表 東日本大震災發生後的主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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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報教訓裡面去得到一些

經驗。日本在震災後一年

多的時間，為什麼復興的

速度這麼慢，因為我們一

直在面對著日本應該是復

舊，還是復興的迷惘中，

其實在328以後，尾島教授
被首相邀請到首相官邸，

官邸主要是要在裡面組織

一個災害對策的組織，所

以首相跟尾島在討論復興

的計畫，包含要去找一些

專家，在這之後尾島教授

也提出了一些專家名單及

防災計畫的構想。但在328
之後當時首相內閣並不是

呈現這樣的氛圍，因為來

到首相官邸竟是來自一些

法國、美國、德國，這些

所謂安全的專家，所以當

時日本內閣首相必須要面

對的是複合式的災難發生

之後，在核能安全所發表

和核災的情報正不正確，且國際原子能組織也給

日本相當大的壓力，那麼同時在核電安全及復興

構想，事實上在日本內閣分成了兩派，也導致說

因為在日本有分民主黨跟自民黨對於這些事情的

看法也不一致，導致核電安全這件事情抱持的看

法的學者也分成兩派，這個比較傾向於政治力的

干擾，加上情報在網路上有一些日本在隱蔽情報

的消息一再傳出，所以當時在首相及發言人他必

須整合一致的說法，要針對核電安全及復興要有

一致性的說明，那麼發生了一些天災人禍那又加

上政治紛擾，在尾島教授跟一些專家學者也感到

非常困擾。大概可從表一當中，在311之後於整

個政策走向及對策大概是怎麼樣的情形，我們可

以從整個事情發展來看，比如說四月以後在整個

復興計畫事實上必須要再進一步地落實，而且在

整個政治氛圍讓當時首相不得不辭職換新首相上

來，那在這樣的過程當中後來也會牽涉到比如說

日本核能政策跟能源政策，它需要去做一個徹底

的調整，演變成說災後日本到底要何去何從，也

是面臨重新檢視。到了六月階段，個個所屬機關

跟團體也針對東日本大地震的原因以及對策，它

有各種出版品及研究報告，但是由於版本非常

多，有些委託有些政治或利益考量，所以不見得

百分百客觀，那尾島教授在各家所分析的報告找

表 東日本大震災發生後的主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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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個最客觀的來去做一個整合，所以像尾島教

授之前出的書事實上他不會牽涉各方利益，為比

較客觀的結論，那其實到2011年12月政府對於東
日本大地震做了檢討，我們來看12月16日報告我
們可以看到這三點是非常重要的論點，第一點，

就是說當時政府對於災害的想像事實上是過於樂

觀，所以當時政府並沒有把災害設定成這麼嚴重

的，第二點，事故發生以後在首相官邸內閣的意

見傳達情報都不是那麼的流通，或是說對於政策

的說明並不是十分充分，第三點，明明日本當

地就有一個放射性物質的預測機制，但在地震海

嘯發生後這樣的機制並沒有有效的運轉，所以提

出這三個重要的結論。在2012年整個災後復興由
一個復興廳單一窗口來進行之後，除了震災區有

復興之外也特別強調核能設置的安全，他必須考

慮到比較大的地震或海嘯也可以安全運轉不會擴

散的機制，其實到了復興廳成立了一個單獨的窗

口來進行復興的作業，在預算編列上面以及在基

本理念方面出現非常大的問題，首先來講預算方

面24兆，但今天可能要花好幾百兆才能針對復興
做一個長期有遠見的建設，而且在這個未來所設

定的災害對經濟所造成的損失，他可能也需要準

備考量，而且在日本雖

然現在是2012年，但在
往後的30年到50年之間
可能會產生規模更大的

地震及引起的海嘯，所

以可能的死亡人數不是

2011年所提的2萬人，可
能會是30萬人以上，那
在經濟的損失會更大，

所以在參與復興的核心

官僚，他們主要的價值

觀是說如果用傳統復舊

的方式去針對備受到震

災區域影響的一個樣子事實上沒有辦法因應未

來，這些核心官僚他們思想應該不是用傳統復舊

的角度而是用復興的角度，復興的角度是要去因

應可能會產生更大規模的災害去做一個更多的建

設，但是這些官僚專業的意見，他會跟目前政府

所進行的民主主義的機制有衝突﹔復舊他會直接

地牽涉到這個地方，他受到災害後他會馬上復原

成原貌，所以他可能會有選票及地方自治的考

量，但是為了因應未來複合型災難遠期的建設，

事實上成果現在是看不到的，所以在政府的官僚

跟民意跟政治間他就會產生非大的落差。

其實一年多在復興制度非常遙遠，震災後一

年多我們從這件事情得到了什麼？學到了所謂的

自助、共助、公助(如圖1)，那自助其實在地震或
是天災的發生，自助才有辦法活下去這是60%，
那共助才有辦法讓社會組織不會瓦解這是30%，
公助就是說有餘力建構自己在災後的責任這是

10%，是由631這樣的構想衍生成三點，人生命
必須要以相互尊重為前提下，所以人生活在地球

上他必須考量到人並不是孤立的生物，必須由人

跟人之間結合成連結或是說密切聯繫，從這次來

講雖然日本都還有在發展核電，且日本被要求你

圖 建構自助、共助、公助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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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要用低碳量去創造一個富足的社會，所以核

能就變成一個重要的選項，但是核能畢竟在經過

這樣的事情後再重新被受到檢視，所以針對未來

的能源政策，具體要怎麼做？包含今天核能在不

可能放棄下必須要讓核電安全更受到保障，這不

是屬於一個國家而是屬於國際性的責任，第三點

以義務跟權力來講日本是世界上只有享受到權利

並沒有盡到義務的國家，因為日本公民是不需要

服兵役的，他對於社會的參與是較低的，但是從

這件事情發生以後會變得有一個義務役的制度或

是說有一個健全的人力，

他可以在災害發生後能保

護自己的話我們就可以自

助，就比較不需要增添國

際的困擾。如圖2，其實
所謂的價值觀生活型態，

社會氛圍的改變是我們在

文化方面要推崇，在地球

資源是有限的條件下，去

追求經濟的發展與競爭的

時候還是要回歸到人在這

個土地上怎麼樣去生存，

人跟人如何共生，然後去

尊重相互價值，所以從

以前完全競爭的社會經過

這次大地震轉換成更具重

視人的價值以及人跟人互

助的精神，人跟人如何去

共生，然後這種共生是私

領域的，或是說社會的共

生，或是說國家整體的存

在競爭的策略，如何去取

決於平衡?這是我們面臨價

值觀的轉變，

我們可以看到圖3，其

圖 生活方式的轉變

圖 日本能源供給結構

圖 能源基本計劃的重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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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相當沉重，日本是京都協議書的簽約國，

所以在2030年針對減碳的目標是比較明確且嚴格
的，所以當初在能源方面2030年核能的比率是到
53%，火力發電是減到26%，然後再生能源是減
到20%，在整體能源的使用量是要從2007年比較
起來是呈現下降的，從石油危機後雖然日本用電

量是上升的，到2030年要重新下降，為何能達到
省碳的目標是因為用了非常大的核能發電是佔

53%，但昨天內閣明確的表示說2007年提出來的
這張圖做不到的，所以延伸這個話題政府認為做

不到的就是會讓民眾知道做不到，所以在這一

頁政府就提出三個方案，那就是說讓國民去做抉

擇，如果是沒有核能發電的話可能對再生能源的

依賴、火力發電的依賴可能會更高，那變得更高

的時候我可能二氧化碳提高，所以要說服國民到

底要選擇哪一條路，最終政府針對災害這件事

情，跟國民強調在未來30年內有非常高的機會會
產生，比如說東海大地震，在很高的機率情況

下，他可能會造成30幾萬人死亡，200多萬建築
倒塌，這樣的話必須花9百兆元去做復興，包含

公家跟民間加起來，目前加起

來的存金儲蓄能動用的金額是

1500兆，為了要因應未來的災
害，政府要做的事情並不只是

對受災區的復舊而是因應未來

災害的復興。以上內容，為在

震災一年八個月後，日本的政

府政策及民間的想法，跟大家

做個分享，謝謝大家。

圖 災害對策基本法

圖 對災害對策的重新認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