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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科學園區開發及新市鎮相關建設參訪報告 
 

一、 參訪目的 

本次赴日參訪日本科學工業園區及相關道路、公園、汚水、

給水、資源回收規劃與設置情形，期望吸取其在景觀意象塑造、

土地使用機能、經營管理及開發方式等之經驗及觀念，作為南

部科學園區開發之參考。主要參訪單位及參訪重點如下: 

(一)橫須賀電信研究園區(Yokosuka Research Park) 

(二)神奈川科學園區(Kanagawa Science Park) 

(三)筑波研究學園都市(Tsukuba Science City) 

(四)觀摩日本一般公共設施之設置及景觀意象塑造。 

 

二、 參訪日期 

民國 95年 11月 10日 至民國 95年 11月 17日。 

三、 參加參訪人員 

日本科學園區參訪參加人員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莊永正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地政租賃科 科長 

曾文隆 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設施維護科 科長 

江明珊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專案工程師 

王德琳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專案工程師 

江怡廷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 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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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過程 

 

(一)參訪行程都市 

 

 

 

 

日期 參訪行程 說明 

11月 10日 

(星期五) 
台北-東京 

搭長榮班機由台北至東京，下午抵達東京成

田國際機場。 

11月 11日 

(星期六) 
東京 

參觀東京市區及近郊街道、公園綠地之造景

工程。 

11月 12日 

(星期日) 
東京 

參觀東京郊區街道、公園綠地之造景及庭園

工程。 

11月 13日 

(星期一) 
東京-橫濱 

至橫須賀 YRP 園區參觀園區內之各項建設及

發展情況 

11月 14日 

(星期二) 
東京-神奈川 

參訪神奈川科學園區發展及園區設施維護作

法。 

11月 15日 

(星期三) 
東京-筑波 

參訪筑波科學城，藉此了解多機能科學城之

開發經驗及可供借鏡之處 

11月 16日 

(星期四) 

千葉幕張-千葉幕

張 

參訪東京郊區千葉縣(東京副都心)，本區係

為填海造地所形成之新市鎮，以葛西海濱公

園為主。 

11月 17日 

(星期五) 
東京-台北 搭機由日本東京成田國際機場返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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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奈川科學園區 

筑波科學城 

橫須賀電信研究園區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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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科學工業區開發背景簡介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重建時期，實行較為激烈的政

策，進行主要工業的重建，執行結果，使得工業集中於「四大

工業中心」和「沿太平洋帶狀區域」，也造成大都市和其他地方

人口所得上的差距，形成區域不均衡現象。 

當時日本工業發展的主要是沿著水岸進行規模宏大的重化

工業發展，雖然工業發展在許多地區成功地達成目標，但卻帶

來了兩個問題：即工業污染和區域發展的差距。為了解決工業

污染及城鄉不均勻發展所帶來的問題，日本政府制定了一連串

法規及辦法。 

為了建立國家基礎科技，日本政府於一九八三年頒布「科

技城法」，發展出「工業研究園區」。此園區結合了工業的、學

院的及居住的功能，有別以往單純的「工業園區」型態、隨著

工業功能上的分工及電腦科技的進步，陸續有「研究園區」及

「軟體工業園區」的出現，而在一九八八年，日本政府制定「智

慧型工業區位法(頭腦立地法)」，刺激了「智慧型工業園區」的

興建，對於經濟及社會趨勢的發展皆有正面的影響效果。  

日本工業用地政策的階段性演變分為四個階段： 

1.階段一：1960~1968 以活化產業為主 

此時期著重於戰後工業重建，重點放在京濱、阪神、

中部和北九州等四個主要工業地區之復原。第一次「全國

綜合開發計畫(1962)」採用據點開發之方法，催生出新產

業都市建設促進法，目標在於區域上開發新工業地區之重

工業綜合體，而傳統工業區域被劃為工業整備特別區域以

促進區域發展。然而，此期間造成嚴重工業環境污染及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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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問題，乃於 1967年立法規範環境污染。 

2.階段二：1969~1982 以土地有效利用及兼顧空間公平 

經過一九六五年〜一九七五年的高成長，日本工業發

展集中於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個城市，集中發展的結果，

造成其他地區經濟停滯，為了解決此一問題，於 1972 年

頒布「工業重置促進法」，鼓勵工業由三大都市移出，並

在低度開發地區擴建新廠，藉由完成交通運輸幹線及提供

有效策略來強化不同區域之均衡發展。將都會區、外圍

區、其他地區分別歸類為「促進產業移出地區」、「促進產

業移入地區」及「中立區」，並以獎勵方式加速達成目標。 

當時日本通產省建議「25 萬人口城市發展概念」，將

10萬人口地方都市視為區域發展核心，工業用地則為都市

成長中心，基於此種新發展都市的概念，使此時期工業用

地快速擴張，建設筑波研究學園都市(或稱筑波科學城)構

想也在此時期成型。 

3.階段三：1983~1995 高科技及研發為開發導向 

石油危機導致日本產業由重工業轉向科技及智慧型

工業發展，於一九八三年頒布「科技城法」，繼續朝向工

業分散政策發展，並發展「工業研究園區」，以引進及培

植現代科技工業。「科技城法」促使結合產業、大學與社

區三功能而成為整套的都市開發。目前，日本已有配合當

地資源發展具區域特色之科學城 26座。 

當軟體工業、服務性工業及資訊工業在經濟上扮演重

要角色時，日本政府為促進這些工業的發展，於一九八八

年頒布「智慧型工業區位法(頭腦立地法)」，將 16項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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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主要為軟體工業)認定為對產業升級有助益，給予引

進獎勵措施，鼓勵傳統產業漸轉為高附加價值產業。並促

使智慧型工業由東京移至其他地區分散發展，以求區域均

衡，筑波科學城之建設發展過程即是在此一開發導向下結

合產、官、學力量合作發展成功之典範，為本次參訪之重

點之一。 

4.階段四：1996~2000 群聚及創新育成為導向 

1997 年制定地域產業聚集活化法及 1998 年制定新經

濟促進法，鼓勵地方政府提供設立創新育成中心，本次參

訪之 KSP（神奈川科學園區）即是以民間財團結合地方政

府的力量，建立之創新育成中心。 

 

日本主要工業地帶，有京濱(東京及橫濱)、中京(名古屋)、

阪神(大阪及神戶)及新興之北九州等四大地區：  

＊京濱工業地帶：中心城市為川崎及橫濱，川崎位於東京與橫

濱之間，產業以鋼鐵、電機、化工為多；橫濱是日本最大港

口，亦係第三大都市，工業產值居日本第三位。  

＊中京工業地帶：中心城市為名古屋，為日本第四大都市，由

於名古屋市介於東京與京都之間，故有「中京」之稱。中京

工業地帶以產製機械著名，豐田汽車總廠即設置於此。  

＊阪神工業地帶：中心城市為大阪及神戶，大阪是綜合性工業

城，鋼鐵、造船化工、機械均有，工業產值僅次於東京，居

第二位。神戶是日本第二大港，原係西日本地區之貨物轉運

中心，1995年發生阪神大地震，災情慘重，重創西日本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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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機能，惟經多年災後重建，現幾已復原。  

＊北九州工業地帶：上述三大工業地帶，因發展歷史已久，人

口相當密集，加上用地不足等因素，大型工廠移往其他地

區，如汽車產業及半導體產業則有轉向九州地區建廠之趨

勢。 

另近年來，在四大工業地帶周圍，亦出現許多新興工業地

區，諸如東京附近之京葉工業地區、鹿島臨海工業地區等，東

京與名古屋間，則有東海工業地區，各內陸地帶亦有多處工業

區。本次參訪行程係以京濱工業帶中發展較為成功之代表性科

學園區為參訪對象，並同時訪查鄰近地區公共設施及公園綠

地，作為南科管理局後續發展規劃設計及既有設施維護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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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內容 

1.YRP橫須賀研究園區(Yokosuka Research Park) 

 

 

 

 
 
 
 
 
 
 
 
 
 
 
 

A.園區簡介 

YRP 橫須賀研究園區位於神奈川縣橫須賀市的三埔半島上，約

在東京南方 60公里之遠處，園區之基本資料如下： 

園區面積：600,000平方公尺 

現有研究機構數： 70 所。 

現有研究人員數： 6000人。 

園區主要機能：  研究開發、人才養成、提供廠商支援。 

主要設施：   1.YRP 研究棟 1-5 號館。 

2. NTT 橫 須 賀 研 究 開 發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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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TTDoCoMo R&D 中心 

4. 旅館、會議室等設施。 

B.開發沿革 

 

 

 

 

 

 

 

C.發展目標 

藉由規劃橫須賀通信技術研發園區，促進基礎技術乃至尖端技

術的進步。YRP 集合國內外資訊通信及周邊相關領域的研究機關、企

業，網羅通信產業研究急需的人才、資金及研究開發用之尖端設備，

產生研究上的縱效，替園區內之廠商帶來經濟上的效益，並進而全面

提高國家通信產業的水準。 

D.發展成效 

YRP 成立以來，有關移動通信、衛星通信、光空間通訊(Infrared 

Communication) 等應用電波技術於通訊相關的領域、電波頻道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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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及開發、電波電器通信相關技術規格、通信方式的標準化(例

如 W-CDMA 規格的制定)，YRP 都扮演了主導的角色。 

 

E.園區成功原因 

1. 人脈網路是重要關鍵。 

2. YRP ( 股)及 YRP 研究開發推進協會在情報收集上扮演重要

的角色。 

3. 提供完善的研究環境。 

4. 高素質的人力與完善的研究相關之硬體設備是廠商願意進

駐之重要因素。 

5. NTT DoCoMo 、松下電器、NEC 、富士通等領導廠商進駐，

形成群聚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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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SP神奈川科技園區(Kanagawa Research Park) 

日本在經過 1950 年代後期至 1970年代前期之高度成長之後，

以大量生產之經濟發展方式於 1970 年代後期受到公害、污染以及工

廠密集度過高之負面因素所困擾，因此積極的進行產業再調整措施，

鼓勵地方政府提供設立創新育成中心。日本育成中心最大的特色就是

營運主體以財團法人或是公司型態成立，資金為官、民合營方式佔大

部分，KSP神奈川科技園區創立於 1989年，是日本第一個科學園區。。 

A.園區簡介 

園區面積： 55,362平方公尺（未含 KSP Think園區） 

建築面積： 15,987平方公尺（未含 KSP Think園區） 

建築物總建坪： 146,336平方公尺（未含 KSP Think園區） 

現有企業數： 58 所。 

畢業企業數： 175人。 

園區主要機能：  創業、成長支援、企業家育成、情報交流。 

主要設施：   1.技術革新中心大廈東棟。 

2. 技術革新中心大廈東棟。 

3. 研發企業大樓 

4. 旅館、會議室等設施。 

5.2004年 10月建立 KSP Think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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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開發沿革 

 

 

 

 

 

 

 

 

C.發展架構 

 

 

 

 

 

 

(1).創業支援服務 

KSP株式會社針對希望他們的新創技術可以發展成事業的人，支

援與提供他們管理上的知識，以及在 KSP 裡進行研發活動所需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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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任何一個新設事業，未來具有強勁成長潛力，且符合 KSP理念的

計劃皆可申請創業支援。KSP為研發公司的建立及成長提供了系統性

的支援。這些支援活動按照個人或企業的情況，有系統地進行。 

(2).成長支援服務 

以 KSP投資基金會的資金為主要資源，神奈川科學園區專業且富

經驗的工作人員與園區外的支援團體，共同合作以促進園區內進駐公

司的成長，並為他們引介所需的事業資本。 

(3).創業家育成服務 

KSP也設立了 KSP新事業管理學校、提供多樣的演講及課程，期

待從創新事業執行人員中發掘出創業家，極有興趣創立自己事業的人

才。KSP輔助他們獲得經營管理所需的知識，也提供他們適時的資訊。

透過這些活動，助長了公司之間與個人之間的溝通，也成為 KSP網路

中的無價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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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筑波研究科學都市(Tsukuba Science City) 

日本政府於 1963 年有鑑於東京地區研究及發展單位過度密

集，為了紓解都市的擁擠，選定了東京東北方 60公里處之筑波山麓，

建立筑波大學，並將原設置於東京地區之國家研究機構逐步遷徙至

此。歷經四十餘年之建設，目前筑波研究學園都市已經成為世界最大

的科學研究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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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研究學園都市簡介 

研究基地面積： 2,700公頃（含國立研究、試驗機構、學術、

教育單位、住宅區及商業設施等用地） 

周邊開發面積： 28,000公頃。 

工作人員數： 23,000 人 

現有研究機構數： 115 所。 

現有研究人員數： 13,000 所。 

總開發投資金額： 25,000億日幣。 

B.開發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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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筑波研究學園都市交流協議會(Tsukuba Science City Network) 

有鑑於筑波研究學園都市之日漸茁壯，為增加學園都市內各

產、官、學組織機構之有效聯繫與溝通，並能積極處理各項協調事宜，

遂於平成 16年（西元 2005年）學園都市內 117個機關組織共同成立

一非營利性之組織—筑波研究學園都市交流協議會（簡稱：筑協），

由筑波大學校長岩崎洋一博士擔任會長，其組織架構及執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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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共設施規劃與維護 

於日本參訪期間，對於日本公共設施以「人」為本的人性化設

計留下深刻的印象，諸如大眾捷運系統車站或大行商業區周遭的連繫

均考慮設置寬敞獨立之行人系統、一般街道之人行道整齊，空間規劃

寬敞而動線順暢，人行道行人及腳踏車暢行無阻，各路口處皆設置有

無障礙斜坡道，以提供行動不便者通行等細微之處在在為我國未來公

共設施規劃設計之借鏡；而日本國民對於守法的精神，更是短期內難

以迄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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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對於公共設施的維護方面，處處皆可見到大和民族

之敬業與細膩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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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心得 

（一）結合民間力量推動公共建設 

日本戰後自急速發展重化工業一直到現在正邁向資訊化、國際化

的階段，日本政府以透過科技發展導向的方式，振興地方產業的策略

為令人注目的焦點，而在高科技產業方面的基礎建設包括科技園市、

研究園區、工業技術中心、科學技術中心、科學城、科學園區、產業

情報中心等發展過程與方式，亦為我國科技工業園區未來發展之典

範，除此之外日本政府與民間財團力量之結合以完成各項重大建設。 

（二）以「人」為本的規劃設計 

於日本期間，所接觸之各項建設均是以「人」為出發點的設計

及規劃理念，小至車站或地鐵站內路線或設施之標示、公共場所之臨

時置物箱；車站附近商場、百貨公司、辦公大樓、商業大樓人行空間

之連結，乃至於整體都市建設之營造等，無不充分體現出日本民族之

體貼與細膩。而其都市內處處可見的公共藝術設施，除大型裝置藝術

之設置外，也常利用燈光或彩繪等方式點綴都市叢林冰冷的灰色基

調，使生活於其中的市民，更樂於生活在其中。 

(三)建設與地方特色之結合 

在日本參訪期間，最令人感慨的是日本的公共建設與規劃善於利

用地方資源包裝成地方特色，並以動人的傳說、神話故事行銷而造就

地方特色產業，歷久彌新。如日本箱根地區，配合溫泉之挖掘取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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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溫泉區，及其系列之活動創意溫泉相關產品，為地方帶來甚為可觀

之收益。反觀台灣的公共建設，一味的引進外來文化與行銷手法，而

一窩蜂、趕流行下，逐漸使原本各地方的獨特的傳統特色喪失，取而

代之的是不倫不類的四不像風格。 

 

六、建議事項 

（一）為我國政府財政日益擷据的今日，要求各園區開發單位需

提高自償率，以日本政府與民間財團力量之結合完成各項重大建設之

經驗或可提供作為本局於各項公共工程之開發與規劃之另一方向的

思考。建設與地方特色之結合 

(二)本局於南部地區負有引進科技產業帶動區域發展之指標責

任，未來在進行各項建設之規劃設計遴選時，應配合地方文化工作者

集思廣益，納入地方獨有之人文特色，使科技與人文結合，展現具特

色之園區生活，引領台灣邁向國際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