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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瞭解事業單位在日本及我國設廠所面臨到的環境保護以及職業安全衛生挑戰差

異、環境博物館的運作情形及薄膜淨水廠的運作與工程經驗等，本次行程由竹科管局

胡世民副局長率隊，團員包含竹科局內環安組、營建組人員及南科本局代表，主要參

訪台積電投資設立之日本先進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株式会社，JASM）熊本廠、北九州環境博物館及福岡

縣薄膜淨水廠-東隈淨水廠。 

本次行程由參訪 JASM熊本廠進行國際職安衛管理經驗及高科技廠房興建工法交

流為起點；而後赴北九州環境博物館（Kitakyushu Environment Museum）進行參

觀；此外，最後赴福岡縣參訪沉浸式超濾（UF）薄膜淨水廠-東隈淨水廠了解其設置

及運作情形；在抵達日本熊本縣當日，為了解熊本大地震對當地的影響，特地在中午

後前往熊本城就其震後修復情形進行觀摩。 

本次參訪主要目的： 

(一) 藉由參訪熊本大地震遺址，瞭解後續包含地震對於熊本的衝擊及震後熊本

城重建的省思。 

(二) 藉由參訪 JASM熊本廠，瞭解日本與我國在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

範及執行情形之差異。 

(三) 藉由參訪 JASM熊本廠，瞭解日本與我國在建廠階段的營造工法及勞工文化

之差異。 

(四) 藉由參訪北九州環境博物館，瞭解其歷史由來、寓意及場館的運作方式。 

(五) 藉由參訪福岡縣沉浸式超濾（UF）薄膜淨水廠-東隈淨水廠，瞭解沉浸式超

濾（UF）薄膜的運作方式及經驗，作為園區污水廠後續相似處理系統規畫及

維運之參考。 

 

本次參訪建議： 

(一) 鑒於我國企業立足台灣放眼世界，全球化的發展已銳不可擋，我國的職業

安全衛生法令有早期係參酌日本經驗制訂，而後發展自今，以與日本有不小

程度的差異，現行日本的職業安全衛生經驗仍值得台灣參考與借鏡，未來在

勞動部修法時，可適時研究日本之相關法令，就值得借鏡之部分，適時提供

動部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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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環保相關法令特別是操作許可部分，我國與日本採取針對相關操作事前許

可之申請程序及申請與否等之要求並不完全相同，不一樣的申請要求會導致

事業單位初始運作所需時間及主管機關對事業單位營運情形及相關風險資訊

的掌握度，可以作為環保許可制度運作探討之參考。 

(三) 工地文化的差異，是本次參訪 JASM熊本廠讓人最為震驚的，據 JASM熊本

廠建廠人員說明，日本當地工人非常注重環境衛生，任何時間點去工地巡

視，都可以看到環境整齊清潔，無需特別要求，這與台灣普遍工地的環境有

不小的差異，這種文化差異，不只是工地管理文化不同，連帶的工人的對自

己及環境的期許也有所落差。這部分，未來可以考慮納入相關法令之修法建

議，包括職業安全衛生法令等，藉由教育訓練及獎勵制度等方式，提升工人

整體對於工地的 6S（整理【Seiri】、整頓【Seiton】、清掃【Seiso】、清潔

【Seiketsu】、素養【Shitsuke】、安全【Safety】）自我期許。 

(四) 北九州環境博物館除了透過傳統看板及文物呈現的方式提供參訪人員瞭解

過往外，更透過 QR code連結到包含日文、中文、英文、韓文之簡淺易懂之

漫畫及現場活動，將永續發展等觀念向下紮根，可以作為園區後續相關教育

場館業務推動之參考。 

(五) 南科刻正執行污水廠二期三階污水處理系統新建工程接管作業，透過本局

與東隈淨水廠雙方針對改建過程的經驗分享及意見交流，能有助於對此污水

廠新建生物薄膜(MBR)系統管理與維運作業，以利未來操作維管期間，於兼

顧維運品質及對放流水質最佳化前提下，完成接管操作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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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下轄三個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園區事業單

位眾多，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作為最早成立的園區管理局，轄管的園

區事業單位數量是三園區之冠。其中，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積電）是本

局所轄園區中工廠數最多、勞工人數最多、在建營造工程規模最大的事業單位。近年，

台積電響應國際需求，在中國、美國、日本、德國等地紛紛設廠，其中日本熊本廠的動

工日期晚於美國亞歷桑納廠，據悉卻只花了 1 年 8 個月就完工，比北美亞歷桑納廠還

早竣工。台積電作為台灣職業安全衛生及環保的優等生，曾於民國 111年及民國 97年

兩度榮獲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國家工安獎殊榮，其國外廠的環保及職業安全衛生之推

動及執行情形、不同國情在蓋廠方面遭遇到的挑戰等，不免讓許多從事環安衛工作的

人們好奇。 

我國位處環太平洋地震帶西側中央，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交接處，這兩

板塊間不斷擠壓，使得台灣地震發生頻率頻繁，本次行程亦撥冗參訪熊本大地震遺址，

瞭解後續包含地震對於熊本的衝擊及震後熊本城重建的省思。 

科學園區一直都是臺灣科技產業的重鎮，園區管理局污水處理廠設施場所特色涵

蓋「專業科技」、「人文教育」、「環境保護」及「生態」等特色。為使各界瞭解園區廢污

水處理情形及落實環保工作交流，管理局接受外部申請，開放園區污水處理廠供外界

參觀交流，對象包含一般民眾、機關團體或利用園區污水處理廠做為教學觀摩場所之

學校，均歡迎前來污水處理廠參觀，甚至安排接受環境教育課程。為了瞭解日本類似場

館的運作方式，本次行程中亦安排參訪北九州環境博物館，瞭解其歷史由來、寓意及運

作方式，作為後續環教場地管理及擴充之參考。 

本局臺南園區二期基地第三期污水處理新設系統，為暨新竹園區污水廠後，園區

第 2 座運用中空纖維膜(MBR)處理系統的工業廢水處理廠，處理容量達 6.5 萬 CMD，為

最新式污水處理技術系統，也是南科第 1 套系統，對其營運充滿期待。本次參訪特地

安排前往福岡縣參訪沉浸式超濾（UF）薄膜淨水廠-東隈淨水廠，瞭解沉浸式超濾（UF）

薄膜的運作方式及經驗，作為園區污水廠後續接管及維運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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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簡介及議程 
一、日本熊本大地震的重建省思 

民國 105 年（2016 年）4 月 16 日上午 1 點 25 分 10 秒，日本九州島發生地

震規模 7.3 的大地震，該地震被日本氣象廳命名為「平成 28 年（2016 年）熊

本地震」，造成重大損失。 

參訪人員於 113 年 11 月 4 日抵當日達日本熊本用餐後便前往熊本城就其震

後修復情形進行觀摩，當日參訪行程如表 1 所示。 

表 1、113年 11月 4日熊本大地震遺址參訪行程 

時間 行程 

12：50-13：30 車程 

13：30-14：20 熊本城及周遭地區參訪 

14：20-15：10 熊本城重建工程觀摩 

15：10-17：00 用餐及返回旅館 

 

二、參訪日本先進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株式会社) 

台積電響應國際需求，在中國、美國、日本、德國等地紛紛設廠，其中日

本熊本廠的動工日期晚於美國亞歷桑納廠，但卻只花了 1 年 8 個月就完工，比

亞歷桑納廠還早竣工。台積電作為台灣職業安全衛生及環保的優等生，本次行

程特地於 113 年 11 月 5 日安排參訪人員前往 JASM（日本先進半導體製造股份有

限公司【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株式会社】）熊本廠

進行參訪。參訪當日上午 8 時自旅館出發，10 時抵達 JASM 熊本廠進行參訪，當

日參訪行程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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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北九州環境博物館（Kitakyushu Environment Museum） 

曾經，日本的北九州市因為工業的發展繁榮起來，但是伴隨著工業發展，

隨之而來的是天空中充斥著各式鋼鐵、玻璃等製成排出「七色之煙」，而洞海灣

更是污染嚴重，水色明顯呈現陰陽海狀態，連海中生物多數都無法存活，進而

被人們稱為「死之海」。在當地市民、企業、學校及政府機關齊心協力的努力

下，投入各種經費及資源，執行有關污染管制與防治工作，歷經 20餘年，終於

逐漸克服環境污染公害，讓青山綠水重現，使得如今北九州市擁有得之不易的

藍色天空和蔚藍大海。北九州環境博物館紀錄了這段當地戰勝公害的歷史，以

及目前及未來的展望與規劃。為了瞭解日本環境教育場所的運作及執行方式，

本次行程中特安排於 113 年 11 月 7 日至北九州環境博物館參訪，當日參訪行程

如表 2 所示。 

表 2、113年 11月 7日北九州環境博物館參訪行程 

時間 行程 

07：20-08：30 車程 

08：30-09：00 路程及北九州環境博物館外圍參觀 

09：00-11：00 北九州環境博物館參訪 

11：00-14：00 用餐及返回旅館 

 

四、參訪福岡縣沉浸式超濾（UF）薄膜淨水廠-東隈淨水廠 

福岡縣沉浸式超濾（UF）薄膜淨水廠-東隈淨水廠是位於福岡縣的淨水廠，

淨水處理流程中包含薄膜處理系統，因南科也開始運用此一系統處理園區廠商

納管污水，為了解有關特性與經驗，爰於 113年 11月 8日拜會日本福岡市的東

圖 1、11 月 5 日參訪議程(資料來源：tsm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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隈淨水廠交流整改經驗，當日參訪行程如表 3 所示。 

 

表 3、113年 11月 8日福岡縣參訪沉浸式超濾（UF）薄膜淨水廠參訪行程 

時間 行程 

08：20-09：20 車程 

09：20-10：20 介紹東隈淨水場 

10：20-11：30 淨水廠運作實況參訪 

11：30-14：00 用餐及返回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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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 

一、日本熊本大地震的重建省思 

1 我國位處菲律賓板塊及歐亞大陸板塊推擠之處，造就了中央山脈等護國神山，同時

也面臨了地震頻繁的災害。相較日本位處歐亞大陸板塊、北美洲板塊、太平洋板塊

和菲律賓板塊四個板塊的交界處，經由互相推擠，同樣時時面臨地震災害威脅。2016

年 4 月 16 日上午 1 時 25 分許，發生震央位於日本熊本縣內規模 7.3 地震，造成

嚴重的災害，經由熊本縣府官網截至 2024 年 10 月 11 日發佈「平成２８年熊本地

震に関する被害状況について」資料顯示，交付建物受損件數為 213,902件，經鑑

定有 198,261棟建築受損屬實，數量龐大。 

 

2 2024年 11月 4 日本局參訪人員抵達熊本機場，搭乘機場接駁巴士前往熊本市區住

宿地點，沿途觀察交通、建築物等情形，並未發現有受損之跡象，可見當地政府重

建工作已告一段落。經瞭解，熊本縣內道路及建築重建工作大部分已重建完成，相

關工作歷程及照片皆建置於熊本數位檔案館(網址：https://www.kumamoto-

archive.jp/en)。以結合地理資訊 GOOGLE 衛星圖標註了重建的位置，並以不同工

進的相片佐以紀錄，展現了日本在工作責任心的精神。此外，亦可從該網站查找到

阿蘇火山附近地震所造成的山體龜裂的情形，而重要文化資產熊本城仍在進行整修

中。 

圖 2、平成 28 年熊本地震に関する被害状況について建物災害統計圖 

(資料來源：https://www.pref.kumamoto.jp/soshiki/4/515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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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日，參訪人員前往熊本城觀摩重建工程，建物倒塌、牆體崩塌部分皆已使用施工

圍籬隔離，無法觀測施工情形。值得留意的是，現場圍籬上都有看板，向參訪人員

說明 2017 年至 2052 年為期 35 年的預訂重建工程進度，並預告 2042 年將完全公

開重要文化資產熊本城的重建成果。 

圖 3、熊本縣內受損建物重建照片(資料來源：熊本數位檔案館) 

圖 4、阿蘇市山體龜裂相片(資料來源：熊本數位檔案館) 

圖 5、熊本城修復基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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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後，參訪人員在熊本看到日本人群穿梭在車輛以及縣內發展百年的電車往返的道

路上，實難想像熊本數位檔案館內紀載著各地嚴重災情。回憶當初，我國公部門及

民間攜手捐款協助，熊本地區災後重建，在政府與民間齊心努力之下，市容街景已

恢復往日風光，且更勝以往。 

二、參訪日本先進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株式会社) 

1 日本九州目前擁有該國三分之一以上的半導體公司以及許多汽車零件製造商。

透過應對全球不斷增長的半導體需求，我國與日本皆為國際上建立世界領先的

半導體生產鏈扮演重要的戰略地位。 

2 JASM 為本國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tsmc)於 2021 年投資設立的子公

司，並於 2022 年於日本熊本縣菊楊町興建熊本廠，並於 2024 年 2 月正式啟

用，主要產品為 40奈米、22/28奈米、12/16奈米和 6/7 奈米等製程技術的晶

圓，主要應用於汽車、工業、消費性電子和高效能運算，產能預估超過 10 萬

片，熊本廠的製程技術相較於日本本土的半導體製造，更為先進，能夠生產更

小、更快、更節能的晶片，滿足全球對先進半導體日益增長的需求。據悉，第

二座晶圓廠預計於 2024年底開始興建，2027年底開始營運。 

圖 6、11 月 4 日熊本市交通建設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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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24 年 11 月 5 日參訪人員拜訪 JASM 廠，因資安管制無法於廠內拍攝紀錄，

行程資料皆由廠方安排並提供，將分項說明： 

3.1 開場起始會議：JASM 高副處長及竹科胡副局長為雙方代表主持，胡副局

長為熊本廠 2024年完工獻上祝賀，並期望透過此次參訪和交流，將有助

於深化台日雙方在科技領域的合作關係，並為台灣的科學園區發展帶來

新的啟發和借鏡。 期待未來能持續引領產業發展，共同為全球科技進步

和永續發展貢獻力量，接續由廠方介紹今日參訪議程，並說明熊本廠入場

安全須知及疏散路線。 

圖 1、11月 5日參訪議程(資料來源：tsmc 提供) 

圖 7、JASM 熊本廠完工後照片(資料來源：JASM 網站

https://www.tsmc.com/static/japanese/careers/jasm/about-jas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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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接續交流台/日環安衛管理經驗比較，將依法令面相分點說明： 

(1)安全衛生相關法令差異之交流：日本環安衛法規相較更為廣泛，例如，日本

法律規定必須設置產業醫和統括安全衛生管理者；有單獨針對派遣業訂定

法令；以及制訂家內勞動法等。此外，日本對於安全衛生委員會的設置標

準、審議事項，以及許可申請的法規要求都比台灣更為詳細和嚴格。台日兩

地在安全衛生組織成員的配置上也存在差異，日本在產業醫、職業病專科

醫師、衛生工學衛生管理者等方面的人員配置要求更為精細。包括一般健

康檢查、特殊體檢，以及針對海外派遣工、學校午餐工人、指定業務人員等

不同群體的體檢要求，日本對於員工的健康檢查項目和頻率也有明確規定

調任後仍須持續追蹤。 

(2)安全衛生許可申請比較：有機溶劑設備、特定化學設備、粉塵設備等有衛生

風險較高之機具，日本勞動安全衛生法規範式使用前取得始可，而參照國

內法令，無事前申請之機制，密封性放射物質、高周波利用設備及高壓氣體

製造設備亦同。 

圖 8、11 月 5 日參訪人員及 JASM 代表合影照片(資料來源：tsm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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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日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相較我國，額外規範了領班及

勞工從事高技術或風險的特別教育。領班友直接指導、監督所屬勞工的責

任，並針對從事的行業別、作業方法、風險評估、異常措施及職災預防的必

要事件，而在高技術或風險的特別教育部分，例如更換砂輪後的試車、衝剪

設備安全裝置及安全罩安裝、使用電焊機焊接及切割作業、車輛系營建機

械等 49 項，勞工皆須進行教育訓練。 

圖 9、台日勞動安全衛生相關法令差異整理(資料來源：tsmc 提供) 

圖 10、台日法定證照及訓練差異整理(資料來源：tsm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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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環境保護法規差異：首先針對水污染防治及下水道皆為許可制，而日本法

令要求申請文件須說明機台排放廢水資料，相較台灣為檢附水平衡圖更為

嚴謹。空氣污染防制規定，高科技廠未有直接排煙設施及揮發性有機物

(VOCs)排放量未達排放管制門檻，爰無需進行事前許可申請制，相較台灣

則須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廠商需事先申請空氣污染物固定污染源設置許

可，且於營運前取得測試運轉及操作許可後，使得運作。毒性化學物質日本

規範製造及販售須進行登錄，台灣則為運作即須申請許可。廢棄物物清理

日本規範須事前有合格廢棄物清處合約書即可，台灣則須於營運前提送廢

棄物清理計畫書，許可後始得營運。 

3.3 隨後進行日本興建工程優良工法分享如下： 

(1)門禁管理：作業前舉行工具箱會議，說明當天的施工和安全事項。 另外，

工地實施嚴格的人員進出管制，包含人臉辨識系統、車輛輪胎高壓沖洗，以

及設置交管人員等措施。 

 

(2)動線管理：行人步道及車輛機械便道除了區隔，亦以顏色標示區分，行人路

線以綠色標示，紅色標示禁止進入區，以供車輛機械通行工作使用，減少工

地內人、車、機械共道的風險，黃色為物料暫存區，提醒非工作人員勿擅自

入內穿越。 

圖 11、JASM 高科技廠房工地車輛出入口照片(資料來源：tsm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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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夜間照明：工地夜間照明規劃設置，勢必要提供施作範圍足夠的照明亮度，

以避免因照明不足產生隱藏或無法辨識危險。 

(4)預鑄工法：預鑄工法大量減少人員高空作業時間，事先於工廠內或於地面

圖 12、JASM 工區顏色管理照片(資料來源：tsmc 提供) 

圖 13、JASM 工區夜間照明照片(資料來源：tsm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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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裝後再於現場吊掛組裝。日本預鑄工法中會使用一種稱為「鉄筋ジャバ

ラユニット工法」的技術，透過特殊的綁線讓鋼筋可以預組並折疊堆疊運

輸。這種工法可以減少施工人數和現場施工時間，並節省運輸和堆放空間。

此外，模板亦於地面組裝後架設，降低了人員高空作業的風險。 

(5)鋼構防護：鋼構吊裝完成後，後續仍有鋼柱焊接、螺栓鎖固等工作，考量施

工安全性，於相對應的位置設置平台、爬梯等以利施工，平台及爬梯等假設

工程皆由地面組裝後再吊裝。此外於鋼構組立階段亦考量工廠配置的大孔

徑管路同時安裝，相較相較鋼構完成後用使用 chain block 及滑輪進行管

路安裝更為有效率，此做法於日本稱為「ライザーユニット」Raiza工法，

整合管架、管路、鋼構施工工序，一併進行吊裝，以達節省整體工期的目的。

鋼構作業進行階段，會設置立面網防止物品掉落，焊接時會使用立面區域

性防火布阻絕火星散落情形，鋼構作業區設置獨立管制進出口，高空作業

車設置高度警示連桿。在吊掛安全部分，經由檢測合格之鋼索發放貼紙，並

有集中放置區，另外吊掛物上皆會放置蜂鳴器，提醒鄰近人員意識到有吊

掛作業在鄰近執行中。樑、版組模作業踏版全面滿鋪，組模人員可站的於踏

版上進行施工，方法安全，而且人員可以站立施工，組模上也更有效率。 

 

圖 14、JASM 工區樑模地面預組照片(資料來源：tsm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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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JASM 工區鋼構組裝階段現場照片 (資料來源：tsmc 提供) 

圖 16、JASM 工區模板組立現場照片 (資料來源：tsm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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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整潔文化：要求物料堆放整齊，例如模板、施工架和鋼筋等。 此外，混凝

土預拌車和壓送車也保持清潔。 工地設有專門的物料暫存區，並進行有效

管理。 這些措施有助於維持工地環境整潔，提高施工效率和安全性。 

 

圖 17、JASM 工區高空工作車設置防碰撞連桿照片 (資料來源：tsmc

提供) 

圖 18、JASM 工區整潔現場照片 (資料來源：tsm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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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JASM熊本廠環安衛設施觀摩： 

(1)醫護室：依據我國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我國較少事業單位僱用職業醫學科

專科醫生，相較於日本安全衛生管理體制，法令明定不分事業 50人以上皆

須僱用產業醫師，給予管理者職業衛生上建議。惟據悉，日本法令禁止產業

醫師於事業單位廠內執行醫療行為，相較於我國廠內如發生須緊急救護案

件，就近之護理師立即可實施初步救護行為，此差異優點及缺點有值得討

論的空間，另外醫護室內有其他如觀察休息室、哺乳室等設施規劃。 

(2)緊急應變中心：此設施與我國高科技廠無差異，含個人防護裝備保存區，明

顯處設置各類緊急應變作業程序看板，全廠監控系統等等，經由 JASM ERC

代表說明，緊急應變人員包含日本及我國工程師，我國工程師以經驗傳承

及指導立場，協助日方工程師進行教育訓練。 

(3)污水處理設施：JASM廠在污水處理部分，使用高濃度氨氮廢水處理回收技

術氣提法，氣提法調整 pH使水中銨離子轉換為自由氨分子型式，後經蒸

發氣提塔控制溫度將氨分子從水中脫離，再以酸性液體捕集後，結合成再

利用產品(如硫酸銨)，可進一步資源化，優點為建設及操作費用較低，處

圖 19、JASM 產業醫生在醫護室解說現場照片 (資料來源：tsm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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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單元較簡單及可處理高濃度之氨氮廢水，亦可將氨氣回收利用，惟此處

理技術主要運用於海外製造工廠，於國內部分則採行其他處理方式。 

 

(4)高壓氣體及化學品供應設施：包含氮氣、氬氣及氧氣等儲槽、蒸發設備等，

JASM 代表解說各供應系統與我國設計無特殊差異，由氣體供應及 CUP 棟供

應至 FAB 機台使用。 

圖 20、氨氮濃度及回收技術成熟度分布圖(資料來源：工業技術研究院創新水科技研

發服務網 https://www.itriwater.org.tw/Forum/article_more?id=75) 

圖 21、JASM 代表及參訪人員離廠前合影(資料來源：tsmc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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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北九州環境博物館（Kitakyushu Environment Museum） 

1 接續於 11/6 由熊本轉往福岡，並彙整參訪前後的資訊，日本的北九州市過去因明

治時期重工業發展而繁榮起來城市，但是伴隨著工業發展，隨之而來的是天空中充

斥著「七色之煙」污染公害，而洞海灣更是污染嚴重生態盡失，連魚都無法存活，

進而被人們稱為「死之海」。在當地市民、企業、學校及政府機關齊心協力的努力

下，逐漸克服公害，使得如今北九州市擁有得之不易的藍色天空和蔚藍大海。九州

環境博物館紀錄了這段當地戰勝公害的歷史，以及目前及未來的展望與規劃，爰於

11/7前往觀摩。 

2 九州環境博物館位於日本福岡縣北九州市八幡東區東田 2-2-6，交通十分便利，搭

乘鹿耳島線太空世界(Space World)站下車後，走路不到十分鐘即可抵達。博物館

裡的室內部分有五個展區，室外部分則是還有「地球之路」展覽可以參觀，室內五

個展區現場更透過 QR code方式，連結到包含日文、中文、英文、韓文的簡淺易懂

的漫畫進行展區簡介，各展區分區說明如下： 

(1) 第 1展區介紹的是北九州市的成立與發展。在北九州市 1963年成立之前，因

圖 22、北九州環境博物館及外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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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當時日本發展需要鋼鐵，而當地又有製鐵所需原料，當地早已經是日本有

名的工業之城，同時，當地人民的生活條件也逐漸富裕起來。 

 

(2) 第 2個展區-消除公害的歷史，介紹的是北九州市曾經發生的環境汙染情形以

及後來各種不同立場的人們如何克服環境汙染的狀況。當時當地的大氣汙染

和水質汙濁的問題相當嚴重，排放的廢氣讓天空變成灰色不再清澈，未經處

理就直接排放的工廠及家庭廢水導致水質汙濁。在人民承受環境汙染所造成

的各類痛苦之後，最先由飽受家庭瑣事及自家孩子因為污染而患有氣喘等疾

病的家庭主婦們提出來，而後主婦們得到學術單位的協助，學術單位開始就

污染及環境問題進行調查研究，並將調查研究之結果交給日本政府，希望環

境汙染的問題能夠得到改善。而後政府、企業、人民等各種不同立場之人們

竭盡全力攜手合作，克服了原有的環境公害與污染。 

 

圖 23、北九州環境博物館第一展區一角 



 

20 

 

 

(3) 第 3 個展區介紹的是地球環境和我們的關係。向世界分享克服污染的技術和

訣竅，介紹了「碳中和」也就是把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量和對其作用

的吸收量正負抵銷達成平衡的知識。藉由實現碳中和，減少溫室效應氣體之

產生，來防止地球暖化。 

圖 24、北九州環境博物館第二展區一角 

圖 25、北九州環境博物館第三展區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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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4 個展區介紹的是永續發展目標 SDGs。SDGs 是由 17 項基準，169 項系項

目標所構成的世界「永續發展」的國際目標，北九州市在 2018 年被認定為

SDGs未來城市。並且這個展區也介紹了一些是北九州市成為「環保之城」的

重要環節-資源循環利用的相關知識。 

 

(5) 第 5個展區介紹的是 SDGs未來都市的對策：自然共生和低碳排放。藉由活用

自然資源，減少對棲息於周遭其他生物造成威脅並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進

而使北九州市成為「環保之城」持續努力。 

圖 26、北九州環境博物館第四展區一角 

圖 27、北九州環境博物館第五展區一角 



 

22 

 

(6) 最後位於戶外的地球之路，則是可以讓人體驗地球從誕生直至今日的故事。 

 
圖 28、北九州環境博物館室外地球之路 

 

圖 29、北九州環境博物館大門前參訪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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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北九州環境博物館第四展區的中文漫畫簡

介(資料來源：北九州環境博物館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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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福岡縣沉浸式超濾（UF）薄膜淨水廠 

1 東隈淨水廠位於福岡縣那珂川市，由春日那珂川水道企業團經營，臨近尚有二座淨

水廠，分別為春日市之原町淨水場及那珂川市之埋金淨水場。東隈淨水廠用地面積

為 2.9公頃、設計處理水量為 22,000 m3/日，目前實際處理量約 18,000 m3/日，該

淨水場於 1962 年完工後經歷了六次設施擴建，以滿足當地日漸增長人口的用水需

求，而最近一次改建係於 2013年，係由水 in建設公司設計，同時解決設施老化改

善、加強抗震措施、提升水質異味處理及導入再生能源設置等需求，減輕廠內用電

負擔，最大發電量可達 540 kW。另該廠由傳統的快速過濾方式提升為薄膜過濾方

式，整廠在不影響處理水量下採逐槽分區汰換，該工程於 2013 年 7 月動工，歷時

四年八個月於 2018 年 3月完工。 

圖 31、東隈淨水廠所在地示意圖(資料來源：春日那珂川水道企業提供) 

2 有鑑於新竹污水廠為全台第一座運用中空纖維膜的工業廢水處理廠，自 2017 年 1

月 1日啟用至今已運轉近 8年，提升園區放流水水質，南科亦正進行臺南園區二期

基地第三期污水處理廠新建系統營運接管作業，系統中同樣具有薄膜生物反應程序

(Membrane bioreactor, MBR)，此功能目的在於提高污水廠放流水水質，以減輕對

河川造成的衝擊。為能與竹科共同與日方交換淨水場改建過程的經驗及意見交流，

能有助於未來污水廠薄膜接管後，順利操作發揮其應有之設計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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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日本福岡縣東隈淨水廠 

 

圖 32、東隈淨水廠內展示改建前後空拍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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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東隈淨水廠處理流程(資料來源：春日那珂川水道企業提供) 

 

表 4、東隈淨水廠設施簡介(資料來源：春日那珂川水道企業提供) 

佔地面積 29,144㎡ 

水源 地表水、地下水 

設計容量 22,000 m3/天 

目前處理量  18,000 m3/天 

處理方式 薄膜過濾（槽浸式） 

膜類型 PVDF中空纖維微濾膜 

(PVDF為聚偏二氟乙烯) 

膜組件 （1,500㎡/單元×2 單元）/槽×8 槽 

膜面積 24,000㎡ 

標稱孔徑 0.05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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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東隈淨水廠代表簡報說明淨水設施 
 

 
圖 35、東隈淨水廠代表及參訪人員參訪淨水廠運作實況 

 

3 該廠水源來自於當地地表水及地下水，整體處理流程主要包含採用活性碳去除色度

及異味、化學混凝去除雜質、流體化床氧化法除錳以及薄膜過濾等，亦養殖對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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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敏感的青鱂魚，用於可即時觀察水質變化，而處理流程延伸產出之污泥則經脫水

後用於植裁，淨水廠 24 小時運作，整體處理流程約 5.5小時，主要設施介紹如下： 

(1) 活性碳去除色度及異味： 

該廠為解決異味問題，第一道處理流程係使用活性碳處理設施，活性

碳係由有機物質（如木材、椰殼、煤等）經過高溫處理和化學處理製成的

多孔材料，具極大的比表面積及多孔結構，能有效吸附各種污染物質，因

此廣泛應用於吸附各類型之污染處理。 

(2) 化學混凝去除雜質 

主要用來去除水中的懸浮物、膠體物質及其他污染物。其基本原理是

透過加入化學藥劑，改變水中污染物的物理或化學性質，促使這些污染物

凝聚成較大的顆粒，從而便於去除。 

(3) 流體化床氧化法除錳 

由於該廠水源來自於地面水及地下水，需解決水質中含錳問題，因此

首先添加氯將錳氧化後形成顆粒再以填充錳砂之上流式流體化床過濾，

過濾速度最高可達 1,000m/日，且免受原水混濁造成過濾阻塞，亦無需定

期清洗。 

(4) 薄膜過濾 

將原有傳統砂濾池升級為薄膜過濾，而一般薄膜過濾需使用電力問

題，該廠則透過水位差設計，無需額外增加泵浦等動力設備，是為省能的

解決方案。與傳統膜相比，中空纖維膜的物理強度是原來的 20倍，且對

藥品清洗具有較強的耐受性，有助於改善堵塞恢復效果，延長薄膜更換周

期，從而實現生命週期成本(Life Cycle Cost, LCC)的降低。而目前臺

南園區二期基地三期污水廠薄膜亦使用的中空纖維膜，惟受限科學園區

廠商水質仍與一般淨水廠硬度不同，後續仍需注意薄膜污堵情形並加以

克服。 

東隈淨水廠運用中空纖維膜，其為線材表面具有極細孔徑（標稱孔徑

0.05μm），透過壓力使待處理水由中空纖維膜外部流向內部，進而過濾細

菌及雜質；反洗時，清洗水從中空纖維膜內部流向外部，去除附著在膜表

面的懸浮固體，保持膜性能而不會發生堵塞，惟其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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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太陽能版設置 

由於所有水處理廠設施均靠電力運作，減少電力消耗不僅可以節省

資金，還有助於減輕環境負擔。為了有效利用舊設施的場地，本次改善安

裝了太陽能發電系統。最大發電輸出 540kW，其發電量等同可供 30 戶家

庭用電，有效減輕廠內用電負擔，而依廠內所展之示太陽能版及運作發電

情形，參訪當日東隈淨水廠用電 92%係來自廠內自設太陽能版。 

 

圖 36、東隈淨水廠展示太陽能版及運作發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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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參訪當日東隈淨水廠用電 92%來及廠內自設太陽能版 

 

 

圖 38、東隈淨水廠代表及參訪人員參訪淨水廠運作實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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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建議 

 

一、心得 

本次赴日本參訪台積熊本廠，就我國與日本兩國之間安全衛生相關法令之差

異、安全衛生許可申請比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環境保護法規差異以及工程興建

階段優良工法等進行分享及討論，兩國之間就法令上的要求之間以及民情的差異，

造成事業單位在設廠時的規劃階段、工程階段以及後續的營運階段等各階段遭遇到

的挑戰也不同。就部分環保操作、危險性工作場所或有機溶劑設備、特定化學設

備、粉塵設備等有衛生風險較高之機具之事前許可制/審查制的做法，可以讓主管

機關在事前先行有效掌握相關風險及必要資訊，但是是否需事前許可/審查及申請

時要求檢附之文件複雜度和多寡，在某種程度上，將影響事業單位營運/操作前的

時間、人力與成本。 

本次參訪日本熊本大地震遺址，瞭解包含地震對於熊本的衝擊及震後熊本城

重建的情形。熊本大地震對熊本城的影響重大，後續的修復工程甚至需要數十年，

曠日費時，而且要花費的金額必然十分可觀。 

本次參訪日本北九州環境博物館，就類似我國環境教育場館的運作方式進行

了解，北九州環境博物館區分五個展區及室外部分，各展區皆有其主題，讓參訪民

眾清楚的瞭解博物館所要宣導之理念，現場更透過 QR code方式，連結到包含日

文、中文、英文、韓文的簡淺易懂漫畫，讓大人小孩都能在參訪過程中有所收穫，

增加民眾參訪意願。 

此外，本次參訪日本福岡縣薄膜淨水廠-東隈淨水廠，藉由參訪東隈淨水廠，

了解其規劃、運作情形及改建經驗。東隈淨水廠於 1962年完工後經歷了六次設施

擴建，以滿足當地日漸增長人口的用水需求，最近一次改建係於 2013年，係由水

in建設公司設計，同時解決設施老化改善、加強抗震措施、提升水質異味處理及

導入再生能源設置等需求，減輕廠內用電負擔，最大發電量可達 540kW。 

 

二、建議 

(一)鑒於我國企業立足台灣放眼世界，全球化的發展已銳不可擋，我國的職業安

全衛生法令有早期係參酌日本經驗制訂，而後發展自今，以與日本有不小程

度的差異，現行日本的職業安全衛生經驗仍值得台灣參考與借鏡，未來在勞

動部修法時，可適時研究日本之相關法令，就值得借鏡之部分，提供勞動部

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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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藉由與熊本廠務人員交流，日本地區與我國在環境保護及職業安全衛生法令

規範及執行情形有其差異，過程中發現我國在空氣污染防治、廢棄物清理、

毒化物管制上較為嚴格，日本則在水污染防治法及下水道法管制要求較多。

環保相關法令特別是環保操作或運作許可部分，我國與日本之申請程序及申

請與否等之要求並不相同，而不同的申請作業機制與要求，會導致事業單位

初始運作所需規劃時間及主管機關對事業單位營運情形及相關風險資訊的掌

握度產生不同結果，此可以作為未來參與國內環保許可制度調整探討之參

考。 

(三)工地文化的差異，是本次參訪 JASM熊本廠讓人最為震驚的，據 JASM熊本廠

建廠人員說明，日本當地施工人員非常注重環境衛生，任何時間點去工地巡

視，都可以看到環境整齊清潔，無需特別要求，這與台灣普遍工地的環境有

不小的差異，這種文化差異，不只是工地管理文化不同，連帶的施工人員的

對自己及環境的期許也有所落差，關鍵更在於人員落實度佳，可有效減輕工

地污染與職災發生，及後續衍生處理成本。。這部分，未來可以考慮納入相

關法令之修法建議，包括職業安全衛生法令等，藉由教育訓練及獎勵制度等

方式，提升施工人員整體對於工地的 6S（整理【Seiri】、整頓【Seiton】、

清掃【Seiso】、清潔【Seiketsu】、素養【Shitsuke】、安全【Safety】）自

我期許。 

(四)北九州環境博物館除了透過傳統看板及文物呈現的方式提供參訪人員瞭解過

往，瞭解其歷史由來、寓意及運作方式，理解當地對於過去環境污染現象，

如何正視面對及努力改善污染過程，並透過展館傳承有關永續理念，珍惜環

境資源，更透過 QR code連結到包含日文、中文、英文、韓文之簡淺易懂之

漫畫及現場活動，利用多元方式將永續發展等觀念向下紮根，可以作為園區

後續環境教育場域業務推動之參考。 

(五)本局臺南園區二期三階污水處理系統始於新建工程移交維運初期，透過與竹

科、東隈淨水廠針對改淨水系統改建過程的經驗分享及交流，瞭解其運作特

性與維管經驗，尤其在薄膜系統酸洗程序部分，使用的藥劑為稀硫酸，確實

較目前園區工程廠商建議使用酸性更強，可借鏡為園區污水廠相似薄膜設施

運作之參考，以縮短維護管理摸索過程，確保系統發揮設計功能並穩定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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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平 成 28 年 熊 本 地 震 に 関 す る 災 害 対 策 本 部 会 議 資 料 ( 網 址 ：

https://www.pref.kumamoto.jp/soshiki/4/51503.html) 

2. 熊本數位館(網址：https://www.kumamoto-archive.jp/en) 

3.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參訪資料 

4. Japan Ad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株 式 会 社 網 站 ( 網 址 ：

https://www.tsmc.com/static/japanese/careers/jasm/about-jasm.html) 

5. 北九州環境博物館網站(網址：https://virtual-eco-museum.com/) 

6. 北九州環境博物館 DM。 

7. NJS株式會社, COMPANY PROFILE。 

8. 水 ing group DM。 

9. 福岡縣東隈淨水廠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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