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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正在進行的環保措施 

 

  日本環境治理與環境保護有一段曲折的過程。戰後５０年代至６０年代初的日本，將

經濟擺在了優先位置，由於一直都發展經濟，根本沒有環保概念，使得工業地區，出現

了危害人體健康、影響生活的環境公害污染，污染問題因此慢慢被重視。比較重要的公

害問題有大氣污染、ＳＯ２廢氣引起的哮喘，水質污染等，還有一些嚴重的水銀中毒、

骨痛症等病痛。  

  日本為了保護大氣、水質，日本政府於１９５８年制定了《公共水域水質保全法》和

《工廠排汙規制法》，１９６２年制定了《煙塵排放規制法》等。２０世紀６０年代至

７０年代，是日本經濟飛速成長時期，也是污染問題日益顯嚴重、影響社會的時期，日

本政府因為重視環境保護，還特別立法，利用法律來治理環境的問題。在此期間，日本

先後立了一系列環保法律，形成了環境法規的體系，為治理環境問題打下了良好的法律

基礎。與此同時，日本還不斷加強環境管理，在特定事業所設立了“防治公害專職管理

者＂。  

  隨著各項相關法令的制定、環境管理體制的完善，以及企業大規模投資環保設備等，

環境治理有了成效。到１９７０年代後期，公害問題終於有了解決。但隨之而來的二次

石油危機、以及經濟增長的停滯，又使各個企業面臨了新的挑戰，環境治理也出現了新

的問題，資源問題與地球溫室效應成為日本關心的公共環境問題。１９７２年，日本立

法，以節省能源為追求的《節能法》，日本的造紙業也通過污染治理法，成為環保型綠

色產業。日本解決環境污染問題走過了兩個明顯的階段，即從治理工業污染入手，逐步

向治理生活污染方面轉變。環境問題解決越深入越需要全社會的共同支持，而目前最主

要的污染則是生活污染，如汽車廢氣、噪音和生活廢水等。日本環保人員認為，與工業

污染相比，生活污染治理的難度更高，並且具有持續性增加的特點。  

 我覺得環境問題是可以解決的，關鍵是政策要強制執行，日本在快速工業化過程的時

候，沒有注意到環境污染的問題，所以造成了很嚴重的污染，當然付出了沉重的代價，

如果那時早點注意這一些問題，代價會小的很多。我覺得日本厲害的地方就是，日本不

是用強制的措施去叫各企業達到維護環境的標準，而是幫助企業進行環保工作，而工業

污染主要的是排放廢水，解決辦法是要求工廠減少排放，要不然罰款，但是工廠如果有

投資環保設備的話，則給予一定的補助，並由專業人員研究解決，這樣的管理辦法我覺

得是台灣所沒有的，再來就是民眾非常配合，因為日本在市場上有推出環境標誌制度，

鼓勵一般民眾購買有環保標誌的產品，日本民眾也非常配合，如果民眾不買沒標示環保

標章的產品，那東西就賣不出去，廠商就不賺錢，使環保不再只是政府的要求，而轉變

成是民眾的需求，這我也覺得是日本政府厲害的地方，利用民眾加上政府自己的力量，

使環境有的很大的改善。 

 現在，我發現日本還打算利用環保也成為一種企業，就是讓未來使用更少的資源，減

少環境的負擔，開發新能源，也就是說，日本要在發展經濟、節約資源與降低環境負荷

上找到新的平衡點，真是令我佩服這種專業的精神與態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