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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３屆日本環境會議沖繩大會宣言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第３３屆日本環境會議沖繩大會 

 

 第３３屆日本環境會議沖繩大會於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１日至２３日在沖繩國際大

學召開。以「環境、和平、自治、人權——從沖繩開拓未來」為主題，有來自海內外超

過４００名人士一起共襄盛舉，透過全體會議和６個分科會進行熱烈的討論。 

 

１ 從「環境、和平、自治、人權」的觀點來看沖繩的現狀及問題 

 

（環境） 

   沖繩曾於１９８８年召開了第 8 屆、１９９６年召開了第１６屆日本環境會議，這

一次是第３次在沖繩舉辦。在第１６屆沖繩大會上，指出了因軍事基地的存在和公共投

資所導致的環境破壞等問題，並提議了撤除軍事基地及提出了新的產業振興政策，以建

立循環型社會。然而，自那之後歷經了２０年，沖繩的自然環境破壞變本加厲，對於威

脅居民生活的環境汙染也沒有採取適當的對策，反而棄之不顧。由於政府強行推動的邊

野古新基地以及高江直升機停機坪的建設，導致沖繩環境中特別具有高度自然風貌、生

物種類又豐富多樣的大浦灣和亞熱帶森林，遭受到了大規模的破壞。另一方面，作為設

置砂石採收場的西日本各地也受到了嚴重的環境破壞。現存美軍基地所產生的飛機噪音

以及有害物質對土壤和水質的汙染等問題，以及由於排他性管理權的存在，導致了美軍

基地有強行配置魚鷹式傾轉旋翼機等以美軍的運用為優先的政策，並使問題不但沒有改

善，反而每下愈況，居民的生活環境和自然環境都受到了威脅。 

（人權） 

   我們必須先正視，現在沖繩所面臨的環境問題就是人權問題。軍隊本質上也就是侵

害人權的暴力裝置，再加上日美地位協定規定的美軍排他性管理權，以及本該限制此管

理權的日本政府對此又無任何對策，結果導致地區居民的權利受到侵害。以１９９２年

里約熱內盧高峰會為契機，把享受良好的環境以及將其傳承給下一代定位為重要的人權

之一，但在沖繩因環境破壞而導致的人權侵害卻愈演愈烈，政府對反對運動的壓制使言

論自由受限，其任意妄為的環境評估侵害了民眾了解真相的權利和參加權，導致居民的

意見遭到了抹殺。 

（和平） 

   作為日美同盟強化的一環而推行的新基地建設，根據２０１３年日本防衛大綱·中

期防衛力整備計畫而推行的强化琉球弧防衛體制，以及由此相關的自衛隊配置等，現在

的沖繩，正处于日美雙方政府推動軍事要塞化的最盛時期。沖繩在二戰時經歷了慘烈的

地面戰，之後在美國的直接統治下，無法適用日本憲法的和平主義，反而承擔了美軍基

地的負荷。即使回歸日本本土後，這樣的體制繼續被維持，甚至更加擴大，直到今日。

曾經親身體驗軍隊無法帶來和平的沖繩，渴求沒有軍隊的和平生活，但這個願望離實現

依然遙遙無期。更有甚者，現在沖繩正進行真正具有攻擊性的軍事基地建設，大幅逾越

了憲法第９條和平主義的限制。日本政府引以為據的地理優勢論早已破綻百出，與其如

此，不如更該以沖繩為中心，為建立一個不需倚靠軍隊的區域整體安全保障機制，集思

廣益。 

（自治） 

   沖繩針對日本政府的蠻橫暴行不斷表示明確的反對意思。２０１３年仲井真沖繩縣

知事（當時）對邊野古新基地建設的公有水面填海工程的批准，完全違背其競選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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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沖繩人民集結成了“全（All）沖繩”陣線，以翁長沖繩縣知事的縣政為中心，呼籲

反對建設邊野古新基地，以及改善沖繩面臨的各種問題。而日本政府無視民眾的意見，

政府的所作所為，已侵害了憲法第 92 條所保障的地方自治，也侵害了沖繩的自治權·自

我決定權。在讓國家與地方政府處於對等合作關係的地方自治法之下，違反地方政府的

意願，強行建設又強迫提供不僅地方政府就連日本政府也無法管制的美軍基地，對現已

發生的環境破壞和人權侵害置之不理，這些都是作為一個民主主義國家絕不可饒恕的行

為。不僅行政上的措施徹底踐踏了沖繩的民意，對知事終止邊野古填海工程，高等法院

做出了修正這一決定的判決，這種行為動搖了憲法所保障的自治權的根本，這個問題與

所有地方政府都息息相關。 

   原本在非殖民化過程中發展而成的人民自決權（聯合國憲章第１條、國際人權公約

第 1 條（與社會權公約·自由權公約共通）），現在作為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

的少數派為了自我發展而組成集團，他們所擁有的法律權利，確立於國際人權法之上。

美軍基地自不必說，在琉球弧配置自衛隊本身，就是一種軍事利用的強制行為，侵害了

沖繩民眾的自我決定權。 

   美軍基地的集中及自衛隊配置所帶來的軍事要塞化，對沖繩社群造成了破壞，並阻

礙了經濟上的自立發展。尤其以沖繩為首的琉球弧，在小島群集的島嶼地區，人口居住

密集，在這樣的空間裡要承擔廣大的軍事基地，必然會對與自然環境共存的地區共同體

及其自立的經濟造成影響，我們有必要認識到這兩者在本質上是無法相容的這一事實。 

（體制性歧視） 

   像這樣由美軍基地的集中和自衛隊配置所帶來的軍事要塞化，以及因此導致的居民

人權之侵害、地方自治及民主主義的蕩然無存，都是肇因於琉球處分以來日積月累的歷

史性問題——體制性歧視的存在，盡早解決此體制性歧視，是全日本刻不容緩的課題。

在本次大會中，對於擁有獨自文化的沖繩，從琉球處分以來所遭受到的不合理待遇（殖

民地化）問題，以及對基於２００７年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所明確定位的土地、領

域、資源權利的自我決定權等問題進行了議論。此問題已在聯合國進行了一定的討論，

但在日本國內卻尚未經過充分的議論，今後有必要不斷地檢視日本的近現代史的同時，

在全日本討論這一問題。 

 

２ 輻射能公害及核災受災戶之現狀與政府的受災戶支援、核能政策的問題 

 

   在核電站事故剛發生後，有許多災民為了逃離恐怖的核輻射公害而避難來到了沖

繩。在這些避難者當中，雖然有許多人家境和經濟環境都很艱難，卻還是以身為未來主

人翁的孩子們的生命健康為第一優先，避難來到了沖繩。本次大會也有許多受災者參加，

他們對於各自所處困境的訴說，我們必須認真地聽取並接納。 

   從東日本大地震及核災發生後已過了５年，直到現在福島第一核電廠核災仍未完全

結束，還有十幾萬的災民依舊被迫過著避難生活。而且，日本政府還發布《原子力緊急

事態宣言》，將全年接受輻射劑量２０毫西弗當作避難指示的基準，即使對於已超過《放

射線障礙防止法及核電站等管制法》所規定的全年１毫西弗輻射劑量的地區，也不發布

避難指示。甚至政府現在還透過解除避難指示讓居民返鄉，正著手準備為賠償劃上休止

符。核輻射會危及人體健康已是科學上公認的事實，政府應掌握核輻射公害的實際情況，

同時為預防健康受損盡力採取最佳的措施。就災民對避難的選擇，也應完全尊重其避難

的權利。並且，對於生活基礎因避難而動搖的災民以及所有遭受核輻射公害的災民，恢

復他們的生存權乃是當務之急，包括長期避難在內，應給予避難者多重選擇的保障，同

時要建立保護居民健康及生活所必需的法律制度。福島核災讓眾多居民，不論是避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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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滯留原地者，都遭受失去家園或家園變貌等嚴重的災害。為從災害中復原，有眾多受

災者透過訴訟來追究東京電力公司及國家的責任，他們為了恢復自己的權利挺身而出，

這些都需要市民的廣泛支援。 

   現在日本政府正推動重啟核電站、新增並外銷核電。這種行為將會造成對包括少數

民族在內的周邊地區居民的人權侵害及環境污染，也會導致這種危險性擴及海外，我們

絕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３ 重新找回人人都備受重視，安居樂業的地區社會 

 

   上述的沖繩現狀和災民現狀有一個共通點，那就是打著為了全體利益的名號，公然

地犧牲甚至捨棄部分人民，而且還將其制度化、結構化。因此，我們應該要重返二戰後

日本市民社會基於日本憲法所孕育的基本價值觀“環境、和平、自治、人權”，以及支

撐這些價值觀的基礎“個人尊嚴”的原點，不是可以犧牲某個人，而是要找回人人都備

受重視、能安居樂業、永續生存的地區社會。將這樣的地區社會所奠基的環境，沒有破

壞、汙染地傳給下一代，是生存在現代的我們最重要的責任。 

 

 基於上述本次大會的論點，我們提出以下建議。 

 

１   政府應尊重沖繩的民意，立即中止邊野古新基地及高江直升機停機坪之建設。同

時應禁止來自美軍基地的人權侵害，應為回復居民權利採取一些積極的措施，譬如向

美國要求撤回違反沖繩縣民意願強行配置的魚鷹式傾轉旋翼機、立刻關閉堪稱世界第

一危險的普天間基地等。此外，最高法院應做出符合憲法第９２條所規定的保障自治

權的判決。 

２   政府應修改汙染者不承擔責任的日美地位協定，明確規定美軍恢復原狀的義務。

並且對於疑似來自美軍基地的環境破壞及環境汙染，其解決方式不應由日美聯合委員

會來裁決，而應明記當地政府及市民團體的現場調查權。包含過去返還的土地在內，

應盡可能公開關於汙染狀況的信息，保障居民了解真相的權利。 

３   對於給環境或人權帶來影響的事業，為了反映地區居民的意見，政府應先在信息

獲取權及環境影響評估的過程中保障人民能有充分的參加權，建構一個實現環境民主

主義的法律制度。並且，針對阻礙民主過程之意思決定程序的策略性訴訟（SLAPP），

也應考慮對策給予防止。 

４   在琉球弧配置自衛隊，依據安全保障相關法制，這種做法已逾越了專守防衛的範

圍，變成真正的軍事基地化，對地區的環境、自治及社群造成不可抹滅的破壞。通過

促進以生活為基礎的民間交流來創造和平，是住在琉球弧的居民所學到的歷史教訓，

因此政府應立即撤回對琉球弧的自衛隊配置計畫。 

５   政府應明確地將核輻射汙染定為公害，進行綜合流行病學調查和健康調查，徹底

掌握實際災情。並且對於醫療·醫療費補貼、持續·加大住宅補貼等尊重生存權的措

施，應盡快充實。此外，受災戶正通過訴訟為恢復自己的權利而挺身而出，需要廣大

市民們的支持與援助。 

６   政府應立即中止有可能成為新的環境汙染原因的重啟核電站、新增以及外銷核電

的政策，也應廢止現有的核電站，力圖脫離核電。 

７   多製造能讓市民及學者專家站在各自的立場上進行經驗交流、意見交換及議論的

場合，並加深國內·國際範圍的社會聯繫，朝向成為人人都備受重視、安居樂業的地

區社會邁進，尤其特別需要促進身為國家未來主人翁的年輕世代間的互助合作。 

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