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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報告分就日本「砂利採取」及「鐵鋼製程副產物作為砂石骨材替代物」

之法規制度及規範管理等現況，藉由實地考察並與相關官員、學者、業界代表

進行訪談：了解千葉縣辦理山砂利採取場依森林法規定辦理跡地為太陽能發電

利用之措施，及京都府城陽市東側丘陵地依法進行市街化調整區域之砂利採

取、運動公園或足球場等土地利用；而日本藉由制定完整法律及技術規範體系

以有序推動資源利用，除規範產業營運能力、設備及技術改善可能性、規格驗

證、流向紀錄等項目外，更敦促業界公開資訊，建立可信度；對於我國土石採

取產業現況及未來與國土空間結合、乃至於推廣循環經濟等，可作為未來相關

政策研訂之參考。 

 

關鍵字：砂石骨材替代物、砂利採取、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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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我國國內砂石供應來源多元受政策、法規、經濟及氣候等因素影響，其中，

陸上砂石開發為我國可自主控管之來源，為積極推動以穩定砂石之供應，故參

考日本坡地砂石開發後有再利用案件，俾利將坡地土石採取作為土地開發之過

程，以推廣土地二次利用之執行，協助建立坡地砂石開發之有利條件。 

又日本再生骨材之利用(如轉爐石)有逐年增加趨勢，或可借他山之石，透過

研習日本再生骨材處理使用經驗，作為我國砂石替代物來源推動等規範或規畫

制定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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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習過程及講師名單	

行程介紹 

本次研習行程(包含往返交通 2日)共 7日，研習行程、研習課程主題、講

授講師或交流人士(單位)、研習地點等情形如表 1所示。 

 

表 1：研習(題目：代替骨材の使用と山砂利採取跡地の再利用)行程表 

日期 地點 研習單位或授課講師 研習目的 

106/07/23 台北→東京(去程) 

106/07/24 JICE本部（註1） 【講義】 浅田 進  

経済産業省 製造産業局

素材産業課 課長補佐（ガラ

ス・骨材担当） 

砂利採取等相

關制度解說 

106/07/24 JICE本部（註1） 【講義】 須藤 定久  

国立研究開発法人 産業技

術総合研究所 地圏資源環

境研究部門 鉱物資源研究

グループ 理学博士・技術士

（応用理学部門） 

砂利採取及骨

材利用之沿革

變異、區位分

布，及業界因應

情形之解説 

106/07/25 

(上午) 

かわさきエコ

暮らし未来館 

(川崎環保生活

未來館) 

【戶外見学，JR 線移動】 

 

生活廢棄物處

理、再利用、最

終填埋及設置

太陽能發電裝

置、教學館之情

形 

106/07/25 

(下午) 

JICE本部（註1） 【講義】 藤田 健宏 

経済産業省 製造産業局

金属技術室 課長補佐 

鐵鋼製程產出

非鐵鋼製品物

之再利用規格

化、流向管制等

情形 

106/07/26 日本開発興業

株式会社千葉

事業所 

1、【講義、交流】 

千葉縣政府商工労働部 産業

振興課 資源対策室室長 朝

比奈 紀夫以及農林水產部

森林課、林地對策班、千葉縣

總合企畫部 国際課国際交流

1、山砂利採取

及森林地區開

發制度，及開採

後跡地增(改)

設置太陽能發

電設備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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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力室。 

日本開発興業株式会社千葉

事業所事業部門人員 

2、【視察】千葉県砂利採取場

--採取跡地利用例としてメ

ガソーラー発電 

管制流程。 

2、實地考察之

山砂利採取作

業及跡地利用

(太陽光發電)

情形 

106/07/27 1、日本山砂利

協会（関西支

部）會所 

2、城陽市山砂

利採掘跡地 

(0620-0838 新幹線移動，由

東京前往京都) 

1、【講義、交流】日本山砂利

協会（関西支部） 

2、【視察】城陽市砂利採取場

--採取跡地利用 

(1815-1900 鐵道移動，由京

都前往新神戶市，註 2) 

1、 山砂利採

取及土地後

續利用情形 

2、 考 察 城 陽

市山砂利採

取及跡地回

填場址 

106/07/28 (株)ニッコー

本社（新神戸） 

【講義】 

株式會社 SUN 企画 社長 

宇対瀬強一等人)  

(1349-1633 新幹線移動，由

新神戶返回東京) 

以電爐煉鋼氧

化爐碴作替代

骨材、以及還原

爐碴作替代碎

石的製造技術

及設備 

106/07/28 結業式(1800) 

106/07/29 東京→台北(回程) 

註 1：JICE 為一般財団法人日本国際協力センター (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ENTER)簡稱。  

註 2：原訂前往新神戸「人と防災未来センター」見學，後因行程時間調整等

考量因素而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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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習內容	
本次研習內容包含「坡地土石及土地(二次)利用」及「砂石替代物之資源

(循環)利用」等兩大主軸，且研習或考察題目及時間呈交錯情形，研習單位也

橫跨政府單位(包含負責砂利採取及金屬技術業務之中央機關，以及地方負責砂

利採取及地方森林地域之管理機關)、研究學者、產業界及協會組織，以及日本

國際交流中心所安排之相關領域機構，因此考量到研習內容敘述的完整性，故

在報告中分就「坡地土石及土地(二次)利用(包含日本砂利採取的規範及現地考

察)」以及「砂石替代物之資源(循環)利用(包含政府政策、規範及產業界的因

應情形)」兩大主軸分別撰寫，而不按研習日期依序撰寫；另外有關日方安排之

川崎市廢棄物最終掩埋場場址作為太陽能發電設施場址之考察等，則單獨以主

題方式彙整呈現；報告內容有返國後重新確認之處，於相關部分以註記方式補

充；其餘涉及策略性或制度性的心得部分，於次篇章(肆、心得與建議)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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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砂利採取供需變遷、規範、作業及土地利用情形 

(一)日本的骨材資源概述 

有關砂石骨材的發展變遷及供需統計部分，主要由国立研究開発法人 産

業技術総合研究所 地圏資源環境研究部門 鉱物資源研究グループ 理学博

士・技術士（応用理学部門） 須藤 定久先生講授。須藤先生在自我介紹時

謙稱已有 3年多未全力進行骨材資源之研究，而是進行溫泉水及黏土等方面之

研究，但仍希望透過這一次的講課能提供我方深入了解日本在骨材資源的基本

情況。 

(1) 日本骨材資源供需變遷 

日本於明治時代中期(1885 年)，從西方國家引進技術開始生產「水泥」

及「磚瓦(煉瓦)」等產品，同時推進鐵路網建設。在當時的趨勢下，磚瓦結構

設施和建築物逐漸增加，而由於磚瓦結構物的接縫處需要砂漿來結合，所以河

川砂石消費量也開始增加。此外，在鐵路建設方面，因鐵路基礎材料之需要，

也開始生產及利用碎石。須藤先生口述表示，當時東京地區是以多摩川下游地

區作為河川砂石的供應來源區域。 

直到日本大正 12 年(1923 年)發生了關東大地震，暴露了磚瓦結構設施和

建築物的脆弱性。以此為契機，構造物或建築物的主要材料從磚瓦轉變為鋼筋

混凝土。但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混亂狀況，鋼筋混凝土的轉換並沒有成為

當時建築的潮流。 

建築材料轉變為鋼筋混凝土的潮流一直要到日本戰後(1945 年以後)經濟

復興時期才開始。首先，為了準備 1964 年的東京奧運會，日本在東京中心區、

新幹線、高速公路的建設上大量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在這個時期，混凝土骨

材大多來自於河川砂石(川砂利消費時代)，但後來因為河川砂石的供應到達極

限(約達 2.7 億噸)，也同時引發橋梁底部的橋墩裸露等公共安全危害疑慮，此

後除嚴加規範河川砂石採取規則外，也將砂石骨材供應源朝多角化方式提供，

河川砂石的供應遂一直大幅減少。爾後於 1965 至 1980 年代(經濟發展時代)，

在日本中部地區以東一帶，為了替代越來越不足的河川砂石，就逐漸往平地範

圍及坡地範圍開發砂石資源，而在西日本地區則開發和利用海域砂石。另外為

了彌補天然砂石來源的不足，採用人為方式破碎天然岩石而產生之碎石來將以

利用，這一方面的採石場及供應量也逐步增加，自 1985 年左右開始一直到現

在，日本國內砂石骨材的供應以碎石為主，天然砂石為輔。其中粗骨材方面主

要利用碎石，部分利用平地砂石及坡地砂石；細骨材則主要利用天然砂石，不

足部分才利用碎砂來彌補。 

日本砂石骨材的消費量，雖一度受到石油危機的影響而減少，但在 1990

年以前都是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到了 1990 年達到 9.49 億頓的頂峰；之後由

於泡沫經濟的崩潰，骨材的消費量開始減少；近年來約處於每年 4億噸上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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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區間的數量震盪。(日本 1995 年至 2015 年骨材供應量情形如圖 3-1-1；日本

砂利採取地點分布如圖 3-1-2；日本碎石(依日本「採石法」採取岩體內的岩石

或 300mm 以上礫岩後，再以人為方式破碎分篩加工)生產地點分布如圖 3-1-3；

日本人造骨材製造商分部及類型如圖 3-1-4) 。 

須藤先生也提到，有關近年來骨材供應量處於每年 4 億噸上下一定區間的

數量震盪的情形，業界普遍期待日本舉辦在 2020 年第 32 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

會前所規劃新建的永久性場館或臨時設施等項目，能夠有所刺激及改善。

 

圖 3-1-1：日本 1995 年至 2015 年骨材供應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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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日本砂利採取地點分布示意圖 

(註：「陸砂利」指平地砂石；「山砂利」指坡地砂石) 

 

 

圖 3-1-3：日本碎石生產地點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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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人造骨材製造商的生產地點及類型示意圖 

 

在資源保護方面，日本於 2000 年規定在瀨戶內海禁止採取海域砂石；而

在資源循環利用上，從 1995 年開始也逐步推動再生骨材與鋼鐵爐石的利用(再

生利用時代)，不過再生骨材的使用量非常少。至於日本國外輸入砂石的部分，

考量到國外輸入中斷(如出口地區政策性禁制出口)所可能引發的混亂，進口砂

石的使用一直不是日本政策所要推動的重點。 

(2) 日本骨材性質與用途 

就砂石骨材的性質而言，近藤先生表示：骨材顆粒在外觀上以粒徑圓滑者

為佳，因其形狀容易於混凝土製程中處理，在這種原則下，關東地區的陸砂利(平

地砂石)、山砂利(坡地砂石)及關西九州地區的海砂利(海域砂石)，品質相對較

佳，沖繩地區的海砂粒或有夾雜珊瑚碎屑的情況，品質相對較不佳，(3 年前或

更早期)還有從台灣進口砂石的情況。 

就作為拌合水泥的混凝土用砂石骨材而言，碎砂或營建剩餘土石方破碎利

用的再生砂，形狀較呈稜角，處理上因為顆粒的流動性不佳，製作成本負擔較

大，但考量到資源循環利用，因此一直是政府政策上所鼓勵、推動民間業者利

用項目；至於鐵鋼製程所產出的水淬爐石，則要符合 JIS 規範以及日本其他法

令規範，才得依指定用途使用，並要接受一定的流向管控。 

近藤先生以前曾研究過雲林地區的海域砂石(註：據推測應該是濁水溪出

海口的濱海地區土石原料，台灣地區目前並沒有類似日本以船舶方式，於離岸

一定距離抽取海域土石後，返回港口卸載的作業方式)，當地的砂石顆粒的粒型

相對較為扁平，在進藤先生的認知上仍不算是上佳的細骨材原料；因為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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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磚瓦窯業者仍保有採取山土(坡地黏土)作為磚瓦產品所需原料的習慣，近

年來則在我國政府鼓勵下，以淤泥或營建剩餘土石方(台灣業界俗稱為「地下室

料」)製作輕質骨材等較高價值的產品。 

(3) 學員提問： 

學員提問須藤先生：在日本的砂石骨材以外的磚瓦窯業製程方面情況如

何？須藤先生的答覆是：在日本的磚瓦廠，一般只生產高品質、高價值的商品，

一般性的磚塊、花盆等在日本國內已經逐漸不生產，因為就經濟效益來看並不

合算，進口(甚至從歐洲進口)反而比較常見。至於利用淤泥作為磚瓦窯的生產

原料可行性的普及率方面，須藤先生覺得根據他以前的研究情況，一般業者認

為利用淤泥來做為生產原料，多要不同原料來調配比例，因此業界多認為成品

品質不能(持續性)保證。 

至於我國國內業界目前推動的砂石依公共工程品質分級使用方面，日本是

否有類似的制度？須藤先生表示一般大企業自己內部進行研究，或委託學界協

助進行調查那些地方砂石品質好、砂石跟混凝土條配的強度、耐用度等資料，

業界多將這些研究結果轉成內部資料，對外不會有所謂特定的砂石品質，只要

成品符合建築規範即可；不過還是會有特定業者或特定需求，依使用端的指定

來採購特定地區的砂石。 

學員提問方面，分別提問日本政府對於砂石生產銷售有無介入之處？須藤

先生答覆是：日本政府一般不介入砂石的生產銷售管理，一概按市場原理(機制)

由民間業者自主性投入；而在日本是否有(如台灣一般)的長距離(陸路)運輸砂

石情況？須藤先生認為在日本用陸路長途運輸的情況很少，即便在 1960 年代經

濟復甦時期也是結合礦區礦石運輸方式，以鐵道運輸為主，現今陸路運輸則多

以小範圍區域(砂利採取場所在地點半徑 40-50 公里內，或車輛運輸時間 4到 5

小時內)運輸為主，長途運輸的話則是搭配海上運輸方式，例如日本青森縣八戶

市地區的石灰石碎石運輸至北陸地區，四國地方的高知縣高知市也有以海運運

輸至關東地區的實例。 

至於開採後之跡地再利用提到(曾經有過)實例，須藤定久先生表示：以河

川砂利為例有河川整備地、公園等，山砂利開採後利用有公園、住宅地、工業

團地，近年則有太陽光(太陽能)發電所的案例，碎石跟礦山採掘後則有工業團

地跟太陽光(太陽能)發電所的案例。須藤先生也提及，一般採掘基地位置如果

在都市近郊區域，則會結合都市計畫或土地利用計畫處理，多以工業團地的方

式利用，山中區域或偏僻地區則是恢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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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現行砂利採取規範與管理情形 

2.1 經濟產業省製造産業局素材産業課講師之講課及討論情況 

本次講課講師 浅田進先生以「砂利採取法に基づく手続(砂利採取法基本

程序」為題，逐條詳細解說，不過因為時間關係，而且我國現行的土石採取法

條文、架構與意旨石與日本砂利採取法的設計相似，在為時 2小時 30 分(講師

同意延長 30 分鐘接受提問)的講課後段遂以學員提問及業務經驗交流為主。 

(1) 日本砂利採取法架構 

日本的砂利採取法是在 1968 年(昭和 43 年)公布施行，在此之前，砂利採

取業者無須向政府登錄。至於所謂「砂利採取」行業別的定義，在砂利採取法

第 2條詮釋為「進行砂及卵石(玉石)的採取(包含洗淨)」的事業，至於砂利供

應銷售業，則限於洗選及分類，與砂利採取業有別；而砂利(統稱)的範圍規格

分類，由小至大依序為砂(0.01mm~5mm)、砂利(5mm~80mm)、栗石(150mm 左右)、

玉石(80mm~300mm)，至於超過 300mm 之石料或需使用炸藥爆破者，則歸類於「採

石法」規範範疇。 

日本砂利採取法的主管官廳依採取地點而有區分，河川砂利(河川土石)是

以國土交通省河川局水政課主政，陸砂利(平地土石)、山砂利(坡地土石)、海

砂利(海域土石)則是由經濟產業省主政。基本的申請、審核、登錄、停業整復

與我國土石採取法的原則差異不大(日本砂利採取業者依砂利採取法申請許可

之流程示意圖如圖 3-1-5；採取計畫之許可流程示意圖如圖 3-1-6；砂利採取業

者登錄事項示意圖如圖 3-1-7)；不過在日本砂利採取法第 8條有規定砂利採取

業者的事業讓渡、繼承、合併或分割、地位承繼等規定，而我國土石採取法第

24 條「『未自行經營土石採取』廢止其土石採取許可」之規定，視土石採取許

可權為專屬權，並無類似日本的砂利採取行為有讓渡、繼承、合併等規定(如經

濟部 74年 6月 11日經(74)礦 24250號函釋，或是經濟部 81 年 12 月 18 日

經(81)礦字第 096131 號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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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我國土石採取法及礦業法的管制範疇對照日本砂利採取法、採石法、礦

業法的管制項目  (自行整理) 
 日本 我國 

法

律

名

稱

及

管

制

項

目 

鉱

業

法 

この条以下において「鉱物」とは、金鉱、

銀鉱、銅鉱、鉛鉱、そう鉛鉱(方鉛礦)、

すず鉱(錫礦)、アンチモニー鉱(銻礦)、

水銀鉱、亜鉛鉱、鉄鉱、硫化鉄鉱、クロ

ーム鉄鉱、マンガン鉱(錳礦)、タングス

テン鉱(鎢礦)、モリブデン鉱(鉬礦)、ひ

鉱(砷礦)、ニツケル鉱(鎳礦)、コバルト

鉱(鈷礦)、ウラン鉱(鈾礦)、トリウム鉱

(釷礦)、りん鉱(磷礦)、黒鉛(石墨)、石

炭(煤)、亜炭(褐煤)、石油、アスフアル

ト(瀝青)、可燃性天然ガス(可燃性天然

氣)、硫黄、石こう(石膏)、重晶石、明ば

ん石(明礬石)、ほたる石(螢石)、石綿、

石灰石(包含變質石灰石，及一般俗稱大理

岩 marble)、ドロマイト(白雲石)、けい

石(硅石)、長石、ろう石(葉臘石)、滑石、

耐火粘土（ゼーゲルコーン番号三十一以

上の耐火度を有するものに限る。以下同

じ。）及び砂鉱（砂金、砂鉄、砂すずその

他ちゆう積鉱床をなす金属鉱をいう(沉

積型金屬礦床))。以下同じ。） 

礦

業

法

礦業法第三條所

指定各礦(金、

銀、銅、鐵、錫、

鉛、銻礦、鎳、鈷、

鋅、鋁、汞、鉍、

鉬、鉑、銥、鉻、

鈾、鐳、鎢、錳、

釩、鉀、釷、鋯、

鈦、鍶、硫磺及硫

化鐵、磷、砒、水

晶、石棉、雲母、

石膏、鹽礦、明礬

石、金剛石、天然

鹼、重晶石、鈉硝

石、芒硝、硼砂、

石墨、綠柱石、螢

石、火粘土、滑

石、長石、瓷土、

大 理 石 及 方 解

石、鎂礦及白雲

石、煤炭、石油及

油頁岩、天然氣、

寶石及玉、琢磨

沙、顏料石、石灰

石、蛇紋石、矽

砂、其他經行政院

指定之礦。 

採

石

法 

花こう岩(花崗岩)、せん緑岩、はんれい

岩(輝長岩)、かんらん岩(橄欖岩)、はん

岩(斑岩)、ひん岩、輝緑岩、粗面岩、安

山岩、玄武岩、れき岩(礫岩)、砂岩、け

つ岩(頁岩)、粘板岩、凝灰岩、片麻岩、

じや紋岩、結晶片岩、ベントナイト(澎潤

土)、酸性白土、けいそう土(矽藻土)、陶

石、雲母及びひる石(蛭石)をいう 

土

石

採

取

法 

礦業法第三條所

列 各 礦 以 外 之

土、砂、礫等天然

資源。 

砂

利

採

取

法 

粒径 0.01 ミリメートル以上 300 ミリ

メートル以下の砂利（法第 2 条の砂利，

砂(0.01mm~5mm)、砂利(5mm~80mm)、栗石

(150mm 前後地盤固、土止用）、玉石

(80mm~3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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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日本砂利採取業者依砂利採取法申請許可流程示意圖(摘錄自浅田進

先生講課內容) 

 

 
圖 3-1-6：日本砂利採取業者依砂利採取法申請砂利採取計畫許可流程示意圖

(摘錄自浅田進先生講課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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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日本砂利採取業者依砂利採取法辦理登錄事項示意圖(摘錄自浅田進

先生講課內容) 

 

(2) 依砂利採取法拒絕登錄之情形 

在日本的砂利採取法第 6條規範各都、道、府、縣知事得以拒絕依砂利採

取法登錄的事由，包含政府撤銷登錄後 2年內可拒絕登錄、未設置砂利採取業

務主任等 4項，其中有一項是「暴力團員」的情況，經學員提問，獲知：前述

「暴力團員」之認定，應依據日本 1992 年所訂定的「暴力團對策法」，視該暴

力團的規模、犯罪經歷的暴力團員所佔比率、對社會的危害程度等，在符合該

法第 3條的條件下，將該暴力團給予「指定」，以便加強對該暴力團(稱為指定

暴力團)的管制及監控作業。 

學員並就在我國常見的地方縣市政府不受理土石採取案件、審查申請案件

的規範或原則等情況，請教日本早年是否有類似的情形；浅田先生的回答透過

翻譯及相關資料的收集，大致理解如下：基本上在日本不大會有不受理的情況

(註：這裡所答覆的「不大會有不受理」的意思，應該是立基於日本「國土利用

計畫法」的五大地域空間規劃及各地方機關的作業「相談」、「勸告」、「諮詢」

習慣，申請人可能在正式遞案前即已獲知當地主管機關的態度及應配合之交通

路線規劃。甚至已完成鄰近居民、關係人士或團體的意見溝通說明，因此政府

機關受理後僅須依程序辦理即可，頂多依照申請人過去的開採實績、財務能力

與計畫可行性等條件予以審查，而不是遞案後再找民意代表來協調關切的做法

或意思)，而意見徵詢的範圍，以申請案件所在地當地民眾及市町村為主。 

至於申請的案件有無可能因為地方首長選舉前後的異動而造成審查案件上

的變化，答覆為「否」，而且審查上是依據確切證據或科學上明確資料足以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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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有發生具體災害之疑慮為主，無具體資料或憑空臆測之意見，一般不列入審

查考量範疇。至於在砂利採取法中的「公共用設施損傷」概念，其中的「公共

用設施」限於道路、河川、橋梁、堤防、公園等供不特定對象使用之公共設施，

而役場(公所)、學校等則因有較特定的使用對象及開放時間，與前述的道路等

公共設施意義上有別；此外砂利採取法所規定的「損害」概念不限於建築物等

硬體設備在物理性質上的破壞，凡舉交通的衝擊、水體的混濁、揚塵的影響，

乃至於觀光機能的負面影響，都算「損害」，砂利採取業者有義務事前或事後彌

補這些損害。至於「其他產業利益的損害」，指的是農業(如汙濁水或廢土流入

水稻田或旱田、近鄰農地崩壞)、水產業(如河川海洋的汙濁，乃至於養殖業或

漁業的損害)，還有地下水抽取而影響農業用水的枯竭等。倘若砂利採取業者若

與鄰近民眾或關係人發生爭議，則透過中央政府或各地方的「公害等調整委員

会」(如圖 3-1-8)，透過第三方的獨立公正人士進行調解。 

 

圖 3-1-8：日本公害等調整委員会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網頁 http://www.soumu.go.jp/kouchoi/) 

 

(3) 學員提問 

至於日本是否有類似我國土石採取法第 5條第 2項的「土石採取總量管制

作業規則」的規定？答覆為「否」，砂利採取的產銷量是依據業界情報或經驗，

透過市場調節機制決定；至於產業界對於砂利產銷量的預估方式，浅田先生表

示一般是透過水泥需求量或銷售量情況來預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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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往千葉縣內砂利採取場考察研習 

本次前往日本開發興業株式會社千葉事業所位於千葉縣君津市，經由日方

協助安排，研習當日上午除了日本開發興業株式會社千葉事業所所長 取締役 

縂務部長 小野崎正敏、業務主任 城戶智行、近藤和則等負責開採、坡地作業、

製造(篩分洗選)、太陽能發電等事業部門人員外，千葉縣商工労働部 産業振興

課 資源対策室室長 朝比奈紀夫、副主幹 秋葉義智、主查 渡邊勝，千葉縣

農林水產部 森林課 副課長(森林整備・保全担当)高浦祐之、林地對策班 副

主查 寺田裕一，以及千葉縣總合企畫部 国際課 国際交流協力室 主查 茨

木浩一郎均到場講授並回復學員所提問題，下午在砂利採取場內就砂利採取後

跡地轉為太陽能發電廠的用途進行實地考察(研習圖如圖 3-1-9)。 

圖 3-1-9：於千葉縣日本開發興業株式會社千葉事業所進行研習情形 

 

(1) 與千葉縣政府商工労働部産業振興課資源対策室、農林水產部森林課森林

整備、林地對策單位之交流情況 

交流過程首先由朝比奈紀夫先生(商工労働部産業振興課資源対策室室長)

就千葉縣所佔日本首都圈土石供應的情勢、砂石採取制度、林地開發制度等進

行引言及簡要敘述。千葉縣因比鄰東京等大都市，且縣內擁有良好的營建用砂

石骨材資源，產出砂石骨材資源占全國總產量的百分之十，僅次於北海道而位

居日本全國第二，供應東京、神奈川、琦玉等地使用，對於首都圈而言是不可

或缺的資源；而且預計西元 2020 年將舉辦東京奧運，因應屆時的奧運場館整建

等相關措施，預期將會提高砂石骨材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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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葉縣對於砂利採取業者的監督管理方面，是以「防止災害」及「健全發

展」為目的，並採行「業者登錄」、「(採取)計畫認可(包含採取場指導、監督)」

作為手段，除了依照砂利採取法進行相關登錄程序作業外，每年度均辦理 4次

以上的現場檢查，除此並要求每日土砂搬出量(外運量)的詳實紀錄。 

在千葉縣的砂利採取方面，秋葉義智先生(産業振興課資源対策室副主幹)

分就千葉縣受理砂利採取時的手續(包含需要確認必要事項、申請登錄、採取計

畫認可、對於採取場的指導、監督及罰則)進行說明。在千葉縣要從事砂石採取

的業者(以下稱「事業者」)需要向千業縣知事(以下簡稱「知事」)申請登錄，

而之所以制定登錄制度，是為了透過事先審查事業者是否具備防止砂石災害的

能力，確保事業者的災害防止能力。知事在予以認可之前，會從市町村政府或

警察署等相關機關聽取意見，然後根據聽取的內容責令事業者採取對應的措

施，例如警察署提出「提高注意避免土砂流出至道路上」的意見，那麼知事就

會要求業者採取防止土砂流出的措施；如果沒有問題就對採取計畫予以認可，

並發給事業者相關採取計畫認可通知書。 

對於知事給予認可的砂石採取現場，一年進行四次以上的現場檢查。主要

檢查事項為：是否按照計畫進行採取？是否將採取砂石的搬出量或採取日期如

實記錄在帳簿？採取作業是否安全？採取作業是否對周遭帶來不好的影響？業

務主任者是否常駐在採取場對採取業務進行監督？至於所謂的「常駐」並不等

同 24 小時不間斷的意思，而是進行作業時必須在場。至於違反法規的事業者，

例如沒有取得行業登錄或採取許可的情形下採取的事業者，可以課予一年以下

徒刑或 10 萬元(日幣)以下罰鍰，或兩種罰則併處。 

在砂利採取事業相關的環境關係手續上，主要是著重在因砂利採取而伴隨

發生的洗淨設施、運搬用車輛的清洗、設施的種類與規模、空氣揚塵及水質汙

濁等事件上的事前審查；在事業的規模方面，依據「環境影響評價法」及「千

業縣環境影響評價條例」的規定，採取場的區域面積達 30 公頃(30 萬平方公尺)

以上的事業規模，或是砂利採取事業開始 10 年內，區域面積超過 30 公頃以上

擴大作業場合的事業者，都應該辦理環境影響評價(估)程序；對於水質汙濁防

止方面，採取砂利所伴隨的水洗程序及洗淨設施等設置地點，應該要依照「水

質汙濁防止法」所規定的申請程序提出辦理；同樣的，因堆積場或開採而裸露

地區因應揚塵的抑止作為，也應該要依「大氣汙染防止法」來申請及辦理；至

於其他的設施，如揚水施設(地下水井)、噪音、震動等，也都要根據市、町、

村所規定的各項公害防止條例或環境保護條例等，進行提報或設置申請。相關

的資訊在千葉縣商工勞働部保安課訂有「砂利採取計画認可申請書類作成要領」

(https://www.pref.chiba.lg.jp/sanshin/tetsuzuki/documents/zyari-mann

ual.pdf)可供參閱。 

至於千葉縣林地開發制度方面，高浦祐之先生(農林水產部森林課副課長)

說明：基於水源涵養、(森林)災害防止、環境保全等公益目的，在日本的森林

地域(一定規模以上面積)開發應該要經過林業主管機關的同意；而千葉縣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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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自治的需要，也訂有千葉縣林地開發行為的相關條例，規範事業者的責任

(維持森林公益功能的責任，包括災害防止、水害防止、水的確保及環境保全)、

土地所有者的責任(確定開發行為未影響其森林功能)、林地開發行為的必要措

施(包括標誌揭示、境界明示、施行狀況報告、1公頃以下 0.3 公頃以上小規模

林地開發行為的義務、違反義務行為的中止、違反條例的行政罰等)，違反條例

的處罰情形，例如違反知事命令者可處 100 萬元(日幣)以下罰鍰、取消原許可、

公布違規人資料等。 

在林地開發許可對象的森林，主要是依照日本森林法第 5條規定，依全國

森林計畫每 5年或每 10 年檢討 1次的地域森林計画內的民有林；開發許可制度

的規範主要是針對面積 1公頃以上的森林地，興辦以下開發行為，包括：土石

樹根採掘、開墾等涉及土地形、質改變的行為，如高爾夫球場、宅地、農用地、

道路新設或改築，採石、砂利採取、土採取(類似農業整地或營建工程地基土方

外運)、殘土、廢棄物埋立等)；至於專用道路新設或改築的有效寬度超過 3公

尺(不包括路肩及避車彎等處)或涉及森林土地 1公頃以上等，也納入審查範圍。 

而關於林地使用許可審查基準方面，除了災害防止、水害防止、水源涵養

確保、現有環境保全以外，就一般審查事項的重點有：(1)開發行為須經過利害

關係人的全員同意。(2)申請開發行為必須要有相當的財務或執行信用，以及資

力證明。(3)開發行為如有涉及其他法令許可必要，則各該當許可都要確實獲得

同意。(4)申請人有後敍情形，則受到特別規定限制其申請：(a)曾受到森林法

或(各地方自治)條例規定的措施命令處分，應先完成該必要措施。(b)曾受到森

林法或 (各地方自治) 條例規定的措施命令處分，應待該中止期間結束或完

成。(c)原依森林法授予之許可取消(註：此處應為我國之撤銷或廢止規定)，則

應從取消之日起後 3年才可以重新恢復申請。(d)原依森林法或 (各地方自治) 

條例規定予以裁罰者，應於處罰後 3年才可以重新恢復申請。至於以不正當方

式進行開發，或違反規定之行為經森林法與予以「中止命令(停止作業)」或「復

舊命令(恢復原狀)」，則有 3年以下並課予 300 萬日圓以下罰金及罰則的適用情

形。 

在開發行為結束後的林地復舊及綠化措施方面，強調因應土質或土壤硬

度、水分狀況、樹種選擇及工法的難易程度，方得進行綠化計畫的變更，而綠

化計畫尤其要注意外來草本使用的效果與當地自然環境的調和，以確保當地的

生物多樣性。而綠化計畫的事先調查除了要注意周邊土地利用的狀況、土地所

有人的未來利用期望之外，還要注意植生施工與當地土壤土質能否搭配，綠化

計畫的策定，則包括目標的設定、植物的選定、植栽基盤的行程；植栽與播種

的時期、播種(植生工)及綠化植物的管理(植生管理工)等內容。 

而至於本次研習重點─砂利採取場的採掘跡地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其申

請程序與(是否成立單一窗口)受理單位，是否應先徵得林地主管機關許可後，

才得以繼續辦理？商工労働部産業振興課人員及農林水產部森林課人員均表示

涉及各自法令管理的部分，由申請人分別辦理。該兩處太陽能發電廠在設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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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先由日本開發興業株式會社千葉事業所確定並提出不再開發(不再進行砂

利採取)的申請，並報請林業主管單位進行檢查，經林業及砂利採取主管單位同

意後，不再開發的區位劃出不再列入砂利採取的範圍內；爾後太陽能設置申請

的案件才能再向森林課等單位提出申請。面積超過 1公頃還是要依森林法規定

審查。 

 

(2) 與千葉縣日本開發興業株式會社千葉事業所之交流情況 

有關日本開發興業株式會社千葉事業所(位置如圖 3-1-10)的基本資料，經

由千葉事業所所長 取締役 縂務部長 小野崎正敏先生提供書面資料並簡要

說明如下： 

A、興辦事業的發展重要事件及發生時間點： 

 (a)事業開始：1966 年。 

 (b)現在採掘跡地取得林地開發許可：1976 年。 

 (c)採掘經過年數：51 年。 

 (d)採掘結束預定年數：最多剩下 40 年(包含近期擴大縣道南邊的山坡地

部分，還可以再採 30 年左右)。 

B、砂利採取場資料： 

(a)面積：總面積 158

公頃，約莫東京迪士

尼樂園面積(約 46 公

頃)的 3倍大(註：約

79.9 個台北小巨蛋的

基地面積)。作業中面

積約 120 公頃，尚餘

森林面積 12 公頃，復

育中或廢止(改太陽

能發電設施)面積共

26 公頃。 

(b)海拔高度：最高標

高 202 公尺，最低標高 75 公尺，高低差 127 公尺。 

(c)年度作業(採掘)數量(約)250 萬立方公尺，(風化嚴重砂利)回填量

(約)150 萬立方公尺，(可作骨材)原石生產量(投入量)約 100 萬立方公尺。 

(d)距離最近住家距離：(直線距離)約 600 公尺。 

(e)原生動(植)物：山雞、野豬、鹿、猴子以及杉木、扁柏、柞樹、櫟。 

C、機械設備： 

(a)固定式設備：砂利洗淨設備 3座，年間處理量可達 100 萬立方公尺；碎

砂設備：2座，年間處理量可達 10 萬立方公尺。(註:經詢問該採取場

的用水，獲悉主要是以收集雨水方式為主，並配合地下井水及循環用

         

圖 3-1-10：日本開發興業株式會社千葉事業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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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加以使用。) 

(b)移動式設備：反鏟挖土機 8部、推土機 3部、輪胎式裝載機 6部 

(c)運輸方面：場內約有 10 噸級的翻斗車 42 部。  

D、採掘後之跡地利用：依據森林法的規定辦理森林的植生復育，或依照核准的

利用方式(太陽能發電設備)使用，並無其他二次利用規畫。 

E、成品運送方式：千

葉縣以外地區以

車輛陸路運送方

式至木更津港，

再以船隻透過海

上運輸方式送至

東京、橫濱、橫

須賀等地的港

口，轉以陸路運

送。(註：砂石骨

材的車輛運輸，

據(翻譯人員轉

述)答覆公路運

輸方面約有(合

作外包)10 噸級翻斗車輛 35 部，25 噸級的翻斗車輛 9部。)其銷售地點示

意圖如圖 3-1-11。 

 

F、太陽能發電設備：該公司於採取場內一共有 2處太陽能發電設備設置點，但

是設備卻是分屬該公司及另一公司所分別持有(位置圖如圖 3-1-12)，兩處

太陽能發電設施均由日本開發興業株式會社千葉事業所的人員進行管理。 

2017 年 1 月空拍圖，圖

面比例尺 1：3000 

2014 年空拍圖，下方白色虛線區域為預定擴大採取範

圍之示意位置，A、B 兩處設置太陽能板位置區位分別

對應到左圖(2017 年)的位置。(資料來源：該公司書面

簡介資料)。 

圖 3-1-12：日本開發興業株式會社採掘跡地設置太陽能發電設施位置(A 及 B) 

 

圖 3-1-11：日本開發興業株式會社產品銷售地點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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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日本開發興業株式會社所自有之太陽能發電設備(A 區)用地面積約

3.3 公頃，共有 7920 枚 240W 的發電板，發電功率約 1900.8kW，在 2013

年 1 月份開始運作，年間供電量約 2100MW(約 350 個一般家庭 1年份

的消費電力)，可減少 CO2排放量約 714000Kg-C，森林面積換算約 200

公頃。輸電方式以地下電纜輸電為主，自用佔比較大。 

(b)另一處由其他公司(株式會社 DAIYA 財創)與該公司所籌設(委託日本

開發興業株式會社管理)的太陽能發電場(B 區)，屬於上網電價補貼制

度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市業之法定發電設備，面積同樣為 3.3 公頃，一

共有 8320 枚 260W 的發電板 (Canadian Solar Japan 株式會社製造)，

發電功率為 1990kW (功率調節器為三社電機製作所製造，功率及台數

分別為三相 500kW/4 台)，在 2016 年 3 月 18 日才開始運作，年間供

電量約 2300MW(約 400 個一般家庭 1年份的消費電力)，可減少 CO2排

放量約 725000Kg-c，森林面積換算約 200 公頃。輸電方式以電桿方式

送電(高壓聯繫，6000V-50Hz)。 

該事業所的業務管理人力及組織，除所長取締役小野崎先生外，還有總管

所有業務的今守先生、負責工程方面的城戶先生、負責坡地開採及整地作業的

真崎先生、負責製造(洗選)的近藤先生、太陽能發電事業的渡邊先生、總務方

面的坂本先生；相較於我國現行的土石採取場(現地)負責人及土石採取場技術

主管人數為多且分工項目更細，學員分就土石採取場的業務主任的登錄提問，

獲知：在簡報室中所介紹的每一位業務負責人都有業務主任的資格並登錄於政

府的管理名單中，公司經營政策上獎勵員工進修並考取所需證照，以提升職位

並激勵員工學習，於公司在管理人力上也有助益。(現地情形如圖 3-1-13) 

 

砂利採取場採掘圖之一 砂利採取場採掘圖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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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場內部植生復育情形之一 採取場內部植生復育情形之二 

碎解洗選設備之一 

洗選設備 

太陽能發電場(報告編號 B區) 太陽能發電場(報告編號B區)及負責人

接受翻譯人員轉詢我方提問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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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發電場(報告編號 A區) 太陽能發電廠(報告編號 A區) 

圖 3-1-13：日本開發興業株式會社砂利採取場採掘情形、碎解洗選設備及太陽

能發電場 

 

另於採掘現場時向再生能源業務負責人渡邊先生提問就該 2處太陽能發電

場的設置外，將來是否還有可能擴大規模？獲得否定的答案。對此我們感到相

當驚訝，進一步詢問為什麼後續不考慮擴大太陽能發電廠的發電面積，是基於

何種考慮？躉購電價已不具誘因了嗎？必要土地還沒整理好？還是林業用地單

位(基於林業用地團塊管理考量)不甚認同？經所長取締役小野崎先生答覆，該

砂利採取場內原本申請的太陽能發電場區不只 2區，而是 4區；但是經過進一

步詳細評估太陽能發電板的使用年限(17~18 年)以及逾越使用年限後的汰換處

理規定，不甚明確(註：此處就翻譯人員口述內容的理解，應該是資源回收的成

本負擔是否由業者完全吸收？而且日本政府對於太陽能板的回收處理去向、回

收或再利用處理廠商、處理程序等規定，尚不明確)，因此事業者不敢再貿然投

資，原先申請的 4區太陽能發電場區也減為 2區，2區原核准的區域提請同意

取消。(註：這種情形與本次在日本第 6日(研習第 5日)過程中，鋼鐵爐石協會

的會員業者在接受政府及鋼鐵爐石協會指導下，對於煉鋼或煉製其他金屬時的

副產物處理機制，有類似的情形，投資太陽能發電的業者可能對於太陽能板逾

使用年限屆滿後其因應作為與負擔的情況，期望日本政府強化相關法規明確指

引，才願意進一步配合投資。) 

 

2.3 前往京都府城陽市東部丘陵地區考察研習 

根據行前蒐集資料顯示，在京都府城陽市山地區於 1960 年代開採山砂(位

置如圖 3-1-14)，當時尚未有完善的法令規範，業者開採方式造成陡峭殘壁及

低窪坑洞，當時大多數砂利採取業者未做好採掘及復整工作，另外開採過程也

致使道路泥濘、運搬車輛揚塵等情況，招致民怨。後來由當地砂利採取業者所

組成的「近畿砂利協同組合」以業者自律方式約束會員，至平成元年（西元 1988

年，民國 77 年）經由近畿砂利協同組合、京都府、城陽市政府分別以持股 50%、

25%、25%方式，共同出資 5000 萬日圓成立「財團法人城陽市山砂利採取地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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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現正式名稱為「一般財團法人城陽市山砂利採取地整備公社」)，除負責

既有的防災對策、道路建設、綠化等修復整備行為外，也協助處理京都府附近

當地的營建剩餘土石方的善後處理作業。 

本局曾於民國 92 年 12 月 1 日、2日曾以「日本陸砂開發與土地永續經營」

為題至該處進行考察，對於當地砂利採取業者及共同成立之「城陽市山砂利採

取地整備公社」(網址：http://joyoyamajari.jp/) 於砂利採掘跡地進行善後

整復工作外，不斷提昇環境保護與公害防治等措施，並加強敦親睦鄰工作，使

民眾不再強烈排斥砂利採取事業，進而使砂石產業得以永續發展，留下深刻印

象，並於該次出國報告中詳細記載。故本次向日本國際交流協會提請協助，前

來考察當地對於土地所有權人、砂利業者、交通主管機關及當地政府以及相關

有意參與再利用之建設業者或企業，在土地空間規劃上二次利用的執行經驗。 

圖 3-1-14：城陽市(紅色框處)東部丘陵地山砂利採取場(橢圓形框處) 

 

(1) 日本山砂利協会（関西支部）之交流情形(包含砂利採取未來結合公路或市

鎮興建計畫推動中之案例) 

研習當日首先由玉井部長簡短致詞，隨後由日本砂利協會關西事務局長崎

嶋毅昇先生就「城陽山砂利的歷史及修復整備、跡地利用」進行說明(如圖

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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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井部長(中間白色西裝)及研習討論

前情形 

崎嶋毅昇先生(黑色西裝)說明城陽市

東部丘陵地各砂利採取場情形 

圖 3-1-15：日本山砂利協會關西支部與學員進行研習前討論及說明之情形 

 
城陽市東部與宇治田原町交界處海拔高度約 50~200 公尺的丘陵地，佔地

總面積約 420 公頃(約 110 個甲子園球場規模)的砂利採取事業自昭和 35 年

(1960 年)便已開始進行開採，基本上供應以當地為中心的(直線距離)40 公里範

圍建設所需的砂石骨材料源，包含京都府中南部、大阪府北東部、奈良縣北中

部、滋賀縣的一部份等地(近畿地方約 20%，京都府下約 80%)，更貢獻東海道新

幹線、JR 私鐵地下化或高架化、市營地下鐵、大阪萬國博覽會、國立京都國際

會館等建築，阪神、(新)名神等高速道路，西名阪、近畿、京奈和、京都縱貫

等自動車道等重大公共建設所需(供應範圍示意圖如圖 3-1-16)。於說明過程

中，翻譯人員解說「當地在土地使用管制上屬『市街化調整區域』」時(已於 2016

年 5 月指定為「市街化區域」)，學員提問：在『市街化調整區域』之前，當地

土地使用管制上是屬於何種編定？簡報人崎嶋毅昇先生表示並不清楚這一部分

(土地編定管制上)的過程變化。 

註 1：日本都市計畫法第 7 條定義：「市街化區域」是指已完全形成市街

地的區域(如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以及 10 年內優先計畫性預將其市街化

的區域，後者因為是政府規劃要優先發展的地區，因此會在區域內訂定具體的

「用途地域」，包括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等；「市街化調整區域」是指「應

抑制其市街化」的區域，但在其都市計畫法第 34 條也針對市街化調整區域的開

發行為，如礦物資源、觀光資源的有效利用及必要建築物等，就其許可項目及

適合性等訂定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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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日本的國土利用可分為「都市區

域」、「農業地域」、「森林地域」、「自

然公園地域」、「自然保全地域」共

5大分類；另外在「都市計畫區域

外」的地方，還可將部分指定為「準

都市計畫區域」(類似鄉村區域之

類的聚落)。而在「都市計畫區域」

內，必要時還可分為「市街化區域」

及「市街化調整區域」，可能相當

於台灣的「都市土地」與「非都市

土地」分別以「都市計畫」與「區

域計畫」加以規範的模式。 

 

該處的土地利用管制或規劃演變，具簡報內容所示，為求土地修復整備及

採掘跡地有效利用的目的，在平成 9年 3月就有成陽是東部丘陵地利用計画的

策定，而到了平成 19 年 5 月的城陽市東部丘陵地整備計畫策定內容中，變更並

凍結了大津到城陽間的新名神高速道路；最近一次是依照「城陽市東部丘陵地

整備計畫重新修訂版(平成 28 年 5 月)」(城陽市東部丘陵地整備計画【見直し

版】，平成 28 年 5 月)執行，因應自然環境及景觀衝擊，以及山砂利事業的採取

進度考量，遂依據平成 19 年 5 月的城陽市東部丘陵地整備計畫為藍圖，並因應

當時(平成 19 年)中止作業的新名神高速公路(大津到城陽)重新策定，並即將於

平成 35 年供用預定，並因應之後的社會經濟情勢(如城陽至八幡高速公路約平

成 28 年供用預定)與採掘跡地的整備情況來進行修正，先行整備長池/青谷地區

編入市街化區域，後續再以計劃引導大型商業設施或物流系土地利用。另外有

關整復完成的採掘跡地則以永久性或暫時性的使用方式，作為日本職業足球京

都サンガ F.C.球隊的球團練習場、學生足球練習場、學生棒球練習場、槌球場

或地域住民的休憩活動公園等使用項目；整備計畫如圖 3-1-17~19) 

圖 3-1-16：城陽世東部丘陵的砂利採

取事業供應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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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7：平成 19 年東部丘陵地整備計畫第 1期(10 年後，至平成 29 年)。 

視察路線圖(粗藍色線段，不包含中間與橘色線段重疊橫跨的新名神高速

公路圖示)；中間下方 5個紅色圓圓部分代表“宇治木津線”路線未來研擬區位

之示意與保留；右方粉紅色區塊為先行整備青谷地區，預定作為流通ゾーン(物

流區域)；左方粉紅色區塊為先行整備長池地區。預計作為商業ゾーン；中間綠

色區塊為木津川運動公園，上方綠色區塊為足球練習場。 

 

圖 3-1-18：平成 19 年東部丘陵地整備計畫第 2期(20 年後，預計至平成 3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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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頁圖 3-1-18 及下圖) 中間藍色部分為產業振興ゾーン，紫色部分為研究・

業務ゾーン；褐紅色部分為廣域防災ゾーン，淺綠色為環境調整ゾーン 

 

圖 3-1-19：平成 19 年東部丘陵地整備計畫第 3期(30 年後，預計至平成 49 年) 

商業ゾーン(中間下左側粉紅色區域)及健康醫療ーン(中間下方橘色區域)完成。 

. 

 

(2) 城陽市近郊砂利採取場現場作業情形 

昭和 61 年(1986 年)3 月時經由京都府、城陽市及砂利協會等三方面合作，

於符合環境標準、防災對策、綠化對策及「建設發生土」嚴密檢查及監視(瓦礫、

水泥塊等雜物均否准進入)等規範下，進行土砂利回填等修復整備計畫。因此現

在這裡的作業除砂利採取作業所取得建設所需用土後，還包括再回置營建剩餘

土做回填處理，於是在現場管制重點，首先就是強調現場進出車輛的管制：非

經由「城陽市山砂利採取地整備公社」簽立契約為採購場內產出砂石骨材者，

或以簽約授權進行回填土方 (簽約內容包含土方來源資料說明、環境標準檢測

或必要化學性檢查項目及頻率，並完成費用繳交) 之單位或車輛，一概不准進

場；在入場時一律憑據出(收)貨聯單、出(收)貨單位資料卡進行登錄，並進行

地磅秤重，以確認各會員企業或簽約企業之土方出入數量，檢查站上方並設有

監視錄影系統，以方便查驗進出車輛之載運土方情形 (入場傾倒營建土方車輛

則於傾倒現場另有人員現場檢查)，確認土方已經過破碎分篩處理，而不是未經

處理的磚塊、水泥塊等物質；現場圖如圖 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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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區內作業情形 1 場區內作業情形 2(採掘跡地) 

場區內作業情形 3(目視檢查營建發生

土落地情形，有異狀則不予收容) 

進出車輛管制站作業情形 

進出車輛管制站作業情形(以攝影機進

行目視檢查、刷卡及聯單管控) 

汙水處理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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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人員作業情形 1(聯絡道路進入場

區及輪胎清洗池) 

管制人員作業情形 2(聯絡道路與聯外

(主要)道路交界處) 

圖 3-1-20：城陽市山砂利採取作業及營建剩餘土回填情形 

 

2.3.3 砂利採取後跡地作為公園或運動設施(足球場)之情形及形成背景 

研習當日於砂利採取場的車輛檢查站旁，即為木津川運動公園(註：可參閱

http://www.kyotoliving.co.jp/article/140308/last/e/index.html 資料，

或 http://fmtpark.com/ ，另有臉書 FB 專頁：京都府立 木津川運動公園 城

陽五里五里の丘，刊載有該運動公園相關沿革、現況資料，可供查閱)，據翻譯

人員轉述砂利協會人員的介紹內容表示：該運動公園原本是京都府預備要爭取

辦理 2002 年世界盃足球賽的預備會場之一，但是當屆世界盃足球賽主辦國由日

本、韓國合辦，而在日本國內的比賽場址爭取過程中，京都府又不幸落敗給札

幌、宮城、新瀉、次城、埼玉、橫濱、靜岡、大阪、神戶等地，因此興建足球

場的規劃落空，於是變更規劃為運動公園，並於 2014 年 3 月 17 日開園，因為

該運動公園的正面出入口與砂利採取場為相反的方向，限於時間關係，當日並

未進入考察。 

離開砂利採取場後，轉往的另一處完成整復並由日本職業足聯盟球隊所設

置之練習場(參閱 http://www.sanga-fc.jp/game/sanga_town/index/)。據翻

譯人員轉述砂利協會人員的介紹內容表示：該足球場最早提供 1996 年日本全

國高中生足球大賽的外圍場地之一，比賽過後，適逢該球團因應日本足球聯盟

內規(球團使用的場地要與贊助企業有地域連結)，因此練習地點從原本的滋賀

縣移到京都府另尋場地，最後該球團買下該處作為練習場。 

該練習場共有 3座足球場及 3座網球場，各又有人工草皮及天然草皮不同

類型，考察當日，外側球場有當地學生練習，內側練習場適逢球隊練習，管理

事務所人員謝絕拍攝圖(有拍到球員練習情況之虞)，僅接受簡單交流及目視球

場後方坡地的採掘跡象，現場圖如圖 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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棒球練習場 木津川運動公園 

左邊仍暫置砂利骨材(砂利採取場)，

右邊則是足球場 

外側球場提供青少年練習用 

附設停車場 練習場事務所外的砂利協同組合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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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球團練習場事務所外懸掛的球隊

標誌(註) 

球團練習場事務所人員說明情形 

圖 3-1-21：城陽市山砂利採取跡二次利用實例 

 
註：這裡的標誌是日本職業足球聯盟（J. League，J 聯盟）的京都不死鳥（日

語：京都サンガ F.C.）球隊，或稱鳳凰球隊。該球隊以京都市西京極體育

場為主場，是日本現存職業足球隊當中歷史最悠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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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電爐煉鋼之氧化爐渣作為混凝土骨材及人工石在日

本運用之現況 

日本對於鐵鋼製品的副產物利用發想甚早，整體發展及沿革的情形如下表

所示。 

 

表 3：日本鐵鋼製品副產物利用沿革(日文及中文對照。資料來源：日本鐵鋼爐

石協會平成 20 年 10 月 25 日創立 30 周年記念刊物「環境資材鉄鋼スラグ」) 
1901 官営八幡製鉄所（現新日本製鉄八幡製鉄所）鉄鋼一貫製鉄開始 

(國營八幡製鐵所(現新日本製鐵八幡製鐵所)一貫作業煉鋼開始) 

1907 消石灰と水砕スラグでスラグレンガ製造 

(以熟石灰及水淬爐碴製作爐碴磚) 

1910 高炉セメント製造 

(製造高爐水泥) 

1925 商工省の高炉セメントに関する通達 

(商工省與高爐水泥有關之公告) 

1955 けい酸石灰肥料（ケイカル）の規格 

(矽酸石灰肥料(矽酸鈣)的規格) 

1966 鉱滓製品研究会創立 1968 日本鉱滓協会に改称、1976 日本スラグ協

会に改称 (成立 礦渣製品研究會 1968 年改名為日本礦渣協會，1976

年改名為日本爐碴協會) 

1976 日本鉄鋼連盟スラグ資源化委員会設置 

(設立 日本鐵鋼聯盟爐碴資源化委員會) 

1977 コンクリート用高炉スラグ粗骨材 JIS A 5011 制定 

(制定 作混凝土用的高爐碴粗骨材 日本工業規格 JIS A 5011) 

1978 高炉スラグ砕石コンクリート施工指針（案）制定（日本建築学会・土

木学会）(制定 高爐碴碎石混凝土施工指南(日本建築學會/土木學會))

アスファルト舖装要綱に鉄鋼スラグの組入れ 

(將鋼鐵爐碴編入瀝青鋪設綱要中) 

鉄鋼スラグ協会設立（日本スラグ協会発展的解散） 

(成立 鋼鐵爐碴協會(日本爐碴協會為發展而解散)) 

1979 ボルトランドセメントの JIS R 5210 改正 

(修正 矽酸鹽水泥的 日本工業規格 JIS R 5210) 

道路用スラグ JIS A 5015 制定 

(制定 道路用爐碴 日本工業規格 JIS A 5015) 

日本建築学会標準仕様書・土木学会標準示方書改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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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 日本建築學會標準規格書/土木學會標準規範書) 

1981 コンクリート用高炉スラグ細骨材 JIS A 5012 制定 

(制定 混凝土用高爐碴細骨材 日本工業規格 JIS A 5012) 

1982 高炉スラグ路盤設計施工指針作成 

(作成 高爐碴路基設計施工指針) 

鉄鋼スラグを用いたアスファルト舖装設計施工指針作成 

(作成 利用高鐵爐碴製成的瀝青鋪設設計施工指針) 

1983 高炉スラグ細骨材を用いた設計施工指針（案）制定（日本建築学会・

土木学会） (制定 利用高爐碴細骨材的設計施工指針(日本建築學會/

土木學會)) 

1985 鉄鋼スラグ路盤設計施工指針作成 

(作成 鋼鐵爐碴路基設計施工指針) 

道路用スラグ JIS A 5015 改正 

(修正 道路用爐碴 日本工業規格 JIS A 5015) 

1987 港湾工事用水砕スラグ利用手引書作成 

(作成 港灣工程用 水淬爐碴利用手冊) 

1989 アルカリ骨材反応の抑制対策で高炉セメントが採用（建設省通達） 

(鹼性骨材反映抑制對策 採用高爐水泥(建設省公告)) 

1992 JIS A 5011「コンクリート用スラグ骨材」改正 

(修正 日本工業規格 JIS A 5011「混凝土用爐碴骨材」) 

JIS A 5011「道路用スラグ」を「道路用鉄鋼スラグ」に改正 

(日本工業規格 JIS A 5011「道路用爐碴」修正為「道路用鋼鐵爐碴」)

1995 JIS A 6206「コンクリート用高炉スラグ微粉末」制定 

(制定日本工業規格 JIS A 6206「混凝土用高爐碴微粉末」) 

高炉スラグ微粉末を使用するコンクリートの調合設計・施工指針（案）

作成（日本建築学会） 

(作成 使用高爐碴微粉末的混凝土調合設計/施工指南(日本建築學

會)) 

1997 JIS A 5011・1「コンクリート用スラグ骨材」の改正 

(修正 日本工業規格 JIS A 5011˙1「混凝土用爐碴骨材」) 

1998 JIS A 5308「レディーミクストコンクリート」改正 

(修正 日本工業規格 JIS A 5308「預拌混凝土」) 

2000 港湾工事用鉄鋼スラグ利用手引書刊行（(財)沿岸技術研究センター、

鉄鋼スラグ協会） (發行 港灣工程用鋼鐵爐碴利用手冊((財)沿岸技術

研究中心、鋼鐵爐碴協會)) 

2001 高炉セメントがグリーン購入法の特定調達品目に指定 

(將高爐水泥指定為綠色採購法的特定供應項目) 

2002 電気炉酸化スラグ骨材のコンクリートへの利用設計・施工指針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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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学会）(發行 電氣氧化爐碴骨材的混凝土方面的利用設計/施工

指南(土木學會)) 

鉄鋼スラグ混入路盤材、鉄鋼スラグ混入アスファルト混合物、ロック

ウール、高炉スラグ骨材がグリーン購入の特定調達品目に指定 

(將鋼鐵爐碴混入路基材料、鋼鐵爐碴混入瀝青混合物、石棉、高爐碴

骨材指定為綠色採購法的特定供應項目) 

2003 JIS A 5011・4「コンクリート用スラグ骨材：電気炉酸化スラグ」

制定(制定 日本工業規格 JIS A 5011˙4「混凝土用爐碴骨材：電爐氧

化爐碴」) 

土木用水砕スラグがグリーン購入法の特定調達品目に指定(將土木用

水淬爐碴指定為綠色採購法的特定供應項目) 

2004 地盤改良用鉄鋼スラグがグリーン購入法の特定調達品目に指定 

(將地基改良用的鋼鐵爐碴指定為綠色採購法的特定供應項目) 

2005 ベトナム建設省のスラグセメント規格化共同研究契約締結 

(與越南建設省締結爐碴水泥規格化共同研究契約) 

電気炉酸化スラグ細骨材を用いるコンクリートの設計施工指針

(案)・同解説発刊（日本建築学会） 

(發行 利用電爐氧化爐碴細骨材製成的混凝土的設計施工指南/解說

(日本建築學會)) 

電気炉酸化スラグがグリーン購入法の特定調達品に指定 

(將電爐氧化爐碴指定為綠色採購法中的特定供應項目) 

2007 港湾・空港における水砕スラグ利用技術マニュアル発刊（(財)沿岸技

術研究センター） (發行 用於港灣/機場的水淬爐碴利用技術手冊((財

(沿岸技術研究中心)) 

2008 JSTM H 8001「土木用鉄鋼スラグ砕石」制定（(財)建材試験センタ

ー） (制定 建材試驗中心規格 JSTM H 8001「土木用鋼鐵爐碴碎石」

((財)建材試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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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政府單位對於鐵鋼製程產出物作為再利用資源產品之使用

管理 

本次講師(経済産業省製造産業局金属技術室藤田健宏先生)講授重點在

於產品的規範及流程的控制，限於時間因素，講授以管理原則概述為主，另提

供日本鐵鋼爐石協會2015年1月制訂有關鐵鋼製品的環境規範與JIS規範資料

(日文，如附件一)交由研習學員攜回。 

藤田先生表示：煉鋼的副產物經過再處理後，如果該當副產物(經規格化

處理後)合於土木工程或道路路盤(基)材料規格者，即可視為該當工程材料之產

品使用；所稱「產品」，依日本「環境基本法」(註：此處似為簡述或簡譯，應

為「環境基本法」下「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下的「資源有效利用促進

法」)規定，不得超出有害物質之含量標準(產品內是否含有各該當有害物質及

有無超出標準規範)及溶出標準(產品在水中的溶出有害物質與否及溶出率，前

者以產品本身(以包含重金屬為例)經人體(倘若)誤食是否會產生危害為判斷依

據，後者以產品本身(同樣以包含重金屬為例)放置於水中而經人體飲用後是否

會產生危害作為判斷依據。 

產品品質檢驗及資訊公開方面，上述產品如果屬連續性製程產出者，則每

個月(至少)需做一次產品抽樣檢驗，或是委由第三方檢測單位(不是該產品生產

公司自行委託，而是由協會或政府單位委託)辦理抽樣檢驗；第三方檢查結果除

了告訴委託檢驗單位、產品製造單位(賣方)外，還要告知使用端(買方)，並於

協會網頁上公告表示，以向不特定對象提供資訊。 

此外，產品在支付之前，賣方或生產者有責任確認用戶把產品用在哪裡，

並應明確告知產品之性質(如：碱性質、膨脹性質等)也利買方妥善利用；若賣

方賣出前的確認(事先調查)過程認為買方有問題，則不應銷售，如簽訂合同，

則合同中要載明不得轉賣第四方。 

售後服務方面，產品製造及販賣單位也有責任到施工現場，檢視買方或施

工單位有無汙水滲漏或水質汙染情形；施工完後也還要再檢查。學員就此提問

土木建築施工結束後，產品即已被包覆於內，完工後檢查的重點如何進行即檢

查項目為何？藤田先生回應是：一般是看表面上有無溶出痕跡及徵兆，如果有，

則要穿孔進行檢查，到這個階段產品賣方仍有責任與產品買方(或最終產品使用

者)一起採取對應措施；各階段的注意、檢查結果及負擔，都應該作成紀錄，並

留存至少 10 年以上，以供查考。 

藤田先生並表示：這些規範(註：主要係政府單位提供業界基本之規範，

而業界若有各自需求者，各會員仍可再自行制訂屬於自己(更嚴謹)的規範，例

如檢查次數每個月一次以上(換言之，協會的規範僅只是最低標準)。如果有企

業會員違反協會所訂的自律規定者，仍然是由協會在網頁上公告表示，以落實

自主管理。另外，協會也會委託第三方機構於每年 1次的方式，對於所有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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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公司是否符合規範標準進行查認作業(相當於會員企業之外部查核，或是協

會本身的內部稽核)，並將查認結果公開 (鋼鐵爐石協會網站：

http://www.slg.jp/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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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業界對於鐵鋼製程產出物作為再利用資源產品之自律管理

及使用推廣 

日本鋼鐵產業對於鋼鐵爐石分為「高爐爐石」及「製鋼爐石」兩大類，其

中高爐爐石再根據其徐冷(慢速冷卻)、水砕(快速冷卻)區分不同類型的爐石，

制鋼爐石又再其轉爐系產出或電氣爐系產出而分成「轉爐石」或「電氣爐石」。

本次行前除商請日本交流協會徵詢可能講課單位外，另自行蒐集有關於日本產

業界對於鐵鋼爐石產品的資料。日方聯繫結果，大多以技術機密為由婉拒，最

後所徵得講課講師(株式會社 SUN 企劃代表取締役社長宇対瀨強一先生)曾擔任

日本中部地方鋼材製造公司之董事，退休後到 SUN 擔任氧化爐渣等再利用處理

之顧問，主要是推動鋼鐵爐石中的「電氣爐石」使用的應用層面及 JIS 規格化

的進程。講授內容限於時間因素，講授以觀念概述為主，分成「電気炉酸化ス

ラグ処理『コンクリート用骨材製造』(電爐氧化爐碴處理『混凝土用骨材製

造』)」及「電気炉還元スラグ処理『人工石製造』(電爐還原爐碴處理『人工

石製造』)」2項為題進行說明(如圖 3-2-1)，分別講述電爐爐石的處理程序及

處理後的成品物理性質(如粒型、密度、收縮率、吸水率、凍結溶解抗性試驗等)、

化學成分、處理時的圖及成品使用項目，以及利用特殊急速冷略的設備來製造

人造石的產品化學組成、結晶礦物相、硬度、密度、壓縮量等機械分析結果、

環境溶出分析結果，還有製作流程優化，以及產品應用面推廣等議題。

 
圖 3-2-1：鋼鐵的製作過程及不同階段的不同爐石產出情形 

藍色框線處為本次研習主題的電氣爐石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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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爐石產品之製程、物理特性及化學檢驗及(株)SUN 企画的持有專利情形 

日本產業界對於鋼鐵爐石產品的應用，主要推廣轉用在土木工程及道路建

設，其中的電弧爐煉鋼爐碴於 2012 年度約有 2.92 百萬噸。而電弧爐煉鋼爐碴

依製程又分成「氧化爐渣」及「還原爐渣」兩大類，其中氧化爐渣有較多投入

研究應用於 RC 骨材的單位，其中包括土木學會等單位發表氧化爐渣的相關 JIS

規格、骨材設計與施工指針，僅而研發、提出、驗證及取得砂利材料的專利；

而還原爐渣受限於投入 RC 後的膨脹問題難解，投入研究及取得專利的情況較

少，而研究的重點在於製作過程中如何將 MgO 或 CaO 等成分拆分出來，以避免

造成後續的膨脹。一般在道路鋪面或地盤改良使用時，氧化碴與還原碴還可以

在一定比例下適度混合使用，若運用於非道路時，例如混凝土，則應將氧化碴

與還原碴分離。就 2012 年度電爐石的用途與使用量 (2920 千噸)而言，土木用

占 42%，道路用占 37%，加工用原料佔 7%，回填用等占 5%，混凝土用約占 2%，

估計 2017 年混凝土用可提高占比到 4%。 

(1)電爐爐石氧化爐渣處理 

在相關材料的處理程序上，傳統主要程序有「土間處理」及「渣盤處理」

等方式。所謂土間處理，是將熔融的爐渣液放流至略呈坡度傾斜的 RC 坡面上，

透過加水或加壓蒸氣處理等程序，堆置 3~4 個月，使渣液中的 MgO 及 CaO 分流

出鹼性溶液，再利用酸性物質(如硫酸)中和處理；至於剩下的爐渣液冷卻成塊

後，再進行粗破碎；其中的加水步驟，也有研究利用加壓蒸氣快速處理的方式，

以縮短處理時間。而「渣盤處理」的基本原理與「土間處理」一樣，只不過爐

渣液不是放流在 RC 坡面上，而是放流到船舟狀的鋼箱中，經空氣冷卻(慢速)

或加水冷卻(快速)後，同樣以破碎機台進行破碎再依顆粒大小分級處理；渣盤

處理的好處在於還原爐液(石)及氧化爐液(石)可以分別處理，有利於氧化爐石

及後續骨材的獨立處理或分別管理，避免還原爐液(石)混入。(相關圖如圖

3-2-2) 

 

土間放流 粗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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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壓蒸氣處理設施之底部管路 爐渣靜置 

加壓蒸氣處理設施 

加壓蒸氣處理 

 

 

渣盤處理之渣盤 渣液放流至渣盤 

 

渣液空氣冷卻 

渣液加水冷卻 

圖 3-2-2：傳統「土間處理」及「渣盤處理」圖(資料來源：授課講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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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風砕處理」，與渣盤處理的目的一樣，在還原爐液(石)及氧化爐液(石)

分別處理、避免混入的前提下，將氧化爐渣傾倒入特製容器，容器下方設置鼓

風爐將爐液以風力噴出成爐液沫，噴出後於上方噴灑水沫以增加爐液的有效冷

卻反應面積，最後收集爐石碎片或粉末，再經過尺寸篩分成為成品。「風砕處理」

有利於用水量減少、混合率增加、細骨材的塑形(急速冷卻而圓滑狀)與免於破

碎、分級等二次加工等製程簡化。目前提供於(福島)反應爐阻隔原子爐壓力控

制室的阻水技術等研究實驗上。(相關圖如圖 3-2-3) 

 

風碎的處理設備示意圖，渣液自左方道

入管道後，經鼓風爐吹出形成飛散流，

上方撒灑水花以加速降溫及反應，最後

細顆粒爐石落於地面，冷卻後再收集 

注入桶 

從爐渣桶放入注入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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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3：風碎處理圖(資料來源：授課講義內容) 

 
(2) 電爐爐石還原爐渣處理 

至於電氣爐的還原爐石的處理及應用上，宇対瀨強一先生提出還原爐石以

人工石化處理的構想，以「特殊冷卻」的方式令還原爐液形成鎂薔薇輝石類的

礦物，如 Merwinite：Ca3MgSi2O8 及 Melilite： Ca2(Al,Mg)(Al,Si)2O7  的強

固礦物相，藉此解決游離鎂及游離鈣(free MgO,CaO)所造成的體積膨脹問題。

上述關於以「特殊冷卻」的方式令還原爐液形成鎂薔薇輝石類的礦物相以還原

爐石體積膨脹問題，還有「特殊冷卻」用的裝置，已分別得到 2項專利。(相關

圖如圖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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爐渣於特殊容器內冷卻 

拆封 

冷卻後倒出人工石 

 

進行粗破碎 

人工石的成分以三相圖示意 (一) 人工石的成分以三相圖示意(二) 

圖 3-2-4：人工石製造圖(資料來源：授課講義內容) 

 
2.2 日本 JIS A 5011-4 規範 

宇対瀨先生以該公司所製作的爐石產品，依據土壌環境基準(陸域使用)

以及水底土砂基準(海洋汚染防止法，對於海域及埋立地的使用規範)，以及土

木資材利用的 JIS 品質規定及相關化学物質試験方法，提供實際分析結果及樣

品，供學員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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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為確保再利用之環境安全，熔渣、爐碴等再利用首先要符合有害

物質溶出標準（土壌の汚染に係る環境基準について）及粉碎後含量標準試驗

（註：講課所提到的環境廳告示第 19 號有關土壤含有量調査測定，屬於日本土

壌汚染対策法的告示內容，限於專業領域不同，當場並未提問），其次，粉碎後

的物質也要接受溶出實驗日本工業標準 JIS K0058-1 的溶出實驗，其次產品經

使用一定期間(通常是數年)後還要再經過粉碎溶出實驗(註：講課所提到的環境

廳告示第 46 號土壌環境基準，為昭和 42 年的公害対策基本法第 9條規定的土

壤汚染環境基準相關告示；這部分與前述所提土壌汚染対策法的差異，尚待進

一步釐清)。這整個程序才是鋼鐵爐石(或其他人造材料)溶出試驗的驗證過程。 

爐石產品在推廣應用之前，首先要定義產品本身的規格。依據日本的工業

標準化法第 14 條準用第 12 條第 1項，鐵鋼爐石協会（NSA）依程序提出規格申

請送交日本工業標準調査會進行審議相關爐石產品及其對應規格如下： 

JISA5011-1 第 1 部：高炉スラグ骨材(高爐碴骨材) 

JISA5011-2 第 2 部：フェロニッケルスラグ骨材(鐵鎳爐碴骨材) 

JISA5011-3 第 3 部：銅スラグ骨材(銅爐碴骨材) 

JISA5011-4 第 4 部：電気炉酸化スラグ骨材(電爐氧化爐碴骨材) 

以電気炉酸化スラグ骨材(電爐氧化爐碴骨材)為例，銷售的粗骨材產品規

格如表 4，至於細骨材(5mm 以下)部分，則是以 EFS 規範，如 EFS5 意指 5mm 以

下的細骨材，EFS3 則是 3mm 以下細骨材；粗骨材(EFG40-20)及細骨材(EFS5)圖

例如圖 3-2-5。 

表 4：粗骨材產品規格 
區分 尺寸 規格代號 

粗骨材 4020 40∼20mm EFG40-20 

粗骨材 2005 20∼ 5mm EFG20-05 

粗骨材 2015 20∼15mm EFG20-15 

粗骨材 1505 15∼ 5mm EFG15-05 

 

 

 

圖 3-2-5：粗骨材(EFG40-20)及細骨材(EFS5)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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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規格化的製品，還需要經過

5年時間的持續生產，符合建築協

會的持續觀察(包括拆除已建好的

建物，取樣進行分析)，並建立指

針，才能由 JIS 真正進行規格化。

如日本人工石廠商所獲得日本工業

規格(JIS)適合性認證書影像節錄

如圖 3-2-6。 

2.3 日本產業界對於鐵鋼爐石產品

推廣用途的企圖 

宇対瀨強一先生關於以「特殊冷卻」的方式令還原爐液形成鎂薔薇輝石類

的礦物相以還原爐石體積膨脹問題，還有特殊冷卻用的裝置，雖然已分別得到

2項專利，但就整個人造材料的驗證程序上，目前仍積極爭取環境省的認可、

國土交通省或各縣等官廳的資材評價制度並登錄為國家材料制度認可的品項

後，才能擴展推行，初步規劃用來製作防波堤的礎石等用途；在說明過程中，

宇対瀨強一先生期許：整個人造材料的認證程序能夠(合理的)加快並積極進

行，讓鋼鐵爐石以後不要再由生產端花費委託或媒合處理的材料，而是真正能

夠取代砂石骨材，在材料界是有一席之地，而且是消費端願意花費(不是補貼)

來購買的材料。(相關圖如圖 3-2-7) 

 

人工石 EFS 5-0.3NA 實績之一，仍有混拌碎石碎砂 

圖 3-2-6：日本人工石獲得 JIS 適合性認

證書影像(研習單位名稱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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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石 EFS 5-0.3NA 實績之一，仍有混拌碎石碎砂 

 

 

人工石 EFS 5-0.3NA 實績之一，仍有混拌碎石碎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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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石 EFS 5-0.3NA 實績之一，仍有混拌碎石碎砂 

圖 3-2-7：人工石 EFS 5-0.3NA 實績 (資料來源：研習單位所送型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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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陽能光電設施結合廢棄物掩埋場址之設置情形─於

かわさきエコ暮らし未来館(川崎環保生活未來館)之見聞

參訪 

本次參訪的川崎環保生活未來館(かわさきエコ暮らし未来館，川崎市川崎

区浮島町 509 番-1 浮島処理センター内))，緊鄰浮島太陽能發電廠，除了太陽

能發電廠的展望空間(位於隔壁棟川崎市資源利用(分類)館三樓屋頂，可遠眺作

業中之川崎廢棄物埋立地、海螢停車場、風之塔、羽田國際機場、千葉縣等處)

外，館內二樓有關川崎地區與多摩川的演變，浮島、扇島 2處太陽能廠使用之

太陽能板介紹、資源回收利用等介紹，均有可觀之處；而一樓地面的大幅東京、

川崎、神奈川與東京灣地區的航照圖，更令人對於東京灣港區、羽田機場的發

展情況，產生深刻印象。 

有關「川崎市」的行政單位層級，在日本的行政區劃(上下縱向關係)方面，

中央政府以下的地方行政層級，分為都、道、府、縣等一級行政層級，其行政

機構均稱為「廳」，即：都廳、道廳、副廳、縣廳，下轄市、町、村等二級行政

層級，行政機構則稱為「役所」或「役場」。如市役所、村役所；目前日本全國

共有一都(東京都)、二府(大阪府、京都府)和 43 個縣為一級行政機構。另外基

於日本的地方自治法，還有「政令指定都市」這一類的行政機構層級，是由政

府行政命令指定的都市，基本條件是全市的人口需要超過 50 萬人以上，權限比

一般二級行政機構的市為多，基本上在財政方面能得到與都、道、府、縣一樣

的權限；目前全日本共有 19 個政令指定都市，本次參訪川崎環保生活未來館所

在川崎市即屬於「政令指定都市」。至於行政地區的地域橫向關係方面，日本全

國共分為 7 個行政地區，或稱地方圈，即：東北、關東、中部、近畿、中國、

四國、九州地區。 

上述浮島太陽能發電廠，占地約 11 公頃(約 14 座足球場大小)，1年的發

電量約可提供 3千個家庭日常生活所需，在 6年前 311 大地震發生之前是日本

佔地及太陽能發電量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廠，如今以佔地面積而論約莫為第 180

餘名，與鄰近另一座扇島太陽能發電廠(占地 23 公頃，約 30 個足球場大小)同

屬為川崎市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合資的大型太陽能發電廠，，利用川崎市(或整

個東京地區)當地填海造地所新增土地內的一般廢棄物最終處分(掩埋)場，應用

有機土壤改良方法予以活化及有效利用，由東京電力公司經營電廠的維護。通

常在日本的太陽能電池板的設置角度最佳角度約 30 度，但考量角度差的發電

量、尺寸及臨海的迎風面風壓因素，該兩座太陽能發電廠安裝角均為 10 度；並

採用抗鹽性較優的材料，以避免太陽能板因面海設置而產生不可避免的空氣中

含鹽成分所造成的鏽蝕影響。另外解說人員(透過翻譯解說)也提到太陽能發電

廠通常沒有具體的「籌設許可期限」規定，但是受限於太陽能發電板的材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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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及功能削減影響，預估太陽能廠的有效運作期限約為 17~18 年。(圖如圖

3-3-1) 

 

川崎環保生活未來館，位於浮島廢棄

物處理中心内 

浮島廢棄物處理中心旁，原川崎(焚

化爐)廢棄物埋立地，現為太陽能發

電場場址 

 

浮島廢棄物人工處理中心入口 

 

浮島廢棄物處理中心内人工分類作

業情形 

川崎環保生活未來館 東京灣多摩川出海口空拍圖(環保生

活未來館一樓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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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灣填海造地空拍圖(環保生活未

來館一樓地板) 

東京灣填海造地後供應工業及港區

土地使用情況(環保生活未來館一樓

地板) 

扇島太陽能發電場空拍圖(環保生活

未來館一樓地板) 

浮島太陽能發電場附近區域空拍

圖，紅色圈處為預訂之焚化爐底渣及

營建剩餘土方等最終處分(填埋)場

址(環保生活未來館一樓地板) 

 

浮島太陽能發電場(浮島廢棄物處理中心三樓) 

圖 3-3-1：川崎環保生活未來館及廢棄物處理中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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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日本坡地砂石開採後的土地利用方式與執行依據	
在日本的研習過程中發現，目前的砂利採取，仍是以大區域面積，集中開

挖的方式來進行，也因此不是零散的分布於山嶺各處。在相關土地的復育以及

環境保護的工作上，採掘場中對於殘壁植生綠化的要求相當講究，尤其是殘壁

留存的台階、高度，以及傾角等相關坡體安全的研究不在少數。而綠化的方式，

以及客土植生的種類，在現地採掘礦區中，常常可以見到其不少的研究成果，

甚至是地方林業單位的指導(如千葉縣林業單位會對於待復舊之林業土地進行

指導及相關樹種之試種)。 

對於千葉縣林業土地之復舊標準，根據翻譯人員口述內容摘記，於返國後

再次查對有關「千葉県林地開発許可審査基準、表 5、残置森林等の割合及び

配置(剩餘森林比例及配置)」有關土石等の採掘「事業区域内における残置森

林等の割合(事業區域內剩餘森林比例)」、「森林の配置等」相關規定，並研析

有關千葉縣環境生活部環境政策課政策室、商工労働部産業振興課産業、新エ

ネルギー企画室 有關「新エネルギーの導入・既存エネルギーの高度利用に係

る当面 の推進方策(導入新能源/既有能源高度利用相關之當前推進策略)」

(https://www.pref.chiba.lg.jp/kansei/press/2011/0329sinenehousaku.ht

ml?pagePrint=1，如圖 4-1-1)，研析後，推估本次於千葉縣研習過程中砂利採

取場內設置太陽能發電場這 A、B兩塊地區的整個政策情況，應該是經過砂利採

取主管單位(及林業主管單位？)同意視為已經完成整復的情況，並由砂利採取

主管單位同意於原許可計畫中「註銷」該區域面積，使得該註銷區域土地使用

管制上，不再屬於砂利採取事業所管而恢復原使用情況。 

另一方面，在該 A、B 兩塊地區經砂利採取後的未完全植生覆蓋情形，於

當地林業主管機關的立場，應該是基於原砂利採取事業者不違反所提綠化對策

或計畫的前提下(註：後續推測，日方翻譯在這邊所敘述的可能是日本森林法第

十條之二，維護土地災害防止機能、水害防止機能、水源涵養機能、環境保全

機能等森林機能、保続培養及生産力等事項，可惜當場未即時再請確認，此為

返國後再研析之看法)，特別依照千葉縣當地國土利用計畫主管等相關機關的

「調和原則」(即「新エネルギーの導入・既存エネルギーの高度利用に係る当

面 の推進方策」)，容許或重點支援該項宣示性重點個案，在該 2 區林地覆蓋

率未滿的情況下，可以受理原砂利採取業者再次申請(或其他法人參與合資)太

陽能發電事業的申設以自行使用(或出售輸配電業者)，使 A、B兩塊地區得以在

很短時間內，重新再以森林地域為基礎，提出設置太陽能光電設施的申請，並

在當地政府的政策鼓勵支持情況下進行程序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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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千葉縣「導入新能源/既有能源高度利用相關之當前推進策略」網頁 

 

而在城陽市丘陵地的坡地土石採取的案例則更為明顯，京都府城陽市山地

區於 1961 年(昭和 36 年)就開始開採山砂，比日本國土利用計畫法施行時間

(1974 年，昭和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法律第九十二号)，甚至是日本都市計畫

法施行時間(1968 年)都還要更早，因此不禁臆測：是否在日本第一次國土空間

規劃的時候，就計畫性或策略性依當時的現況編定為「市街調整化區域」，將該

區域置於都市計畫規範下，以區隔農地、森林的國土空間功能性？至於是否適

度調整當地保安林區域？後續砂利採取事業如何群聚？過程中如何整合或磨

合？惟相關事件發生時日距今太久，難以考證。另一方面，當地也因為在剛開

始就編定為市街調整化區域，相對的也預留後續市街化區域的可能性，以至於

現在所建的棒球場、足球場或運動公園等所稱二次利用之地形地貌改變，乃至

於收容營建土方等土地使用行為，就無需再進行農業地區或林業地區變更為非

農(林)業使用，在後續空間規畫上變得容易集中管理，而無須再另外覓地。 

該處城陽市丘陵地的後續土地利用規劃，返國後經查證，是依照「城陽市

東部丘陵地整備計畫重新修訂版(平成 28 年 5 月)」(城陽市東部丘陵地整備計

画【見直し版】)執行，因應自然環境及景觀衝擊，以及山砂利事業的採取進度

考量，遂依據平成 19 年 5 月的城陽市東部丘陵地整備計畫為藍圖，並因應當時

(平成 19 年)中止作業的新名神高速公路(大津到城陽)即將於平成 35 年供用預

定，並因應之後的社會經濟情勢(如城陽至八幡高速公路約平成 28 年供用預定)

與採掘跡地的整備情況來進行修正。先行整備長池、青谷地區編入市街化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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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將來「新名神高速公路」所需活用的廣域土地，予以空間上的指導，以

有效引導後續各相關的產業振興、研究、業務、流通、健康醫療、商業、廣域

防災、環境調整、周邊事業調整等事業的有序進入(企業誘致方策、暫定利用計

畫)，還有基盤施設整備計畫 (包含造成計畫、道路計畫、雨水排水計畫、調整

池計畫、汙水排水計畫、上水道計畫、公園綠地計畫及其他供給處理施設計畫。 

而該整備計畫今後仍有持續要克服的問題，包括用地重新編定後的土地所

有人及持有土地之面積、區位及附帶之權利義務等調整的課題、因應未來不可

知情勢而有臨時發生需要再檢討的修正情況、保安林 (約 83.7 公頃)的指定及

解除情況 (包含都市計畫道路區域、鄰接工法、確定保留及其他應復舊之保安

林之位置檢討、水路的調整等等)，程序上仍要經過由農林水產大臣同意。 

另外該處收容其他都市產出的營建剩餘土石方，在(平成 28 年)「城陽市

東部丘陵地整備計畫」仍獨立一專章詳述該地區再生土的事案發端、事件經過

及對應方針的檢討，在該整備計畫書提到：該地區基盤整備所再挖崛起來的再

生土，仍由「近畿砂利協同組合」負擔處理其後續流向；後續掘起之再生土，

應以成立「再生土問題に関する検証委員会（再生土問題相關處理檢證委員會）」

來評價處置，並應符合廢棄物處理及清掃之相關法律規定處置；另外，水質的

調查監測仍需持續進行，並維持至後續開發一定期間的環境影響觀察。 

 因此就前述的情況研析結論，與我國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第六條附表一「各種使用的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底下「林業用地

容許採取土石」或「林業用地容許設置再生能源發電設施」情況並不完全相同。

簡言之，日本林業用地要植林復原後才能再重新申請新事業，但植林復原的情

況可能因應當地政府的土地政策導向而可以在規模上進行調整，但基本原則不

能變。僅有在「非農業」或「非森林」的都市計畫區域內，才會有比較貼近我

國目前一般民眾所謂的土地二次(再)利用概念及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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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循環經濟之推廣，訂定可供循環利用項目、製程

及產品規格、使用項目及管制程序 

本次研習對於砂石替代物(爐石)使用癌細內容，在於經過與政府單位及業

界人士的討論中，獲知事業副產物(而不視為廢棄物)的各項來源、產品規格、

製程、再利用用途、流向管制等，訂有各類 JIS (日本工業標準)作為規範，JIS 

內容並參依各相關環境基準，正面表列各項必要之有害物質檢測規定。除規格、

規範嚴謹外，並定期更新認證或檢討，確保製品符合規範；而產品之銷售，由

生產者負起產品符合規範之保證，並由日本鋼鐵聯盟或協會將相關資料直接公

開於網路，對民眾展示公信，政府並未責成業者申報相關資料。不過這種情形

在我國是否能夠全盤適用，應該有待進一步的比較、研究。 

從本次參訪的川崎環保生活未來館內對於多摩川及東京灣的簡介資料，返

國後再蒐集有關日本從 19 世紀初隨著明治維新而展開工業化發展衍生事件，或

知：日本早年隨著工業生產，也同樣衍生廢水、廢氣處理不當，著名案例有：

1880 年代曾發生枥木縣日光市渡良瀨川流域因足尾銅山而發生的礦害事件、愛

媛縣新居滨市別子銅山煙害事件、群馬縣安中市亞鉛煉製所鎘汙染事件、大阪

西淀川及兵庫縣尼崎市附近哮喘事件、神奈川縣川崎市哮喘事件；進入第二次

世界大戰以後的經濟發展，也發生了熊本縣水俁灣的水俁病(1953 年)、新瀉阿

賀野川水俁病(1956 年)、三重縣四日市哮喘病(1960 年)、富山縣神通川痛痛病

(1945 年)等事件。也因此，日本政府制定一系列保護環境和防止公害的法規，

總稱為環境法，又被總稱為公害規制法，當中包括 1956 年工業用水法、1957

年自然公園法、1958 年工廠排水規制法、公用水域水質保護法、1962 年建築物

用地下水採取規制法、1967 年公害對策基本法、海洋汙染防治法、1968 年大氣

污染防治法與噪音規制法、1969 年自然環境保全法、1970 年的水質污染防治

法、農業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 (註：因應工業發展衍生的土壤污染防治及整治，

期使被污染的土地恢復到可利用狀態，以改善土壤污染惡化的趨勢，日本環境

省於平成 14 年公布土壤污染對策法，類似我國環境保護署所訂的「土壤及地下

水汙染管制法」，擴大適用範圍至農業用地以外區域)、公害防止事業費事業者

負擔法、公害紛爭處理法、1971 年環境廳設置法、1973 年公害健康被害補償法、

1976 年震動規制法等等。 

而日本對於資源再利用的法令推動情形，可以從平成 5年（1993 年）的「環

境基本法」為發端，延伸至平成12年(2000年) 「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

平成 13 年 4 月「資源の有効な利用の促進に関する法律(資源有效利用促進

法)」；至於本節第一段所提到的 JIS 規範等，再搭配將日本有關循環型資源利

用促進法規、綠色採購法規等法律關係進行檢討，並對於經濟產業省金屬課藤

田先生講授中的說法(政府依法處理，產業公會自主管制，資訊公開等)、產業

界的說明與實務上應驗證情形，相互對照，進一步嘗試建構日本研習所推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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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到的日本資源循環法規的法律概要，示意如下圖(圖 4-2-1)： 

 

 

 

 

 

 

 

 

 

 

 

 

 

 

 

 

 

 

 

 

 

 

 

 

 

 

 

 

 

 

 

 

圖 4-2-2：日本資源循環法規的法律示意圖 

JIS 日本工業標準，土木建築標準  
/土壤汙染管制規範(環境部門) 

廢棄物處理法  (處理標準)  資源の有効な利用の促進に関する法律 

特定省資

源業種 
特定再利

用業種 
指定省資

源化製品 
指定再利用

促進製品 
指定再資

源化製品 

2001 年に施行された「国等

による環境物品等の調達

の推進等に関する法律」

（グリーン購入法， 
中譯：綠色採購法）

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

指定表

示製品 
指定副

製品 

パルプ製造業および紙製造業

無機化学工業製品製造業（塩製造業を除く）および有機化学工業製品製造業

製鉄業および製鋼・製鋼圧延業

銅第一次製錬・精製業 

自動車製造業（原動機付自転車の製造業を含む特定省資源業種 

環境基本法

產品尺寸特性等規格訂定 

再利用檢(化)驗準據(政府) 

副產品再利用說明及觀念推廣 

製造端產品認證(政府、民間) 

使用端材料認證(政府、民間) 

土木建築工法認證(政府、民間)

產品流向及數量管控(民間) 

經濟產業省中長期計畫(未明示)、
指導(助言)、勸告、公表、關係審

議會意見、標準或命令、(協助)推
廣、(政府民間)定期檢討 

10 年紀錄流向登錄 

10 年  紀錄

流向  登錄

容器包裝再生利用法 

家電再生利用法 

食品再生利用法 

建築廢棄物再生利用法 

汽車再生利用法 

買受者、使用端10 年紀錄 
流向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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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圖，就爐石這一砂石替代骨材被劃分到「特定省資源業種」，而非廢

棄物的一種，推測是考量以下因素：①事業者的資本門檻、技術專業等特殊條

件。②設施營運能力。③生產技術改善的可能性。④設備改善的可能性。⑤事

業經營人員的選任。⑥規格或產品加工的特殊性。⑦加工販售管道可約束性。

⑧產量紀錄及稽核的可信度。⑨其他可供勾稽的訊息等，因此，倘以立法方式

規範，可能反而限縮業界推動資源再利用的可能性及企圖心，也增加立法機關

及行政機關的法規研訂或日後修正、推動循環經濟的額外負擔，因此在「資源

生產廠家明確」、「去化管道可掌握」等前提下，設定適當而彈性的操作規範(如

JIS 標準)，(幾乎是形同完全授權)鋼鐵爐石協會對其會員企業的自我管理機制

進行，此一現象可能是奠基於將近 70 餘年以上的整個政府機關及社會大眾對於

法令演進、社會價值衝突、磨合、妥協、觀念轉變，以及企業界對於自我要求

提升的整個過程的最終體現。我國目前不宜單就日本政府對於其鋼鐵爐石協會

的副產品管制方式加以臨摹複製，應該要要考量到日本的社會、產業(多屬資本

額中大型之企業)乃至於國土空間利用等演變過程，摘取可供學習之處，並配合

我國國情需求(多屬中小企業)，加以檢討改進，才有良效。 

另一方面，有關營建剩餘土石方或是營建廢棄物的處理，「資源有效利用

促進法」分就「土砂、コンクリートの塊、アスファルト・コンクリートの塊」

的項目為「個別物品の特性に応じた規制」，而依其認定基準，土石在利用規範

同時落在「特定再利用業種」 及「指定副產物」這兩種分類，其中特別針對年

度設工事的施工金額達 50 億円以上建設業進行規範；並以「建設資材リサイク

ル法」進行規範，另外也授權各地方政府訂定更嚴謹的自治條例來規範；其他

單獨立法規範的個別物品還包括「容器包装リサイクル (recycle) 法」、「家電

リサイクル法」、「食品リサイクル法」、「自動車リサイクル法」。總而言之，相

對於爐石的再利用處理不訂定專法規範的樣態，「個別物品の特性に応じた規

制」的單獨立法樣態，就比較偏向「不特定消費者」、「不特定收受者」、「不特

定地區」、「不特定處理方式」、「加工及處理管道的輔導建立」、「流向約束」、「物

品數量稽查及可行性」等，有立法約制的必要，故個別單獨立法。 

從這方面來看，我國營建剩餘土石方主管機關對於管理法規之推動，歷經

20 多年仍未能在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以利各地方政府有所依循；反而是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地方自治原則訂有「營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其

法律位階明顯高於中央主管機關之行政規則或行政指導；未來如果有土石方管

理法規之事權統一之舉措或研訂，勢必與現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自訂「營

建剩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有發生競合的可能性，而這種情況該如何因應？

應就法制面上預先嚴加探討。 

就前述日本資源循環法規的法律概要所形成的日本官方指導(助言)、勸告、

公表、關係審議會意見、標準或命令，所構成的的日本 JIS 工業標準，摘錄本

本次研習有關的 JISA5011-4 有關電気炉酸化スラグ(slag,電爐氧化爐石)骨材

製造相關技術的項目(如表 5)進行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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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日後鋼鐵爐石、甚至是營建剩餘土方確實要視為砂石骨材的替

代來源之一的話，依照我國國情，有關產品規格、管制流程，甚至車輛的追蹤

管控，都要大幅提升政府執法的能量，而這些都可能要提升到「法律」層面據

以執行，而非「授權辦法」或「業界自律」便能獲得社會公信，相較我國目前

資源循環體系法規情形，日本在「產品規格制定」、「驗證」、「流向追蹤」等方

面足可供我國後續研究之借鏡。



 
 

58

表 5：JISA5011‐4 檢討項目(中譯) 
區

分 
檢討項目 主要規定內容 

製

鋼

會

社 

礦渣買賣契約(製鋼

會社─骨材製造會

社) 

買賣品目及價格 

氧化製程的品質保證：化學成分、還原礦渣及耐火

材料的防止混入反應(包含吹附的 MgO) 

原渣採取方法 礦渣的產生、採取場所每一處理場及最終用途的規

定。混凝土用酸化爐渣的處理礦渣方法 

爐渣氧化處理方法 受入檢查、注入(某種特定處理礦渣的鍋爐)方法、

冷卻方法、反轉(轉化)方法、保管(儲存) 

骨

材

製

造

會

社 

骨

材

製

造

相

關

事

項 

骨材製品規格 種類、區分及細項名稱、品質、試驗方法、檢查方

法、表示、報告 

骨材品質管理 全公司品質管理規定 

骨材苦情(客

訴)處理 

(同上) 

骨材製造的外

注(分包)管理 

(同上)(化學成分試驗、反應性試驗、計測器校正等)

破碎機運轉管

理 

標準運轉條件、設備管理條件 

磁選機運轉管

理 

標準運轉條件、設備管理條件 

震動篩運轉管

理 

標準運轉條件、各篩網(篩分)的耗磨度、作業管理

基準 

設

備

管

理

相

關

事

項 

原渣受入方法 受入條件、品質性狀、檢查員、不合格品處理、紀

錄、卸荷、保管、保管期間 

設備點檢的內

容 

點檢項目、點撿時期及頻度、不合格處置 

試驗檢查的內

容 

檢查區分、檢查項目及頻率、檢查項目及判定基準、

試料採取、試料調整、試驗的外注依賴(分包委外試

驗)、檢查員及記錄、合格與否的判定、表示、報告

計測器管理相

關事項 

計測器的管理(測定、點檢項目、精度、管理責任、

頻度) 

製品儲藏相關

事項 

製品置場、受入、保管、管理、批次管理番號、出

荷(出貨、裝運)、引渡(交貨)、紀錄、報告 

日本工業規格表示

認定申請書 

事業相關事項：沿革、配置圖、從業員數、組織圖、

月別生產量、社內規格表、工程概要圖、主要資材

及品質確保方法、品質管理、品質特性、主要設備、

試驗檢查設備、外注管理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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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分 
檢討項目(續表 5) 主要規定內容(續表 5) 

 
六個月內製品生產

及品質實績 

月次試驗結果(絕乾密度、吸水率、單位容積質量、

CaO,FeO,MgO,CaO/SiO2、粗粒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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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搬土石車輛的管理 

本次日本研習過程，對於一般道路所見土石方運搬車輛之運行狀況，印象

極為深刻。除見聞各地搬運砂石等大型車輛多為 20 噸以下，未見到像我國的大

型聯結車行駛等情形外，其車輛車廂標示上，見有「地區名+營、販、建等文字

以圓圈符號註記+數字編號」的標示方式(如圖 4-3-1)。 

 

奈良地區自動車運送業(營)使用之土

石方運搬車輛及編號(非車牌號碼) 

京都地區建築業(建)使用之土石方運

搬車輛(非車牌號碼) 

奈良地區砂利販售業(販)使用之土石

方運搬車輛及編號(非車牌號碼) 大阪地區自動車運送業(營)使用之土

石方運搬車輛及編號(非車牌號碼) 

圖 4-3-1：日本運搬土石車輛車廂標示 

 

經返國後查詢日本法規資料，獲知該標示規範系依據「關於預防搬運砂石

等大型車輛引發交通意外等的特別措施法案(土砂等を運搬する大型自動車に

よる交通事故の防止等に関する特別措置法，昭和 42 年 8 月 2 日法律第 131

号）」規定，標示編號是標註在總重量 8噸以上、最大積載量 5噸以上的大型自

動卸載車的申報編號，應以白底黑字書寫在自卸車貨斗兩側和背面的位置，標

示有關車輛申報的地區、營業分類和編號。地名(以管轄的運輸支局或登錄事務

所為主)的標示方法是以 2位文字爲準則 (像是「八王子自動車検査登録事務

所」就簡稱「八王」，「北九州自動車検査登録事務所」就簡稱「北九」)，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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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業種類的標示方法是把文字書寫在「〇」內，至於營業分類共分 7 種，包括：

「営」代表自動車運送業、「建」代表建築業，「販」代表砂利販售業，「石」代

表採石業，「砕」代表碎石業，「砂」砂利採取業，「他」代表其他（廢物處理業、

洋灰製造業等）。在本次研習過程中，沒有拍到標示「石」、「砕」、「砂」、「他」

的車輛圖，反倒是路上所見標示「営」、「建」、「販」的車輛見到的頻率非常高，

似乎也呼應了千葉縣業者所稱「砂石骨材產品銷售之運輸作業多已外包」的情

況。 

另外日本國情與我國不同，倘若土石方相關業務統一由依權責單位處理，

後續是否有運送營建廢棄物土方車輛流向管控的問題及配套規範的必要(例如

立法強制於指定運輸特定土方種類車輛上，裝置 GPS 定位系統，以管控車輛行

經路線)，而如何與交通(車輛)主管機關進行協調，亦值得研究。



 
 

62

伍、附件一	

日本鐵鋼爐石協會 2015 年 1 月 14 日修正之鐵鋼製品環境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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