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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石棉行动

石棉问题是亚洲人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的缩影，如工业事故流行病

和死亡，缺乏好的管理。对于这个地区的工人们“一个持续和全面的提

高”，基层动员结合国际拥护是关键的。据以香港为基地的亚洲工伤权

益网络（ANROAV）的Sanjiv Pandita说：

“在全面禁止石棉被推行之前，亚洲的工人不应该再经受，工业化

国家的工人已经经受了的痛苦经历。”

ANROAV在着力于提高整个亚洲的石棉意识，它已经在由NGOs发

起的石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日本，BANJAN和JOSHRC。

认识到医学和法律专家的支持和与工会、环境和健康活动家的合作的必

要，ANROAV通过参加会议建立关系，如GAC2004和AAC2006和它的推

广项目。为反击石棉行业的宣传，ANROAV用亚洲的主要语言，就有关

石棉的职业和环境危害发起了一场信息运动。

整个20世纪，收入最高的国家都是最大的石棉消费国家；在21世

纪，最大的石棉消费国是中等收入国家。这种消费格局的转换，应该在

整个亚洲敲响警钟。正如历史已经展示的一样，只有一个国家禁止石棉，

仅仅是把问题转移到了它的邻国。如职业和环境健康大学（日本）教授

Ken Takahashi提出的，需要一个协调一致的策略。要做到有效率，一份

亚洲石棉行动计划应该包括：阻止各种类型石棉暴露的措施，同时进行石

棉禁止，以阻止危险技术转移，做出监测系统行动和做出进展。

受害者

2006年被全球禁止石棉组织叫做石棉行动年。在此期间，石棉辩论

会在孟加拉、保加利亚、埃及、希腊、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

宾认真开始，接合了新的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丹麦、法

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波兰、南非、英国和美国的社会伙伴，组织

和个人。为支持工会2006年的全球禁令呼吁，来自42个国家的石棉受害

者协会，社区组织，国际组织和从政者发出了一份请愿书，声明到：

“我们宣布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健康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一种

太有害而不能在欧盟使用的物质被用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不可接

跨國界、跨學科和跨文化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