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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３届日本环境会议冲绳大会宣言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３日 

第３３届日本环境会议冲绳大会 

 

   第３３届日本环境会议冲绳大会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１日至２３日在冲绳国际大

学召开。以“环境、和平、自治、人权——从冲绳开拓未来”为主题，有来自海内外超

过４００多名人士一起共襄盛举，通过全体会议和６个分科会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１ 从“环境、和平、自治、人权”的观点来看冲绳的现状及问题 

 

（环境） 

   冲绳曾于１９８８年召开了第 8 届、１９９６年召开了第１６届日本环境会议，这

一次是第３次在冲绳举办。在第１６届冲绳大会上，指出了因军事基地的存在和公共投

资所导致的环境破坏等问题，并提议了撤除军事基地以及提出了新的产业振兴政策，以

建立循环型社会。然而，自那之后历经了２０年，冲绳的自然环境破坏变本加厉，对于

威胁居民生活的环境污染也没有采取适当的对策，反而弃之不顾。由于政府强行推动的

边野古新基地以及高江直升机停机坪的建设，导致冲绳环境中特别具有高度自然风貌、

生物种类又丰富多样的大浦湾和亚热带森林，遭受到了大规模的破坏。另一方面，作为

砂石采收场的西日本各地也受到了严重的环境破坏。现存美军基地所产生的飞机噪音以

及有害物质对土壤和水质的污染等问题，以及由于排他性管理权的存在，导致了美军基

地有强行推行配置鱼鹰式倾转旋翼机等以美军的运用为优先的政策，并使问题不但没有

改善，反而每下愈况，居民的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都受到了威胁。 

（人权） 

   我们必须首先正视，现在冲绳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就是人权问题。军队本质上也就是

侵害人权的暴力装置，再加上日美地位协定规定的美军的排他性管理权，以及本该限制

此管理权的日本政府对此又无任何对策，结果导致地区居民的权利受到侵害。以１９９

２年里约热内卢高峰会为契机，把享受良好的环境以及将其传承给下一代定位为重要的

人权之一，但在冲绳因环境破坏而导致的人权侵害却愈演愈烈，政府对反对运动的压制

使言论自由受限，其任意妄为的环境评估侵害了民众了解真相的权利和参加权，导致居

民的意见遭到了抹杀。 

（和平） 

   作为日美同盟强化的一环而推行的新基地建设，根据２０１３年日本防卫大纲·中

期防卫力整备计画而推行的强化琉球弧防卫体制，以及由此相关的自卫队配置等，现在

的冲绳，正处于日美双方政府推动军事要塞化的最盛时期。冲绳在二战时经历了惨烈的

地面战，之后在美国的直接统治下，无法适用日本宪法的和平主义，反而承担了美军基

地的负荷。即使回归日本本土后，这样的体制继续被维持，甚至更加扩大，直到今日。

曾经亲身体验过军队无法带来和平的冲绳，渴求没有军队的和平生活，但这个愿望离实

现依然遥遥无期。更有甚者，现在冲绳正进行真正具有攻击性的军事基地建设，大幅逾

越了宪法第９条和平主义的范围。日本政府引以为据的地理优势论早已破绽百出，与其

如此，不如更该以冲绳为中心，为建立一个不需倚靠军队的区域整体安全保障机制，集

思广益。 

（自治） 

   冲绳针对日本政府的蛮横暴行不断表示明确的反对意思。２０１３年仲井真冲绳县

知事（当时）对边野古新基地建设的公有水面填海工程的批准，完全违背其竞选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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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冲绳人民集结成了“全（All）冲绳”阵线，以翁长冲绳县知事的县政为中心，呼吁

反对建设边野古新基地，以及改善冲绳面临的各种问题。而日本政府无视民众的意见，

政府的所作所为，已侵害了宪法第９２条所保障的地方自治，也侵害了冲绳的自治权·自

我决定权。在让国家与地方政府处于对等合作关系的地方自治法之下，违反地方政府的

意愿，强行建设又强迫提供不仅地方政府就连日本政府也无法管制的美军基地，对现已

发生的环境破坏和人权侵害置之不理，这些都是作为一个民主主义国家绝不可饶恕的行

为。不仅行政上的措施彻底践踏了冲绳的民意，对知事终止边野古填海工程，高等法院

做出了修正这一决定的判决，这种行为动摇了宪法所保障的自治权的根本，这个问题与

所有地方政府都息息相关。 

   原本在非殖民化过程中发展而成的人民自决权（联合国宪章第１条、国际人权公约

第１条(与社会权公约·自由权公约共通)），现在作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

少数派为了自我发展而组成团体，他们所拥有的法律权利，确立于国际人权法之上。美

军基地自不必说，在琉球弧配置自卫队本身，就是一种军事利用的强制行为，侵害了冲

绳民众的自我决定权。 

   美军基地的集中及自卫队配置所带来的军事要塞化，对冲绳社群造成了破坏，并阻

碍了经济上的自立发展。尤其以冲绳为首的琉球弧，在小岛群集的岛屿地区，人口居住

密集，在这样的空间里要承担广大的军事基地，必然会对与自然环境共存的地区共同体

及其自立的经济造成影响，我们有必要认识到这两者在本质上是无法相容的这一事实。 

（体制歧视） 

   像这样由美军基地的集中和自卫队配置所带来的军事要塞化，以及因此导致的居民

人权之侵害、地方自治及民主主义的荡然无存，都是肇因于琉球处分以来日积月累的历

史性问题——体制性歧视的存在，尽早解决此体制性歧视，是全日本刻不容缓的课题。

在本次大会中，对于拥有独自文化的冲绳，从琉球处分以来所遭受到的不合理的待遇（殖

民地化）问题，以及对基于２００７年联合国原住民族权利宣言所明确定位的土地、领

域、资源权利的自我决定权等问题进行了议论。此问题已在联合国进行了一定的讨论，

但在日本国内却尚未进行充分的议论，今后有必要不断地检视日本的近现代史的同时，

在全日本讨论这一问题。 

 

２ 核辐射公害及核电站事故受灾者的现状与政府的受灾者支援、核能政策的问题 

 

   在核电站事故刚发生后，有许多灾民为了逃离恐怖的核辐射公害而避难来到了冲绳。

在这些避难者当中，虽然有许多人家境和经济环境都很艰难，却还是以身为未来主人翁

的孩子们的生命健康为第一优先，避难来到了冲绳。本次大会也有许多受灾者参加，他

们对于各自所处的困境的诉说，我们必须认真地听取并接纳。 

   从东日本大地震及核灾发生后已过了５年，直到现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仍未完全

结束，还有十几万的灾民依旧被迫过着避难生活。而且，日本政府还发布《原子力紧急

事态宣言》，将全年接受辐射剂量２０毫西弗当作避难指示的基准，即使对于已超过《放

射线障碍防止法及核电站等管制法》所规定的全年１毫西弗辐射剂量的地区，也不发布

避难指示。甚至政府现在还通过解除避难指示让居民返乡，正着手准备为赔偿划上休止

符。核辐射会危及人体健康已是科学上公认的事实，政府应掌握核辐射公害的实际情况，

同时为预防健康受损尽力采取最佳的措施。就灾民对避难的选择，也应完全尊重其避难

的权利。并且，对于生活基础因避难而动摇的灾民以及所有遭受核辐射公害的灾民，恢

复他们的生存权乃是当务之急，包括长期避难在内，应给予避难者多重选择的保障，同

时要建立保护居民健康及生活所必需的法律制度。福岛核灾让众多居民，不论是避难者

或滞留原地者，都遭受失去家园或家园变貌等严重的灾害。为从灾害中复原，有众多受

灾者通过诉讼来追究东京电力公司及国家的责任，他们为了回复自己的权利挺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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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需要市民的广泛支援。 

   现在日本政府正推动重启核电站、新增并外销核电。这种行为将会导致对包括少数

民族在内的周边地区居民的人权侵害及环境污染，也会导致这种危险性扩及海外，绝不

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３ 重新找回人人都备受重视，安居乐业的地区社会 

 

   上述的冲绳现状和灾民现状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打着为了全体利益的名号，公然

地牺牲甚至舍弃部分人民，而且还将其制度化、体制化。因此，我们应该要重返二战后

日本市民社会基于日本宪法所孕育的基本价值观“环境、和平、自治、人权”，以及支

撑这些价值观的基础“个人尊严”的原点，不是可以牺牲某个人，而是要找回人人都备

受重视、能安居乐业、永续生存的地区社会。将这样的地区社会所奠基的环境，没有破

坏、污染地传给下一代，是生存在现代的我们最重要的责任。 

 

 基于上述本次大会的论点，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１   政府应尊重冲绳的民意，立即中止边野古新基地及高江直升机停机坪的建设。同

时应禁止来自美军基地的人权侵害，应为恢复居民权利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譬如向

美国要求撤回违反冲绳县民意愿强行配置的鱼鹰式倾转旋翼机、立刻关闭堪称世界第

一危险的普天间基地等。此外，最高法院应做出符合宪法第９２条所规定的保障自治

权的判决。 

２   政府应修改污染者不承担责任的日美地位协定，明确规定美军恢复原状的义务。

并且对于疑似来自美军基地的环境破坏及环境污染，其解决方式不应由日美联合委员

会来裁决，而应明记当地政府及市民团体的具有现场调查权。不应将对应方式委由日

美联合委员会裁量，而应明记当地政府及市民团体的现场调查权。包含过去返还的土

地在内，应尽可能公开有关污染状况的信息，保障居民了解真相的权利。 

３   对于给环境或人权带来影响的事业，为了反映地区居民的意见，政府应先在信息

获取权及环境影响评估的过程中保障人民能有充分的参加权，建构一个实现环境民主

主义的法律制度。并且，针对阻碍民主过程中的想法决定程序的策略性诉讼（SLAPP），

也应考虑对策给予防止。 

４   在琉球弧配置自卫队，依据安全保障相关法制，这种做法已逾越了专守防卫的范

围，变成真正的军事基地化，对地区的环境、自治及社群造成不可抹灭的破坏。通过

促进以生活为基础的民间交流来创造和平，是住在琉球弧的居民所学到的历史教训，

因此政府应立即撤回对琉球弧的自卫队配置计画。 

５   政府应明确地将核辐射污染定为公害，进行综合流行病学调查和健康调查，彻底

掌握实际灾情。并且对于医疗·医疗费补贴、持续·加大住宅补贴等尊重生存权的措

施，应尽快充实。此外，受灾者正通过诉讼为恢复自己的权利而挺身而出，需要广大

市民们的支持与援助。 

６   政府应立即中止有可能成为新的环境污染原因的重启核电站、新增以及外销核电

的政策，也应废止现有的核电站，力图脱离核电。 

７   多制造能让市民及学者专家站在各自的立场上进行经验交流、意见交换及议论的

场合，并加深国内·国际范围的社会联系，朝向成为人人都备受重视、安居乐业的地

区社会迈进，尤其特别需要促进身为国家未来主人翁的年轻世代间的互助合作。 

 

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