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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日本非屬原子能游離輻射管制方式及生物效應執行出國報告書 

壹、出國目的 

臺灣這幾年因為行動通信發展及生活水準提升，行動電話基地台、輸配電線及變

電所日益增加，雖然非屬原子能游離輻射對健康之影響，依據世界衛生組織（WHO）

的公布目前還未發現對人體健康有影響，對癌症之誘發亦未發現相關性，然只要

行動電話基地台、高壓電塔、輸配電線及變電等設施之建置，必引起民眾激烈的

抗爭不斷，並透過當地民意代表舉辦說明會力圖阻止設置，對住家附近已設之電

力設施及基地台亦以電話陳情或透過請託方式要求前往量測，致各相關單位疲於

奔命配合前往量測解說，造成社會秩序不安、經濟成本增加，為瞭解同為人口密

度高之日本作法，特配合環保署公害防治與管理訓練計畫派員赴日考察瞭解鄰近

國家對非游離輻射管制方式及其架設情形，藉由作為日後檢討實施之參考。 

 

貳、行程 

 

日 期 地 點 參 訪 內 容

12 月 13 日（三） 台灣→日本 啟程 

12 月 14 日（四） 東京都江戶川區 

東京都千代田區 

東京都新宿區 

參訪非游離輻射設施管制及日本

ECO 發電株式會社  

12 月 15 日（五） 川崎市 參訪 Eco-town 與非游離輻射設

施及管制 

12 月 16 日（六） 東京品川 資料整理及市區電力設施考察 

12 月 17 日（日） 神奈川縣 資料整理及鄉村地區電力設施考

察 

12 月 18 日（一） 東京都環境局 參訪新市區非游離輻射設施管制

及拜會環境局 

2 月 19 日（二） 千葉縣縣廰 參訪非游離輻射設施管制拜會縣

廰 

2 月 20 日（三） 日本→台灣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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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日本非游離輻射管理單位（Non-Ionizing Radiation Management in 

Japan） 

日本對非游離輻射並沒有統一管理單位，日本經產省、總務省、環境省、厚生省、

文科省等各司職掌的範圍內，各自分工進行研究，並訂有各種不同程度的指針

（Guideline）。 

 

日本近年對非游離輻射各省廰分配分工進行之研究如表例 

電磁波範圍 執行機關名稱 

超低頻 
50∼60HZ
（輸配線、家

電用品等） 

高頻 
10kHZ∼
300GHZ（行動

電話等） 

對象

環境

調查、研究題目 

注「」內是相關連的報告書名稱。

經濟產業省 

資源能源廰 

 

輸配線等 

 

一般

環境

 

資源能源廰： 蒐集國內外研究成

果等相關資料之整理、收集、提

供國民資料。 

電力中央研究所：動物實驗 

．「電磁波影響相關調查檢討報告

（平成 5年 12 月）、通產省資源

能源廰」 

．「電力設備環境影響調查一平成

12 年度調查報告書（平成 3年 3

月）、電力中央研究所」 

 

環境省  環境 環境安全課：曝露評估方法之研

究。 

國立環境研究所：人志願者（ボ

ランティア）實驗和動物實驗  

．「電磁環境之安全調查研究（平

成 4年 3月）、環境廰」 

．「電磁環境之健康影響調查研究

（平成 7年 3月）、環境廰」 

總務省 通訊、廣播  一般

環境

身體電磁環境研究推進委員會：

動物實驗等相關電磁波之安全性

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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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電磁波防護指針規範無線局

制度化（平成 1年 10 月施行） 

．「電磁波利用關於人體防護指針

（平成 2年 6月）、電氣通信技術

審議會」 

．電磁波利用關於人體防護的方

法（平成 9年 4月）、電氣通信技

術審議會 

厚生勞動省  居住

環境

 

 

勞動 

環境

國立公眾衛生院：動物實驗 

．「居住環境關電磁波安全對策研

究、國立公眾衛生院」 

產業醫學總合研究所等：動物實

驗 

「勞動環境中電磁場對身體影響

相關總合的研究」 

 

日本財團法人電力中央研究所自平成 9年至平成 15年間彙集整理分析以上資料針

對 50HZ 的商用周波電磁場對乳癌、皮膚癌及腦癌等發生及增加之影響進行種種調

查依 2005 年總合報告書結論無明確之顯示有相關性，從科學上驗證結果與世界衛

生署組織結論一致無足夠根據對生物效應有影響。 

 

肆、實際參訪內容及所見 

一、電磁波在環境曝露之來源及生物效應之影響 

電磁波因普遍的被利用在我們日常生活環境中，頻率範圍從 3kHZ∼300GHZ，

如無線廣播、雷達通訊、人造衛星、微波爐、行動電話基地台、行動電話、

電視、電腦、醫療等等，這些電磁波的產生均為人為產生， 且時時刻刻曝露

在我們生活的環境中。日本累積了 50 年的研究及經驗研究結果對生物效應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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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為刺激作用及熱作用，但是日本為近年來社會、經濟活動等各行各業大量

對各頻率之利用，為了顧及對電磁波知識不足民眾、單一施設規模外觀大引

起誤解不安、不必要之紛爭及健全順利電磁波利用的發展，依據研究成果並

參考國際非游離輻射防護委員會公布電磁波對人體的生物效應結果，以取 50

倍的安全係數於平成 2 年（1990 年）公布電磁波防護指針共分六章，管制頻

率在 10kHz 至 300GHz 之間，內容有前言、第一章 目的及範圍：電波防護指

針係為顧及人體的安全和電波利用施設之運用間之平衡點，且顧及社會、經

濟的需要，使電波利用得以健全發展。第二章 定義 電波防護指針名詞解釋。

第三章 防護指針內容 1.有防護指針的性質及構成-電磁波的生體作用（熱作

用、刺激作用、其他作用）、評估對象量的問題、防護指針的構成、管理指針

分二階段、防護適用次序。2 管理指針-電磁波強度指針值、補助指針、基礎

指針、注意事項。第四章 測定方法。第五章 電磁波強度的預測方法。第六

章 防護法-性質構成、防護方法（遮斷、絶緣、距離限制、時間限制、電力

限制、安全管理）。另有附錄 電波防護指針之根據。另紙-電磁波強度測定距

離、預測方法相關事項。詳附件 

二、實地參訪日本極低頻（50HZ）及基地台設施現況 

輸配電線實景 



 5

 

 



 6

 

 

 

實地參訪品川、川崎、千葉等舊市區因人口密度高，輸配電線、變電箱密密

麻麻緊鄰於住宅、商店間，嚴重影響景觀，經詢問當地民眾如此靠近配電設

施會不會擔心健康問題，他們不認為，因為長久居住的結果並無感覺有什麼

不好，且日本目前對極低頻電磁波並無管制，但走訪東京市區所有配電設施

大都已地下化，因此以上之景觀在東京是看不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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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電話基地台實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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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行動電話基地台之設立亦處處遍及，但密度感覺沒台灣高，且在樓層

高處或地下室收不到訊號。日本電信業者設立時會主動召開明說明會，告知

地區民眾設置行動電話基地台之情況，且日本法規規定電信業者設置須取得

公證單位之認證，才可以設置。 

 

伍、心得及建議 

這次實地參訪日本東京、品川、川崎、千葉等地區有新市區、舊市區、舊市區更

新，發現日本面積、人口密度，因為經濟的快速成長建設亦隨著快速更新，電力

設施、各種頻率之廣泛被利用與台灣比較毫不遜色，但是日本企業界對形象之維

護列為第一，民眾之守法性高、亦較為理智，反觀台灣業者為了怕引起抗爭常利

用夜間施作，造成附近民眾不滿致被迫拆除等現象，除了經濟成本之損失，亦造

成出租地主或屋主與附近鄰居形成對立。本署歷年對用電設施及行動電話基地台

之抽測自北而南量測其電磁波之大小隨著使用量成正比，且電力設施及電信業者

於設立之初已經量測，資料足以具代表性，應朝一般民眾活動環境量測以建立一

般環境中電磁波之曝露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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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一、例如日本 ECO 發電株式會社利用廚餘發電，而發電設施緊鄰社區，因民眾綠

色能源極為支持加上廠商宣導得宜，因此並無電磁波抗爭狀況，建議未來本

署對於電磁波管理，應加強電磁波知識之教育宣導，宣導資料應設計為民眾

能接受簡單易讀，而電信業者應主動說明設立之情形，並取得民眾之認同。 

二、根據日本川崎 Eco-town 之經驗，在產業外移後對原有工業用地及設備充分利

用，我國目前亦有產業外移而舊有工廠或工業用地變更之狀況，未來本署在

相關協調會可以建議預留基地台及變電所位置。 

三、建立一般環境中電磁波曝露劑量資料庫，供衛生主管單位參考研訂人體曝露

劑量之定訂，各種發射源設立時應予量測並標示出，並告知當地民眾電磁波

強度及影響範圍，必要時應圍起來以保護民眾之安全。發射源業者應定期維

護量測將結果更新，並對使用量密集區進行長時間監測以瞭解變化。 

四、日本整體性而言在東京都輸配電線地下化佔較多，而在效區及鄉村地區輸配

電線及變壓器臨近住宅狀況亦極為普遍，而另方面都會區行動電話基地台密

度則明顯較我國為少，未來基地台景觀的維持及檢討，以及資訊的公開可以

加強推動。 

返國空拍日本富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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