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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 日本橫濱市舉辦的 2018 世界循環經濟論壇，以推動循環經濟成為經濟主流、減少

污染、讓資源永續為目標，本次與會藉由參與會議及各項循環經濟議題討論，瞭解

國際推動循環經濟計劃與執行情形。 

2. 拜訪富士通本社，該公司在資訊軟、硬體開發及運用上為國際上知名業界，透過瞭

解應用 ICT(資訊與通信科技)及雲端科技，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脫碳社會和可循環

經濟產業。 

3. 參訪川崎市以資源循環概念構建的環保生態未來城，該園區為日本國內第一個獲得

政府核准的生態城園區，設有先進的空氣監測系統及資源再生設備，為成功建立高

科技綠色環保工業帶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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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國目的 

一、 參與 2018 年世界循環經濟論壇，本論壇緣起於第 1 屆 WCEF(世界循環經濟論

壇)於去(2017)年於芬蘭舉辦，該會議主要將推動循環經濟作為未來經濟主流

模式，並透過會議討論抑制線性經濟中自然資源的使用和減少經濟活動所造

成之汙染，透過循環經濟討論各項減少碳排放，以對抗氣候變遷方案與對

策，該會議聚集 100 多個國家，上千位專家參與，互相交流各國對於循環經

濟作法與成果，本(第 2)屆會議將關注循環經濟的未來願景，以及需要採取何

種行動來實現這些願景，討論的主題包括發展中地區的循環經濟機會，消費

者生活方式對循環經濟的作用及他國經驗分享，並由會議中討論出各項循環

經濟解決方案。 

二、 拜會日本富士通株式會社，瞭解應用 ICT(資訊與通信科技)及雲端科技，來實

現可持續發展的脫碳社會和可循環經濟產業。 

三、 參訪川崎市以資源循環概念構建的環保生態未來城，作為本公司推動循環經 

濟相關產業之參考依據。 

貳. 出國行程 

一、 出國人員名單︰ 

黃育徵    台糖公司                   董事長 

蘇建元    台糖公司農業經營處         副處長 

二、出國行程紀要 

日期 起迄地點 工作內容 

107.10.21(星期日) 臺北 -橫濱 啟程 

107.10.22(星期一) 橫濱 參加 2018年世界循環經濟論壇 

107.10.23(星期二) 橫濱 參加 2018年世界循環經濟論壇 

107.10.24(星期三) 橫濱 – 臺北 

1. 拜會富士通株式會社本社 

2. 參訪川崎市環保生態城 

3. 搭機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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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活動紀要 

一、參加日本 2018世界循環經濟論壇 

(一) 背景目的 : 從 G7 開始的國際論壇中，對討論持續可能的開發目標

（SDGs）及朝向構築循環型社會、資源利用效率提升、3R 的持續推進，

利益相關者的合作等項目，讓所有參與者形成共識，共同合作及推動。

2018 年世界經濟論壇是由日本環境部和芬蘭政府創新基金（SITRA）組織

聯合主辦，論壇舉辦時間為 2018 年 10 月 22日 至 23 日兩天，地點在橫

濱國際平和議場的國際會議廳，與會者包括各國政府關係者、地方政

府、私營企業、非政府組織和其他約 1,000 人，主要討論架構分為五大

主題，分別為 a.長期循環的願景、b.循環經濟的經濟效益、c.流通型經

濟與金融、d.體現循環經濟的商業模式、e.循環經濟的環境教育。 

(二)相關討論內容 :為循環經濟的經濟效益及社會公平性、循環經濟的能源

問題及異常氣候解決方案、全球價值鏈及循環貿易、未來流動性及運

輸、減少塑料循環再利用之解決方案等，主論壇及各分項論壇題目分別

為 1.朝向 2050 年的循環願景、2.活用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技術來促進循

環經濟、3.朝向循環型社會方向日本的努力、4.就都市而言食品循環的

體系、5.為形成循環經濟其資金及效果的投資、6.有關開發中國家在循

環經濟上其社會的、環境的、經濟的利處、7.就循環經濟而言可持續的

生活方式及為消費者解決問題、8.循環經濟的企業範例、9.塑料的循環

經濟、10.朝向循環經濟的教育、11.全球價值鏈及循環貿易、12.可持續

性的消費對朝循環經濟邁進及氣候變遷的利處、13.對於未來運輸而言汽

車革命及循環經濟實現、14.有關循環經濟最先端的知識、15.循環經濟

及區域活化、16.朝向循環經濟邁進國際間的合作。 

(三)日本政府擬定循環經濟之基本計畫(2003年〜2018年) 

第一次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之基本計畫 2003 年 3 月訂定 ，在社會經濟

架構中，有關入口、循環、出口三個面相而言，就資源生產性、循環利

用率、最終處理量等三個指標設定，該計畫可視為為推動形成循環型社

會執行策略之綜合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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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之基本計畫 2008 年 3 月訂定，內容分別為新

的目標設定，輔助指標及推移監視指標之追加設定，以達成環境保全為

前提，來形成循環型社會，朝向循環型社會及低碳、自然共生社會之整

合努力、對地域再生做貢獻、地域循環圈的構築，增加對數值目標之擴

充，補助指標及監督體制指標的導入，各主體間之相互聯繫及合作，在

3R 的努力、3R 的技術及系統之提昇，為朝形成國際循環型社會之主導地

位邁進，進行相關工作之任務分配。 

第三次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之基本計畫 2013 年 3 月訂定，內容分別為朝

形成國際循環型社會邁進，努力的中長期方向為形成循環型社會的指標

及數值目標，各主體的聯繫及各別被期待的任務分配，國家的配合及有

效果的計畫施行。 

第四次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之基本計畫 2018 年 3 月訂定，內容分別為今

後關心的課題及近年的對應方式，為配合朝形成循環型社會的努力中長

期的方向性為何，為形成循環型社會其指標及數值目標，各主體的聯繫

及任務分配，國家的配合及有效果的計畫施行。 

(四) 2018 年世界循環經濟論壇討論了未來 2050 年的循環經濟形式和國際合

作的影響。在論壇中討論的子題包括經濟和社會包容性、能源和氣候變

化問題的解決、流通經濟和貿易、未來運輸和海洋塑料廢物等，而循環

經濟的解決方案主要是減少浪費。在 WCEF 中討論日本如何成為促進世

界主要循環經濟的國家之一。 

(五) 循環經濟是一種新的商業模式，旨在通過新的可持續商業模式實現經濟

增長,並能同時抓住新的商機，建立競爭優勢。依據新埃森哲關於循環經

濟模型的研究，該模型有助於純粹增長與自然資源消耗的脫鉤，預估循

環經濟可以帶來 4.5 萬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六)日本首相安培晉三於論壇開幕式中發表祝辭，表示在 2018 年世界循環經

濟論壇開幕之際，對來自世界各國的各位貴賓表達由衷的歡迎，循環經

濟是對通稱社會再造的重要會議，現在對世界有限資源的最大限度有效

利用，是各企業提升新競爭力的前提，這也可說是 3R 的思維模式，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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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的法制度，全力推動循環型社會的過程中，民間企業卓越的技術是

最強的助力。已發表從使用過的廢家電及電機回收品中提煉出高純度金

屬的技術，2020年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所使用的所有獎牌，將是百分之

百由回收再利用金屬所製造的。這是挑戰市場首創的做法，在這段過程

中產生的經驗及技術,將與各國共享，對於世界各國朝向循環經濟的確立

目標前進，日本將以最先端的創新技術及社會組織構建,對所有面相皆有

領導向前的決心。對於有關成為世界共同課題的海洋塑料問題，日本也

將從與亞洲鄰近國開始，強化與各國的連結，架構完整的國際體系來共

同解決。 

   

圖 1、2  2018世界循環經濟論壇臺灣代表團合影 

 

圖 3 參與各分項論壇議題討論 

 

二、 拜會日本富士通株式會社 

(一) 10 月 24 日上午前往位於東京都港區汐留的日本富士通株式會社本社拜

訪，並由該會社亞洲區區域長國澤有通執行董事負責接待，雙方禮貌性

致辭後，先介紹台糖公司業務及經營現況，特別是在循環經濟上的貢獻

及新農業的未來要發展方向多所論述，其後由富士通相關人員介紹該會

社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脫碳社會和可循環經濟之方向及雲端科技之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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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 

(二) 本公司對富士通詳細且精緻的簡報給予極高的評價，表示內容十分值得

台糖參考，接著雙方並就各項議題進行情資交流，並表示希望在數位經

濟方面能與富士通一起合作共同構築，此外也提出身為國營企業的台糖

公司，不是只有單獨追求企業利益，我們的目標與政府是一致的，有一

項很重要的任務就是積極配合政府政策，做政府的後盾共同推動國家的

發展及經濟的成長。 

(三) 同行的台灣工研院彭副院長提出在新農業、材料、能源、醫療、藥品研

發等各種各樣領域中，運用 ICT 技術是不欠缺的要項，此外，也表示台灣

人口僅 2300 萬,對於未來發展 co-creation 更是必要的，希望未來能跟富

士通有共同合作發展的機會。 

(四) 富士通會社對於 SDGs 的推動表達關心，在未來也希望對此議題能繼續交

流，最後富士通會社國澤區域長表示雙方在各方面的合作皆有可能，惟

為有利業務推動，合作議題聚焦是有必要的。今後雙方的業務交流或合

作，將由台灣富士通公司承接及推動。 

 圖 4 拜訪日本富士通本社 

三、參訪環保生態未來城 

(一) 10 月 24 日下午前往川崎零排放工業園區參訪，並由川崎市經暨勞動局國

際經濟推進室主任辻裕紀先生接待並做簡報介紹該園區，簡報中說明川

崎乃位於京濱東北工業帶的核心地區，基於川崎在近百年間過度工業化

及環境汙染問題，政府提出了「川崎市生態城市計畫」。川崎生態城市計

畫的主要目標是創造一個資源回收利用的社會，以及振興海岸地區，透

過減低工業活動對環境影響的方式。 

(二) 該區也是日本國內第一個獲得政府核准進行的生態城園區，目前設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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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的空氣監測系統及資源再生設備，成功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減少

能源消費和低效率操作，成功建立高科技綠色環保工業帶，更進一步利

用 ICT 產業推動工業環保的發展。該區生態城市占地 2800 公頃，有 15

間公司 400 多人在裡面工作，參與生態城市計畫，包括許多世界知名企

業進駐，例如東芝、日本電氣、佳能、富士通及先鋒等企業；另外川崎

市還有 400 多家的研究機構，可以協助產業發展。川崎零排放工業園區

係作為川崎生態城的前導模型而設立，其希望透過企業間的合作，達到

廢棄物再利用及能源循環利用之目的、進一步降低環境的整體負荷。 

(三) 生態城市的特色為運用循環經濟的模式，將排出物及副產物作為原料有

效運用。另外，充分利用臨海地區的鋼鐵、化學、石油化工、水泥等各

種產業集中的優勢，通過生態城地區內各設施之間和大公司及中小企業

之間的合作，促進在該地區的資源和能源的高度有效循環利用。主要將

塑料、家電、難回收廢紙的重新循環再利用。 

(四) 參觀川崎環保生活未來館之廢棄物再利用處理廠及大型太陽能設備 

(五) 川崎環保生活未來館致力於解釋全球暖化、再生能源和資源回收上面對

的挑戰。館內各種裝施，包括真正的太陽能電板、風力發電機葉片，以

及關於川崎環境管理歷史的資訊、生態意識和回收過程。位於博物館附

近的浮島太陽能發電廠(浮島太陽光発電所)是日本第一座大型太陽能發電

廠。這是川崎市和東京電力エナジーパートナー株式会社(TEPCO)的合資

企業，佔地 11 公頃，有大約 38,000 片太陽能電板。發電廠於 2011 年 8

月開始營運，其表現已超出預期，能提供可用的再生能源。 

(六) 第二座扇島太陽能發電廠在 2011 年 12 月開始營運，占地 23 公頃並包含

大約 64,000 片太陽能電版，這兩座太陽能發電廠共產出約 20MW 發電

量，並且減少約 10,000 噸二氧化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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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參訪川崎市環保生態城         圖 6 資源再利用流程圖 

   

圖 7 再利用分類作業             圖 8 環保生態城簡報後合影 

 圖 9 環保生態城巨型太陽能設備 

 

肆. 心得與建議 

(一) 參加 2018 世界循環經濟論壇的主要成果，是對於與會各國對世界缺乏循環經

濟的共同願景之現況，重新建立共識，即是循環經濟改善了商業行為，以創

新概念透過貿易來創造就業機會，因此迫切需要各國間加強領導和合作。 

(二) 目前世界缺乏循環經濟的共同願景，但可以創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

做為製定全球循環經濟戰略的良好基礎，聯合國和 20 國集團等國際組織是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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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全球議程和促進實際行動的理想機構。 

(三) 循環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可以改善商業，貿易和創造就業機會。它消

除了障礙，促進了合作以及商品，服務和創意的自由交換。必須允許能夠促

進循環經濟的解決方案在全球範圍內自由傳播。 

(四) 迫切需要加強領導和國際合作。公共決策者和企業領導者需要引領世界擺脫

線性經濟模式，這種模式已經引發了氣候變化，污染和失業等全球性挑戰。 

(五) 為防範極端氣候對地球及人類帶來的危機，此時如果我們仍維持現有的經濟

模式，全球暖化是必然的結果，面對未來發展，觀念轉移的關鍵字是[循環]，

人類需要脫離大量生產及大量消費，從倡議[智慧型消費]開始，應該建立一個

[循環型社會]。 

(六) 唯有轉型循環經濟，世界才有生存的機會，也是達成 2030SDGs 議程的必要條

件，針對全球塑膠汙染的災難，必須採取具體行動，像是提供財務資金支

持，發展塑膠精煉、以永續木材取代石化塑料、從廢水中回收塑膠微粒等，

更督促重新啟動 WTO 談判，推動循環經濟技術和服務的零關稅待遇等。 

(七) 邁向循環經濟的必然性是不容質疑的，線性經濟不能也不該延續下去，我們

務必要改變，不能無止境地消費資源，公部門無法單獨面對轉型，民間需要

積極參與循環經濟是新生活方式的先決條件。 

(八) 在兩天論壇中，國際間達成兩項共識，首先，全球暖化持續惡化是無可否認

的危機，第二是面對危機,轉型循環經濟是唯一的答案。 

(九) 過去兩年多來，台灣已是推動循環經濟最積極、最活耀的國家之一，爾後，

台灣可以更積極地貢獻國際社會，帶來變革，除了和歐洲積極推動循環經濟

的荷蘭、芬蘭等國結盟合作外，台灣應該將轉型循環經濟納入新南向政策，

成為亞太區推動循環經濟的主要舵手。 

(十) 此次參加國際論壇，除提高了我國及本公司參與國際活動的曝光度外，並透

過在論壇中與各國交流的機會，分享了本公司在循環經濟推動過程中的經驗

與成果，同時也獲得各國在循環經濟推動過程的成功事蹟分享，我們會將此

次獲得的相關成功案例及交流經驗應用在國內，持續推動我國的循環經濟發

展及尋求本公司未來經營利基，進而創造臺灣總體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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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日本富士通會社是一家兼具企業形象及高超技術之世界級大公司，且該公司

亦十分看重與台糖公司在未來共同拓展業務的機會，因此，現階段除了在推

動循環經濟方面繼續保持資訊交流及互動外，也希望在未來雙方能構建具體

合作項目，來增進國際合作的空間並共創產業新契機。 

(十二) 參訪川崎市以資源循環概念構建的環保生態未來城，是一次非常難得的學習

機會及經驗，以循環經濟的明智方法，以綠色創新的先進技術將一個充滿空

氣汙染的舊工業區，銳變成資源環保城的典範，其中的努力及過程十分值得

我們借鏡及引用，爰此，在未來推動台灣循環經濟園區之永續發展中，可借

鏡川崎資源循環生態園區之發展歷程，學習其如何透過與企業間的合作，使

園區資源和能源能夠充分並有效的利用,達到零廢棄、零排放的終極目標。 

(十三) 11 月 15 日台灣富士通公司梶山董事長專程來訪，會談摘要如下︰台灣富士通

在台據點設立逾 40 年，除一般系統業務外，台灣為 ICT 全球供應鏈中重要生

產基地。富士通集團在台採購金額更達千億日幣以上，不僅為重要海外據

點，更視台灣為全球策略伙伴。對近年政府的 5+2 產業革新更尤其關心，很

高興彼此距離接近，國情產業亦有相似之處，不僅是 5+2 更希望是 5x2 的全

方面合作，會議中本公司表示除專注於本業經營外，更希望以做為國營企業

成員之一，有機會能為國內產業，在海外扮演穿針引線的任務，進而促成台

灣企業與日本企業間的合作或策略聯盟，來奠定兩國永續經營共享共榮的根

基。 

(十四) 建議公司可否依循日本川崎市未來城的成功範例，遊說政府設立特准之生態

城循環園區於本公司自有土地內，並與土開處及區處討論複製未來城於某廠

區內之可行性，亦可透過國際合作與川崎市政府共同規劃、投資及經營，為

台灣創造新的循環經濟經營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