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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生態工業區之發展與內涵 

篠原亮太* 著、邱貴淑** 譯 

 

摘    要 

1997 年日本政府開始建構資源循環型社會，所實施的國家政策生態工業區計

畫，推行至今已有 10 年；至 2007 年 7 月已增至 26 地區，在此運作的環保相關產

業皆與地區性有著密切的關係。為助於台灣環保科技園區政策的發展，本文針對日

本生態工業區計畫能順利的增加以及適當配置於全國之原因，進行解析及介紹。  

日本生態工業區計畫的策定，係利用現有產業所積蓄之成果與經驗，來振興

新設立之環保產業，同時藉此振興地方經濟。從廢棄物的資源化開始，環保產品的

生產及省能源、省資源等的產品製造，除部份已有利可圖之外，一般因市場經濟價

值低而無法普及；但對以構築資源循環型社會為目標的中央及地方政府而言，商業

價值低的廢棄物也必須加以有效應用，因此中央及地方政府策劃各種獎勵方案與認

定基準，以求企業的參與。  

若將產業活動視為動脈，則回收再生業則可視為靜脈，循環不息才可達到生

態工業永續之目標。為了使生態工業區計畫進一步的發展及進化，區域內之廢棄

物、產品、能源等資源皆需在生態工業區內有效利用的循環。藉由產業、行政部門

以及消費者共同努力，實現資源循環與產業共生，朝向綜合性環境調和型社會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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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1997 年日本政府為了構築資源循環型社會，所實施的國家政策生態工業區計

畫，推行至今已有 10 年，並在 2002 年曾於台灣環保月刊介紹此計畫內容。2002

年共 14 地區被認定，至 2007 年 7 月增至 26 地區，在此作業的環保相關產業皆與

地區性有著密切的關係，其區域分佈詳圖 1。  

 

 

 

圖 1 日本生態工業區認定區域及時期  

 

目前台灣執行的計畫，稱為環保科技園區，於 2002 年由國家指定開始，計有

高雄縣、桃園縣、台南縣及花蓮縣共 4 處。園區進駐了許多有關廢棄物的收集、回

收及再利用、資源再生等業者並進行研發、試量產及量產。台灣環保科技園區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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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概念、推動方法以及管理營運等部分參考自日本生態工業區計畫，但至今指

定區域尚停留於 4 處。與日本相比，時間上台灣推行至今為 4 年，日本已推動 10

年，但依台灣的產業情況及人口等規模而言，目前僅 4 處仍十分不足。  

二、日本生態工業區計畫的特徵 

日本生態工業區計畫，由地方自治體編制後向中央政府提案，經中央認定後，

硬體面由「環境調和型地區振興設施建設費補助金」，對民間投資的廢汽車回收廠

及廢寶特瓶廠等設施的建設進行補助。在軟體方面則由「環境調和型地區振興事業

費補助金」對環保產業的樣品展、技術展、座談會的舉辦、環保產業市場的推廣、

對業者及居民的回收再利用的資訊提供、環保培訓及講習會等計畫以及環保技術指

導等，依地區的需求進行綜合多方元的補助，並依內容其補助率為二分之一至三分

之一。  

計畫的策定，基本上係利用現有產業所積蓄成果，來振興新的環保產業為目

的。同時藉此振興地方經濟，更進一步朝向構築地區資源循環型社會，實現包含產

業、行政部門以及消費者的綜合性環境調和型社會。  

因此，日本的生態工業區事業，並非僅將環保產業集聚於環保科技園區內，

而是包含為了有效的推動廢棄物的循環，經行政的支援，對地方產業要加入環保產

業的可行性及生產出來的再生品市場進行調查，以及對再生設施建設的區民的理解

及合作的啟蒙運動等，因此與地區的建設政策極有密切關係，此為日本生態工業區

事業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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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日本生態工業區計畫政策  

 

三、日本生態工業區計畫意義 

對地方政府而言，每年增加的廢棄物量對現有的處理設施及掩埋場，已呈極

限狀態，若要重建處理設施或委託其他地方自治體進行處理，也相當困難。因此對

廢棄物的減量再生及再利用已成為刻不容緩之要務。過去認為自然資源是無限的，

在此經濟活動下，對環境保護的投資並無十分考量。但目前對環境與資源認知逐漸

改變的前提下，將環保成本列入經濟活動是不可忽視的。為解決此課題，發揮各地

方、城市的經濟、社會、地理及歷史等特性，以促進地區環保產業的發展所進行的

基礎建設為日本生態工業區事業的建設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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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廢棄物處理邁入生態工業區的途徑 

從廢棄物的資源化開始，環保產品的生產及省能源、省資源等的產品製造，

除部份已有利可圖之外，一般因市場經濟價值低而無法普及。但現今面臨廢棄物的

排放量增加及天然資源的枯竭等問題，另再加上地球控制溫室效應對二氧化碳減量

的要求，成為新的國家政策，使資源有效的在社會系統循環的環保產業政策至為必

要，而此為生態工業區的出發理念。  

傳統的資源回收產業，被認為是處理廢棄物的一環，而且以商業考量及生產

為優先，導致回收產業引起二次的污染。  

何以目前對環境負荷低的回收業及廢棄物處理業尚未普及，其理由有企業除

經濟性以外對環保意識低、沒有新型對環境負荷考量的技術、企業之間的合作問題

以及企業與行政的協調等問題。但對以構築資源循環型社會為目標的中央及地方政

府而言，商業價值低的廢棄物也必須加以有效應用，因此，不論如何負責承擔資源

循環業務的企業的合作是必要的。為此中央及地方政府策劃了各種獎勵方策，以求

企業的參與。  

日本在中央、地方政府及企業為了有效運營生態工業區所採取的方策，內容

為：  

1.中央的政策  

(1)相關法規的制定  

(2)財政的補助  

(3)技術的支援  

2.地方政府的政策  

(1)建設用地的提供  

(2)財政的補助  

(3)行政組織體制的編改  

(4)提供居民資訊及支持的請求  

(5)資源物（廢棄物）的流通管理  

(6)推動再生品－綠色購物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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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業的政策  

(1)技術的引進或技術開發的推動  

(2)事業的投資  

(3)資源物（廢棄物）的籌備  

(4)再生品市場的調查  

(5)人才的培育  

(6)與地區鏈結及合作  

為讓生態工業區事業能順利發展，必須各部門專心一意推動上述方策，並在

推動時將地區居民融入參與，且 4 者密切合作才是擴大生態工業區事業的重要關

鍵。  

五、日本生態工業區地區認證基準 

中央採納地方政府所提出的生態工業區計畫的認定基準為：  

1.計畫基本構想及事業內容是否具有創造性及前瞻性，並有給其他地區的模範性。 

2.考量地區居民、相關團體及當地產業等有關團體的意見，其計畫成熟度高，並

確實且圓滑的進行。  

3.藉用環保 3R 的減量、再利用、再循環，以推動環境友善型的城鄉建設目的。並

將計畫綜合的實施可達廢棄物排放的抑制、減量及資源的有效利用的效應。  

4.按計畫執行的事業，可正確的處理廢棄物，並對現有的廢棄物的收集清運及處

理體制無不良的影響。  

5.計畫策定的地方自治體對將地區建構成環境調和型社會具有很強烈的意願。  

6.計畫的策定是經由地區居民、關係團體及當地產業等有關人士的參與而成，對

於構築地區資源循環型經濟具有持續性，並同時具有促進經濟的效應。  

7.資源回收設施建設時的批准基準。  

(1)酌量週遭環境，對進廠的資源原料（廢棄物）的供應量是否與設施規模對應，

且產品的需求量與設施規模是否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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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了使回收再生事業順利進行，策定計畫的地方自治體備有對資源原料供應

的穩定及開拓再生品銷路等的相配的支援計畫。  

(3)計畫的核心事業的業主已有投資意願，且資金已有來源。  

(4)客觀的對其事業運營的健全性及經營的合理性，並原料（廢棄物）的供應者

及利用此設施者與再生品需求者之間的合作已確定。  

六、日本生態工業區事業之發展導向 

從 1997 年開始實施的生態工業區計畫，在多數的事業中，有關原料的供應量、

品質及再生品的銷路開拓以及用途的開拓等重要性已明確被顯示，而此領域為擴大

生態工業區計畫的重要的關鍵。  

另外，日本中央為提高各地區生態工業區的營運效率，將在生態工業區計畫

的基礎建設及技術上所累積的經驗，有計畫並廣泛推廣合作關係。  

為了使生態工業區計畫進一步的發展及進化，將現有的生態工業區區域內的

資源的循環（廢棄物、產品、能源等資源在生態工業區內有效利用）更加的充分利

用，策定了以下的策略計畫；  

1.第一階段：生態工業區區域內的合作，進行區內循環。  

2.第二階段：以生態工業區為中心，包含近鄰區域共同循環。  

3.第三階段：不論生態工業區區域，全國各地區共同合作，進行資源循環。  

七、結    語 

若將產業活動視為動脈，則回收再生業則可視為靜脈。而生態工業區或環保

科技園區則是將再生品及廢棄物順利輸出的心臟。為了讓物質不停的流動，不僅心

臟本身還需其他器官的輔助，即需要其他不同部分的支援及合作。  

將此以人體具有的恆定機能（homeostasis）做比喻，為有效發揮此恆定機能

必須要有荷爾蒙及維他命才可。在資源循環型社會中作為荷爾蒙及維他命的功效的

是居民的理解及合作（民意）。  

要構築資源循環型社會，必須理解從不同領域所排出的廢棄物是經由人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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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所產生的，因此，回收再生產業所衍生出來如企業經營風險、對人體健康影響以

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等問題，不能僅由企業承擔，而政府及居民也必須一起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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