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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出國考察行程共計參訪日本著名的筑波研究學園都市、橫須賀電

信研究園區、及川崎環保園區等三處，觀摩借鏡該等園區的實質開發與營

管經驗，據以提供本局研擬未來開發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及彰化二林園

區的發展及規劃方向參考。

經由本次參訪觀摩行程，歸納該三處園區數點值得中科開發借鏡之長

處與經驗。就園區進駐產業層面而言，提升園區內產業群聚效益及注重環

境永續之主軸理念中日科學園區均十分相近，以使資源能永續共享；就開

發營管模式層面而言，台灣科學園區單一窗口的積極服務模式極獲日方讚

賞，故本局應更加強落實積極服務、效率與創新，以維持園區未來的國際

競爭力；就園區整體發展配套層面而言，筑波園區案例所秉持之務實、計

畫性地逐步落實「研究、生產、生活、生態」的城市願景的階段性配套策

略手法，實可供本局後續推動中科四期二林園區實質開發、中興新村高等

研究園區案之參考。

本局已開發完成中部科學園區共三期基地，獲致具體成效，也成功帶

動中部地區產業之升級發展。展望未來，現刻正啟動中科四期二林園區實

質建設，以及籌劃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之規劃，同時也正著手規劃綠能、

生物科技、通信等新三大兆元產業發展策略實施計畫，除藉由本次參訪觀

摩交流外，未來亦當積極展開與該等園區簽訂姐妹園區或合作備忘錄，讓

中科各處園區亦能擠身國際一流園區之列。

本次考察行程承蒙我國駐日代表處科技組葉清發組長及吳悅榮秘書的

妥善規劃安排，並全程陪同參訪，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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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局已開發完成中部科學園區共三期基地，獲致具體成效，也成功帶動中

部地區產業之升級發展。展望未來，現刻正啟動中科四期二林園區實質建設，以

及籌劃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之規劃，同時也正著手規劃綠能、生物科技、通信

等新三大兆元產業發展策略實施計畫，藉由本次出國計畫參訪日本著名的筑波研

究學園都市等三處個案，藉由與園區之實質觀摩交流，回饋本局未來策劃次世代

園區之參考。

貳、活動紀要

本次考察行程承蒙我國駐日代表處科技組葉清發組長及吳悅榮秘書的妥善

規劃安排，並全程陪同參訪。全程共計參訪筑波研究園區、橫須賀電信研究園區、

及川崎環保園區等三處，茲概述參訪交流活動紀實如后。

一、筑波研究學園都市(Tsukuba Science City)

(一)、參訪交流行程

12 月 1 日抵筑波研究學園都市，共計參訪筑波研究學園都市交流協

議會、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及筑波研究成果展示館等三處。

1. 拜會「筑波研究學園都市交流協議會」

協議會組織係由區內 180 個進駐單位所組成（相當於我國園區同

業公會），我國駐日科技組多年來與該園區的積極交涉，終於獲得交流

平台。本次特別安排楊局長拜會堀江 武會長，了解筑波園區各學研單

位之組織及研究方向；楊局長也向協議會介紹我國即將規劃開發之中興

新村高等研究園區，希望

本局與協議會雙方能展

開科技交流，加強中科園

區與筑波研究學園合

作，並邀請堀江會長前來

中科參訪。

拜會後留影：堀江會長(前排右二)、楊局長(前排右

三)、王主秘(前排左三)、陳組長(前排左二)及駐日科

技組吳悅榮秘書(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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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拜會「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AIST)

產 業 技

術總合研究

所，相當於我

國 的 工 研

院。當日由該

院國際部宇

都 浩三部長

接待及簡報

說明。此研究

所為政府出

資之研究機構，經過多年各單位之整併始成今日之規模。AIST 目前最

重要之目標即致力於工業技術轉變－研究高發展技術卻低環境衝擊的

創新模式，以保障社會之永續發展。

於「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聆聽簡報及會後贈禮

3. 參觀筑波研究成果展示館 (Science Square Tsukuba)

總合研究所人員特別安排參觀獨特的研究成果展示館「Science Square

Tsukuba」，展示的內容多為與日常生活相關的最新科技成果：例如機器

人、太陽能、撫慰心靈的小海獅、遠距視訊設備、鼻腔內視鏡等，經過專

人解說後更為淺顯易懂。

「Science Square TSUKUBA」內各項新科技之研究及展示

資料來源：http://www.aist.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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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筑波研究學園都市區位

筑波研究學園都市位於東京都心東北方約 50 公里，茨城縣南部的筑

波市內，面積約

28,000 公頃，南北

長約 30.4 公里，東

西寬約 14.9 公里。

都市構成包括研究

學園地區與周邊開

發地區：

1. 研究學園地區

係指都市中央

部 位 面 積 約

2,700 公頃，作

為國立試驗研

究、教育機關、都心地區、住宅地區、公園等配置使用。

2. 周邊開發地區係指研究學園地區以外的區域，面積約 25,700 公頃，其

劃設係為抑制無秩序的都市化以及保全良好的自然環境。

(三)、學園都市建設目的

振興科學技術與充實高等教育、東京一極化的緩和對策為筑波研

究學園都市之雙重建設目的。計畫執行策略採取以國家級試驗研究機

關與筑波大學為核心，進行高水準的研究及教育訓練；並藉著國家級

試驗研究及教育機關的轉移，緩和首都東京一極化現象，使首都圈得

到均衡的發展。

(四)、學園都市發展重要里程碑

1. 第一階段

 1963 年 09 月 同意設置筑波研究學園都市。

 1964 年 12 月 決定設置「研究學園都市推進本部」。

 1970 年 05 月 筑波研究學園都市建設法制定、施行。

 1971 年 02 月 推進本部決定「筑波研究學園都市建設計畫大綱」、

「筑波研究學園都市公共公益事業之整備計畫概要」。

 1972 年 01 月 公務員開始進住公務員宿舍。

 1972 年 03 月 無機材質研究所開設(移轉機關第 1 號)。

 1973 年 10 月 筑波大學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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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 年 03 月 45 個試驗研究、教育機關設施完成，業務開始。

 1980 年 09 月 研究學園地區建設計畫決定。

 1981 年 08 月 周邊開發地區整備計畫通過。

2. 第二階段

 1985 年 3~9 月 國際科學技術博覽會在此舉行。

 1987 年 11 月 町村合併，筑波市誕生。

3. 第三階段

 1996 年，The “ 1s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Plan”。

 1998 年 04 月 研究學園地區建設計畫之變更決定及周邊開發地區

整備計畫之變更通過。

 2001 年 04 月 國立試驗研究、教育機關之「獨立行政法人化」。

The “ 2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Plan”。

 2005 年 08 月 筑波 EXPRESS (Tsukuba Express)通車。

 2006 年，The “ 3r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ic Plan”。

 2007 年，同意 “Innovation 25 Program”。

(五)、學園都市開發概要

1. 1998 年 4 月以「筑波研究學園都市建設法」為基礎，變更「研究學園

地區建設計畫」及「周邊開發地區整備計畫」，期打造成 21 世紀科學

技術樞紐都市、生態模範都市為願景，2030 年之目標計畫人口 35 萬

人。

2. 都心地區為文化、商業、行政中心，設有筑波中心大樓、購物中心、

筑波展覽中心、筑波巴士站、圖書館、美術館、市民交流中心等。都

市整備則建設共同管道、垃圾管路收集系統、區域冷暖氣系統、CATV

系統、人車分道系統、電信系統、上下水道、廢棄物處理等先進設施。

3. 計 46 個國立試驗研究、教育機關等進駐，職員數約 13,000 人。

4. 周邊開發地區設置研究開發型工業區，引進眾多民間研究機關、企業。

其業別涵蓋醫藥、化學、電子、電氣、機械等，研究人員約 4,5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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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川崎市「Zero Emission 工業園區」

(一)、參訪交流行程

12 月 2 日科技組葉清發組長陪同參訪此園

區，並由川崎市經濟勞動局主幹渡邊 幹雄先生

及工業團地協同組合竹內 義雄事務局長接待，

聆聽其對園區內之各項環保設施介紹以及未來

發展之願景。園區辦公室裡貼著一張「LOHAS」

的 海 報 （ 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恰與本局開發二林園區所揭示

的創造「 LOH2AS」的樂活環境一致，看起來

備感親切，也可見其對自我的深深期許。

拜會後留影：渡邊 幹雄先生（左三）、竹內 義雄事務局長(左四)、楊局長(右三)及駐日

科技組葉清發組長(左二)

隨後並安排實地參觀一家再生紙回收再利用之製造工廠。解說者亦

是該公司之員工，對投身此環保工業言談間充滿自豪與自信，精神令人佩

服。工廠內多項回收資源之分離技術可說是獨步全球，對於各項資源之循

環再利用更是發揮的淋漓盡致－確實貫

徹 Zero Emission 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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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園區區位

川崎「Zero Emission

工業園區」座落於川崎

市，川崎市地 處東 京 圏 南

側邊界，是一座面臨東京

灣的城市，也是日本著名

的工業城市。

(三)、園區發展概要

川崎 Eco town 係

1997 年日本國家認定的

Eco town 之一，範圍廣達

川崎臨海工業地帶 2,800

公頃，主要策略係針對此區

域既存企業推行「資源循環型生產活動」以及促進建設「資源 recycle 設

施」－內容包括廢塑膠、家電、廢紙、保特瓶、廢鋼材等之專業處理設施。

川崎市 Zero Emission 工業園區是川崎市「Eco-Town」計畫中的先驅

示範園區，透過降低使用油與電、加強各種資源之再生利用以降低廢棄物

之生成，來達成污染零排放、減輕對自然環境衝擊之目標，促進環境之永

續發展。園區占地約 7.75 公頃，包含 5.39 公頃廠商用地、0.96 公頃之道

路面積及 1.40 公頃之綠地。園區內之廠商皆須於再生紙、再生塑膠之利

用技術、太陽光發電所等再生、回收能力上有獨到之技術方能進駐。

園區為達零排放之目標，區內各項生產活動須藉由各項具體環保策

略之實行，達到從上游源頭方面先抑制排出物及廢棄物數量，下游處理方

面則積極透過再生利用、再資源化、能源循環利用等高新技術之運用，使

對環境負擔最小化。相關具體策略包括使用天然氣車輛、工場內使用水力

發電設備、工業藥品及水之循環利用、「難以再生廢紙(MIX PAPER)」的

再利用、使用廢液不向外排放的電鍍系統(PLATING SYSTEM)、以灰渣

做為混凝土原料。

資料來源：http://www.city.kawasaki.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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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橫須賀電信園區(Yokosuka Telecom Research Park，YRP)

(一)、參訪交流行程

12 月 3 日拜會的橫須賀電信研究園區，是個小而美又友善的園區：

我們一行人抵達管理中心門口時，就看到飄揚的中華民國國旗，進到會場

時桌上也是中、日國旗並排，令人倍感親切。本次拜會由園區負責人常務

董事北村 誠先生接待及作簡報，並安排參觀電磁波測試設備。拜會過程

楊局長亦向北村先生介紹中科發展概況，並說明本局刻正推動的高等研究

園區及新三大兆元（綠能、生物科技、通信）產業發展計畫。北村先生隨

即表示願意與中科簽訂姐妹園區，楊局長亦當場表示歡迎之意，後續將積

極規劃簽約事宜，以增進雙方交流。

拜會後留影：北村 誠常務董事(前排右一)、楊局長(前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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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電磁波測試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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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園區區位歷史背景

橫須賀研究園區 Yokosuka Research

Park(YRP)位在日本東京灣畔神奈川縣，是

一處電波情報通信技術研究開發園區。

(三)、園區建設暨營運概要

該園區之開發許可於 1992 年取得後，

第一座研究設施 YRP 一號館於二年後 1994

年完工，此後產業陸續進駐。目前進駐廠商

約 66 家：多家全球知名的無線通訊設備廠

商與電信大廠，在此園區設立研究中心與基地，包括日本 NTT DoCoMo、

松下通信工業 (Panasonic)、富士通 (Fujitsu)、日本電氣 (NEC)、日立

(Hitachi)、德州儀器(TI)等大廠進行通訊相關技術開發、應用系統測試，

也有多所日本國內外知名學府(如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東京大學等)設

立研究所，就近與園區內研究單位與廠商進行研究計畫。

位置 位於東京以南 50km、橫濱市以南 25km、橫須賀市中
心部(市役所所在地)以南約 6 km 之丘陵上。

面積 61.7 公頃
交通條件 距京濱急行電鐵「YRP 野比站」約 1.2 公里，由「YRP

野比站」到東京的品川站電車約為 50 分鐘。
距高速 道路横 浜 横 須 賀道路終點佐原 IC，約 1.7 km

廠商進駐狀況 62 家，除日本有名之行動通信業者如 NTT DoCoMo、
Panasonic、Sharp、三菱、日立、富士通等的研究設
施之外，尚有橫須賀中產官學交流中心的東大、早稻
田、慶應、東京工業大、京大、名大、橫濱國立大等
名校之研究設施於此設立。

計畫人口 住宅設施用地居住人口 1,600 人
引入就業人口 9,500 人

引入活動 1. 研究開發：移動通信、衛星通信、光無線等電波
利用技術之研究開發。電波、電信通信有關之技術規
格、端末、通信方式等之標準化研究開發。以及其他
YRP 研 究 開 発 推 進 協 会 所規定之引進產業等。
2.研究交流
3.人才育成
4.地方中小企業及市民的情報化支援、交流支援
5.生活支援：日常生活、休閒運動設施、住宿設施、
餐飲及購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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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右圖所示，

YRP 的開發及營運

機制條理分明、分工

負責，才造就今日園

區之發展也帶動了

全橫須賀市成為日

本的行動通信研發

大本營。

整體開發計畫 横 須 賀市 、日本政府
(總務省)、YRP 研究
開發推進協會

決定開發一個 21 世紀高度
情報社會中都市近郊型研究
園區

公共設施開發、
土地租售、營運：

京濱急 行電鉄公司 研究用地的租售、YRP 中心 2
號館、YRP3 號館、YRP
VENTURE 館、YRP5 號館、餐
飲設施、單身宿舍的營運等

中核設施(1 號館)
的建設・ 公共設施
營運：

横 須 賀 telecom
研究園區公司

興建開發中核設施—YRP 中
心 1號館，並經營其研究開
発 室 ・ 會議室・ 研修室等的
出租、YRP 全體的管理營運
與研究活動之企劃與推動。

支援研究活動 YRP 研究開發推進
協會

共同研究・ 活動・ 研討會等
的企劃・ 營運以及、研究設
施之管理、研究圖書之選定
等。

進駐企業的招商： YRP 研究開發推進
協會

進駐企業的招商、調查、策
略、公關宣傳等活動。另外，
亦負責進駐企業之審查。

地方交流活動： YRP 連絡會 使 YRP 變成更優良的工作環
境之一切情報蒐集交換工作
與 YRP 有關之交流活動(研
究活動除外)
與週邊地區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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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橫須賀研究園區規劃示意圖

參、心得及建議

一、 本次參訪的三處園區對於本局之到訪均表示重視，也有意願與本局擴大交

流，該等園區之性質與中科即將進行開發的二林園區及中興新村高等研究

園區有相當程度之關聯，建議本局積極展開與該等園區簽訂姐妹園區或合

作備忘錄。

二、 就園區進駐產業層面而言，園區內產業群聚之樣態與台灣並無差異，其中

尤以川崎環保園區內各產業之關聯度更加緊密，此雖源於各類廢棄物資源

回收再利用的上下游鏈結必要性，但各業者對環保標準仍秉持最高自我要

求基準，無法達成即自行撤出。此凸顯出開發園區促進經濟發展同時，環

保必需同時兼顧，二者並不相悖，甚至有加乘之效，也是可長可久、永續

發展的契機。此與本局在園區新兆元產業及實質開發層面均極注重環境永

續之主軸理念十分相近。

三、 就園區產業前瞻研發層面而言，橫須賀電信園區內群聚數家電信業者，共

同尋求開創更貼近使用者、更便利使用的相關電信服務，只因「科技始終

來自人性」。本局正著手規劃未來新三大兆元之通信產業發展策略實施計

畫，均是符合科技潮流之發展，建議未來應該以更貼近使用者的方式呈

現，讓一般人一聽就懂，一看就愛。而此園區內主領電信產業之群聚研發，

除具備資源共享之永續意涵外，也是企業回饋社會責任之具體表現。

四、 就開發營管模式層面而言，日本此三處園區的主管機關均是地方政府，區

內並無負責之管理單位，協調事宜由進駐單位組成之協議會負責，橫向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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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較不緊密；此相對於台灣科學園區單一窗口的積極服務模式，筑波園區

的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宇都 浩三部長就表示日方應有很大改善空間。台

灣科學園區管理模式與日本畢竟不同，未來，我們應該更加落實積極服

務、效率與創新，以維持園區的競爭力。

五、 就園區整體發展配套層面而言，特別值得借鏡的是筑波研究學園都市，該

計畫始於 1963 年，迄今已近五十個年頭，其建設開發主軸雖是藉由高科

技學研機構之進駐，引動新市鎮之發展。具體策略手段包括於第一個十年

設立筑波大學來基礎技術人力生根；第二個十年籌劃國際科學技術博覽會

來提升園區國際知名度，於週邊地區啟動工業團地建設計畫來熱絡科技研

發氛圍；第三個十年則重新界定園區成為國家科學技術樞紐暨生態模範都

市的願景；第四個十年則建設筑波快捷線等交通設施來強化與東京都外圍

周邊城鎮之整合發展等等。可謂務實、計畫性地逐步落實「研究、生產、

生活、生態」的城市願景。本局業已完成中部科學園區未來十年之長期發

展規劃，並刻正啟動中科四期二林園區實質開發作業及中興新村高等研究

園區之推動策劃工作，筑波園區案例其階段性所採取之配套策略，可供本

局後續推動中興新村案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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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行程表

日期 參 訪 內 容

11/30

(一)
啟程赴日本東京市。

12/01

(二)

1.訪問「筑波研究學園都市交流協議會」會長 堀江武

「筑波研究學園都市」概要介紹、座談

2.訪問「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Science Square TSUKUBA)」

「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概要介紹、座談

3.參觀筑波研究成果展示館

12/02

(三)

訪問川崎市「Zero Emission 工業園區」

園區概要介紹、座談

園區廠房參觀

12/03

(四)

訪問「橫須賀電信園區Yokosuka Telecom Research Park」

YRP 研究開發推進協會園區概要介紹、座談

12/04

(五)

返程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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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筑波研究學園」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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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川崎市「Zero Emission 工業園區」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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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橫須賀電信園區 YRP」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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