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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日本的生态城

� 从1997年至2006年，有26个生态城获审

批。

� 总共209个设施 (其中64 个获得补贴, 145 

个没有)

� 2007年有2.18 百万吨垃圾，在93个设施
(2009年170个循环设施中的其中93个)中

得到处理。

� 产生：各个生态城内 (61%), 县内(8%), 县
外 (27%), 不详(4%)

� ““““产业与城市共生产业与城市共生产业与城市共生产业与城市共生””””

� 利用：循环利用(122万吨, 56%), 能源回收
(79万吨, 36%), 残渣 (17万吨, 8%)

� 减少的填埋垃圾

� 102万吨 (~占总数之3%)

来源: 藤田,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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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生态产业实践呈现多样化

固体垃圾回收 --- 能源和水循环

技术发展—社会系统演变

产业共生- 城市共生

快速发展的城市-平稳发展的城市

市场驱动经济-绿色经济

本地案例研究 – 普适分析框架

生态产业发展案例研究的变化



世界生态产业实践呈现多样化

�本地标准与一般标准的融合

�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系统

�EID (环境影响设计）或生态城设计的综合规
划工具

�产业共生作为集体创新的途径

生态产业发展案例研究的变化



将生态城区域作为循环技术的示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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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末，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环保省批

准26个区域的生态城计划， 同时为相关区域

内的62个设施提供财政支持。



将生态城区域作为循环技术的示范工程；
贝克尔和藤田等 (2009)

2006年1月末日本经济产业省和环保省批准26个区域的
生态城计划， 同时为相关区域内的62个设施提供财政支持。

Distribution of Total Investment 

60 projects in 24 Eco-Towns 

165 billion JPY or 1.6 bil.  US$  

Distribution of Total Investment 

Subsidy projects in 24 Eco-Towns 

60 billion JPY or 600mil.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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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个生态城60个项目分配总投资
1650亿日元 约16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亿美元

24个生态城分配总投资资助额
600亿日元约6亿日元亿日元亿日元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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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临海地区的地理位置川崎临海地区的地理位置川崎临海地区的地理位置川崎临海地区的地理位置

临海区第一层临海区第一层临海区第一层临海区第一层临海区第一层临海区第一层临海区第一层临海区第一层

临海区第二层临海区第二层临海区第二层临海区第二层临海区第二层临海区第二层临海区第二层临海区第二层

临海区第三层临海区第三层临海区第三层临海区第三层临海区第三层临海区第三层临海区第三层临海区第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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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高科技回收设施聚集高科技回收设施聚集高科技回收设施聚集高科技回收设施

废塑料氨原料化设施废塑料氨原料化设施废塑料氨原料化设施废塑料氨原料化设施

PETPET到到到到到到到到PETPET的回收工厂的回收工厂的回收工厂的回收工厂的回收工厂的回收工厂的回收工厂的回收工厂

�废塑料高炉还原设施废塑料高炉还原设施废塑料高炉还原设施废塑料高炉还原设施

�废塑料废塑料废塑料废塑料制制制制混凝土模板混凝土模板混凝土模板混凝土模板生产生产生产生产设施设施设施设施

1.51.5公里半径内公里半径内公里半径内公里半径内公里半径内公里半径内公里半径内公里半径内

水泥制造厂水泥制造厂水泥制造厂水泥制造厂水泥制造厂水泥制造厂水泥制造厂水泥制造厂

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

（（转载自转载自CORELEXCORELEX集团集团HPHP））

位置 川崎市川崎区水江町

占地面积 ３0,332m2

构成 14家企业（金属加工业、造纸业、

电镀业等）

就业人数 约400人

川崎零排放工业园川崎零排放工业园川崎零排放工业园川崎零排放工业园川崎零排放工业园川崎零排放工业园川崎零排放工业园川崎零排放工业园（（（（（（（（2002.112002.11投产投产投产投产投产投产投产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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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措施主要措施主要措施主要措施主要措施主要措施主要措施主要措施

••使用天然气汽车使用天然气汽车

••利用水力发电给工厂提供电力利用水力发电给工厂提供电力

••工业化学物和水循环利用工业化学物和水循环利用

••不向外排放废液镀层厂投入运行不向外排放废液镀层厂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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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生态城的主要制造川崎生态城的主要制造川崎生态城的主要制造川崎生态城的主要制造/回收工厂回收工厂回收工厂回收工厂

川崎川崎川崎川崎

横滨横滨横滨横滨

东京东京东京东京

东京湾东京湾东京湾东京湾

PET到到到到PET的回收工厂的回收工厂的回收工厂的回收工厂
产能产能产能产能:27,500 [吨吨吨吨/年年年年]

PETPET到到到到到到到到PETPET的回收工厂的回收工厂的回收工厂的回收工厂的回收工厂的回收工厂的回收工厂的回收工厂
产能产能产能产能:27,500 [吨吨吨吨/年年年年]

生产混凝土模板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混凝土模板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混凝土模板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混凝土模板的废塑料回收工厂
产能产能产能产能:2百万百万百万百万 [吨吨吨吨 /年年年年]

生产混凝土模板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混凝土模板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混凝土模板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混凝土模板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混凝土模板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混凝土模板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混凝土模板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混凝土模板的废塑料回收工厂
产能产能产能产能:2百万百万百万百万 [吨吨吨吨 /年年年年]

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
产能产能产能产能:81,000 [吨吨吨吨/年年年年]
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不易回收纸张的回收工厂
产能产能产能产能:81,000 [吨吨吨吨/年年年年]

生产高炉产品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高炉产品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高炉产品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高炉产品的废塑料回收工厂
产能产能产能产能:1千万千万千万千万 [吨吨吨吨 /年年年年]
生产高炉产品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高炉产品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高炉产品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高炉产品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高炉产品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高炉产品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高炉产品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高炉产品的废塑料回收工厂
产能产能产能产能:1千万千万千万千万 [吨吨吨吨 /年年年年]

生产氨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氨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氨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氨的废塑料回收工厂
产能产能产能产能:650万万万万 [吨吨吨吨/年年年年]
生产氨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氨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氨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氨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氨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氨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氨的废塑料回收工厂生产氨的废塑料回收工厂
产能产能产能产能:650万万万万 [吨吨吨吨/年年年年]

家电回收工厂家电回收工厂家电回收工厂家电回收工厂
产能产能产能产能:40万万万万 [台台台台/年年年年]
家电回收工厂家电回收工厂家电回收工厂家电回收工厂

产能产能产能产能:40万万万万 [台台台台/年年年年]

利用工业垃圾的不锈钢制造厂利用工业垃圾的不锈钢制造厂利用工业垃圾的不锈钢制造厂利用工业垃圾的不锈钢制造厂利用工业垃圾的不锈钢制造厂利用工业垃圾的不锈钢制造厂利用工业垃圾的不锈钢制造厂利用工业垃圾的不锈钢制造厂

利用工业垃圾的水泥制造厂利用工业垃圾的水泥制造厂利用工业垃圾的水泥制造厂利用工业垃圾的水泥制造厂利用工业垃圾的水泥制造厂利用工业垃圾的水泥制造厂利用工业垃圾的水泥制造厂利用工业垃圾的水泥制造厂

川崎川崎川崎川崎

�面积面积面积面积: 28 km2

�205亿亿亿亿 日元日元日元日元(2100万美元万美元万美元万美元)

� 受经济产业省资助

�71 家企业家企业家企业家企业(工厂面积超过工厂面积超过工厂面积超过工厂面积超过0.9 公顷公顷公顷公顷)

�涵盖产业涵盖产业涵盖产业涵盖产业:

� 钢铁、,化学品、 水泥、 非铁金
属、 造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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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生态城计划的基本方针川崎生态城计划的基本方针川崎生态城计划的基本方针川崎生态城计划的基本方针:
1. 加强公司层级的环保活动；
2. 提高该区域的环境舒适度；
3. 促进研究和发展活动；
4. 为包含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区域提供最佳生态实践的信息。

川崎生态城计划的基本方针川崎生态城计划的基本方针川崎生态城计划的基本方针川崎生态城计划的基本方针:
1. 加强公司层级的环保活动；
2. 提高该区域的环境舒适度；
3. 促进研究和发展活动；
4. 为包含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其他区域提供最佳生态实践的信息。



2. 运用运用运用运用Web-GIS决策支持系统做材料循环决策支持系统做材料循环决策支持系统做材料循环决策支持系统做材料循环1. 问卷调查及环境经济数据库问卷调查及环境经济数据库问卷调查及环境经济数据库问卷调查及环境经济数据库

运用运用运用运用Web-GIS决策支持系统促进京滨临海地区的资源循环决策支持系统促进京滨临海地区的资源循环决策支持系统促进京滨临海地区的资源循环决策支持系统促进京滨临海地区的资源循环

•用Web-GIS 系统实施问卷调查和监控

•因为结果可反映在系统上，因此能更好地反映用户
需求。 (用户指排放垃圾者)

输入条件输入条件输入条件输入条件
结果结果结果结果

东京湾地理位置信息

垃圾分布信息



循循循循环资环资环资环资源排放分布源排放分布源排放分布源排放分布（（（（以其他塑料制品容器包装以其他塑料制品容器包装以其他塑料制品容器包装以其他塑料制品容器包装为为为为例例例例））））与与与与垃圾垃圾垃圾垃圾焚焚焚焚烧设备烧设备烧设备烧设备・・・・循循循循环环环环基地基地基地基地产业设产业设产业设产业设施的布局施的布局施的布局施的布局循循循循环资环资环资环资源排放分布源排放分布源排放分布源排放分布（（（（以其他塑料制品容器包装以其他塑料制品容器包装以其他塑料制品容器包装以其他塑料制品容器包装为为为为例例例例））））与与与与垃圾垃圾垃圾垃圾焚焚焚焚烧设备烧设备烧设备烧设备・・・・循循循循环环环环基地基地基地基地产业设产业设产业设产业设施的布局施的布局施的布局施的布局

太平洋水泥株式会社

熊谷工厂

秩父太平洋水泥株式会社

秩父工厂

三菱材料株式会社

横濑工厂

太平洋水泥株式会社

琦玉工厂

株式会社
D.C

川崎工厂

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

君津制铁所

JFE钢铁株式会社

东日本制铁所京滨

JFE钢铁株式会社

东日本制铁所千叶

～1970年代

1980年代

1990年代

2000年代

水泥制造设施

钢铁制造设施

（高炉・焦炭炉）

其他塑料排放量

工业设施 - 100
(t/y)

(t/y)

101 - 200

201 - 300

301 - 400

401 -

焚烧处理设施

有发电CO_M_PLACO_M_PLACO_M_PLACO_M_PLA
- 50

51 - 150

151 - 300

301 - 450

451 -

焚烧设备(环境省：2005)

水泥制造设施（水泥年鉴：2008）

钢铁制造设施（钢铁年鉴：2008）

人口分布网（国势调查：2005）

一般废弃物排放量（环境省：2006）

其他塑料组成比（日环中心：1999）

23区内 多 比较新 在周边临海地区有

其他临海地区 多 旧设备比较多 靠近钢铁、水泥设施

琦玉县北部 少 旧设备比较多 靠近水泥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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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地区

GIS 系统

公用公用公用公用设设设设施施施施

城市城市城市城市

工工工工业业业业

农业农业农业农业与林与林与林与林业业业业

森林与沿森林与沿森林与沿森林与沿
海区域海区域海区域海区域

以科学模型分以科学模型分以科学模型分以科学模型分
析空析空析空析空间迁间迁间迁间迁移和移和移和移和
环环环环境境境境变变变变化的化的化的化的
影影影影响响响响

社会技术与系统

管理与资助 m

(软件技术) ）

循环技术循环技术循环技术循环技术
系统系统系统系统

(硬件技硬件技硬件技硬件技术术术术)

技技技技术术术术方方方方针针针针、、、、
未来情境未来情境未来情境未来情境
规划规划规划规划、、、、循循循循
环环环环城市与城市与城市与城市与
地区的地区的地区的地区的规规规规
划划划划与与与与评评评评估估估估

循环经济的循环经济的循环经济的循环经济的
城市城市城市城市/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模拟系统模拟系统模拟系统模拟系统

3) 日本环境技术综合情境模拟与方针规范日本环境技术综合情境模拟与方针规范日本环境技术综合情境模拟与方针规范日本环境技术综合情境模拟与方针规范3) 日本环境技术综合情境模拟与方针规范日本环境技术综合情境模拟与方针规范日本环境技术综合情境模拟与方针规范日本环境技术综合情境模拟与方针规范



城市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城市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城市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城市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方针之模拟计算方针之模拟计算方针之模拟计算方针之模拟计算

废塑料容器回收设施废塑料容器回收设施废塑料容器回收设施废塑料容器回收设施

废塑料回收设施废塑料回收设施废塑料回收设施废塑料回收设施

垃圾焚烧厂垃圾焚烧厂垃圾焚烧厂垃圾焚烧厂

废纸回收设施废纸回收设施废纸回收设施废纸回收设施

循环水泥厂循环水泥厂循环水泥厂循环水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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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产业共生影响的评估地方产业共生影响的评估地方产业共生影响的评估地方产业共生影响的评估

1 2案例1

常规

案例2

现有生态城

0

【吨/年】

500,000

600,000

700,000

800,000

900,000

1,000,000
37,000吨吨吨吨/年年年年

3

158,000吨吨吨吨/年年年年39,000吨吨吨吨/年年年年

案例3

地方产业共生

案例4

城市与
产业共生

基于常规案例的环境改善措施影响（二氧化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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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结果环境影响结果环境影响结果环境影响结果环境影响结果环境影响结果环境影响结果环境影响结果
(3) (3) 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量

焚化炉操作

修建焚化炉

收集流程 减少减少减少减少57%
（（（（或或或或25,000吨吨吨吨））））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吨/年
参考参考参考参考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焚化炉的焚化炉的焚化炉的焚化炉的#数量

焚化灰焚化灰焚化灰焚化灰

食品垃圾食品垃圾食品垃圾食品垃圾

CP 废塑料废塑料废塑料废塑料

混合废纸混合废纸混合废纸混合废纸

调查结果调查结果调查结果调查结果
例例例例2-3（（（（与与与与3个焚化炉联合回收混合废纸个焚化炉联合回收混合废纸个焚化炉联合回收混合废纸个焚化炉联合回收混合废纸、、、、废塑料容器或包装废塑料容器或包装废塑料容器或包装废塑料容器或包装、、、、食品垃圾以及焚化灰食品垃圾以及焚化灰食品垃圾以及焚化灰食品垃圾以及焚化灰））））能能能能
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57%或或或或25000吨二氧化碳吨二氧化碳吨二氧化碳吨二氧化碳。。。。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1-0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1-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1-2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1-3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1-4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2-1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2-2 案例案例案例案例 2-3

最低最低最低最低



城市环保技术模拟模型的结果示例：
以沈阳废塑料回收为例

废塑料作为高炉的还原剂废塑料作为高炉的还原剂

利用工业垃圾的利用工业垃圾的
不锈钢制造厂不锈钢制造厂

废塑料产生及目的地废塑料产生及目的地 循环技术的生命周期清单循环技术的生命周期清单 地方排放
/ 转化因素
地方排放
/ 转化因素

温室气体
排放因素

能量转化因素

能源强度及方针能源强度及方针

改变碳浓度

引入循环技术

新转移项目

在沈阳以外处理非在沈阳以外处理非在沈阳以外处理非在沈阳以外处理非PET废塑料废塑料废塑料废塑料的可能性的可能性的可能性的可能性
• 仅通过技术转移即可减排20万吨二氧化
碳，节约10万吨化石燃料。
• 另外13.4万吨减排和3.5万吨节约计划可

通过减低电力的碳浓度以及新循环项目达成

来源: X. Chen, F. Xi, Y. Geng & T. Fujita (2011) 废塑料循环利用的潜在环境效益:模拟向沈阳转移循环利用及回收技术
中国 垃圾处理, 31, 168-179.

垃圾回收项目

减低碳浓度

NF board+RPF 

还原剂

用于氨的合成气

RPF 

NF 板

一般情况)

化石燃料消费

温室气体排放

市内
市外

混合废塑料 塑料瓶 泡沫聚苯乙烯



产业共生产业共生产业共生产业共生

生物质生物质生物质生物质

城市共生城市共生城市共生城市共生

集群共生集群共生集群共生集群共生

产业共生产业共生产业共生产业共生、、、、城市共生以及集群共生城市共生以及集群共生城市共生以及集群共生城市共生以及集群共生产业共生产业共生产业共生产业共生、、、、城市共生以及集群共生城市共生以及集群共生城市共生以及集群共生城市共生以及集群共生

产业共生产业共生产业共生产业共生

生态生态生态生态
工业园工业园工业园工业园

生态工业园

生态工业园
生态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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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生态城发展的策略促进生态城发展的策略促进生态城发展的策略促进生态城发展的策略促进生态城发展的策略促进生态城发展的策略促进生态城发展的策略促进生态城发展的策略

动脉产业动脉产业动脉产业动脉产业

-在考虑相应生活垃圾运输成本以及循环产品环境价值的基础上建立多样化的
循环系统

-构建针对分类、收集以及绿色采购的社会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计划

-完善多样化地区循环圏
国家循环中心国家循环中心国家循环中心国家循环中心

废
塑
料

稀
有

金
属

广域循环网络广域循环网络广域循环网络广域循环网络

地区循环中心地区循环中心地区循环中心地区循环中心

地方能源回收及地方能源回收及地方能源回收及地方能源回收及
材料循环材料循环材料循环材料循环

生物质生物质生物质生物质

城市循环采购与消费城市循环采购与消费城市循环采购与消费城市循环采购与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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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城作为创造生态城市的驱动器生态城作为创造生态城市的驱动器生态城作为创造生态城市的驱动器生态城作为创造生态城市的驱动器

素材産業拠点素材産業拠点

製鉄

FAZ

数千数千数千数千数千数千数千数千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钢铁

电力

化学
石油

产业工业基
地区域

铁路

港口

造纸化学

水泥

金属

・・・・生态城指导方针下的工业重建生态城指导方针下的工业重建生态城指导方针下的工业重建生态城指导方针下的工业重建

中心城区中心城区中心城区中心城区

能源集约型能源集约型能源集约型能源集约型
产业产业产业产业

邻近工业邻近工业邻近工业邻近工业
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固体垃圾

能源供应

排水

高效率区域物质循环高效率区域物质循环高效率区域物质循环高效率区域物质循环

能源区域综合利用能源区域综合利用能源区域综合利用能源区域综合利用

城市产业协作高品质水循环城市产业协作高品质水循环城市产业协作高品质水循环城市产业协作高品质水循环

・・・・生态城市角度的城市与工业基础设施生态城市角度的城市与工业基础设施生态城市角度的城市与工业基础设施生态城市角度的城市与工业基础设施

高度处理

○使构成产业集聚的基础性产业
的废弃物、排水、废热的循环利
用率最大化。

规划的生态城规划的生态城规划的生态城规划的生态城

水利用水利用水利用水利用 减少减少减少减少30%

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碳 减排减排减排减排30%
固体垃圾固体垃圾固体垃圾固体垃圾 减少减少减少减少30%

GDP 增长增长增长增长10%



产品、服务
（资材、能源）

再生资源、废热

商务集聚商务集聚商务集聚商务集聚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示范示范示范示范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山区基地山区基地山区基地山区基地

依据依据依据依据地地地地区区区区特性特性特性特性将将将将低碳对策低碳对策低碳对策低碳对策、、、、措施措施措施措施一揽子化一揽子化一揽子化一揽子化
活用地区特点的低碳环境示范地区

依据依据依据依据地地地地区区区区特性特性特性特性将将将将低碳对策低碳对策低碳对策低碳对策、、、、措施措施措施措施一揽子化一揽子化一揽子化一揽子化
活用地区特点的低碳环境示范地区

共生住宅共生住宅共生住宅共生住宅
环境示范地区环境示范地区环境示范地区环境示范地区

农林农林农林农林协作协作协作协作环境环境环境环境
示范示范示范示范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产业产业产业产业协作协作协作协作
环境环境环境环境示范示范示范示范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20



21

热岛效应热岛效应热岛效应热岛效应
能源的过度消费能源的过度消费能源的过度消费能源的过度消费

水资源的
过度消费

植物成长植物成长植物成长植物成长
力降低力降低力降低力降低

物质环境物质环境物质环境物质环境
通量通量通量通量

水环境水环境水环境水环境
通量通量通量通量

能源环境能源环境能源环境能源环境
通量通量通量通量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环境环境环境环境
分析模型分析模型分析模型分析模型

评价评价评价评价

地下水位下降地下水位下降地下水位下降地下水位下降

废弃物增加废弃物增加废弃物增加废弃物增加 最终处理场不足最终处理场不足最终处理场不足最终处理场不足
资源枯竭资源枯竭资源枯竭资源枯竭

根据城市环境GIS数据库与环境分析模型，构建从产生环境负荷、到环境通量的计算及低碳城市的技
术评价系统的过程。

中心城市中心城市中心城市中心城市 圈域圈域圈域圈域圈域圈域圈域圈域

低碳技术及其影响：城市中的水、原料以及能源

水循环的变化水循环的变化水循环的变化水循环的变化

城市结构的影响城市结构的影响城市结构的影响城市结构的影响

保
水
路
面

城
市
区
能
源
管
理

绿
化/

栽
植
配
置

屋
顶
绿
化

广
域
资
源
循
环

循
环
生
产
技
术

绿
化/

栽
植
配
置

城
市
街
区
能
源
管
理 创

造
绿
色
空
间

○ 分析环境影响之空间特性的系统 (废水、热量以及垃圾的产生与转移)
○ 通过在目标区域引进技术计算年度取得的低碳效果。
○ 从技术评估系统中获取信息，并建立向政府机构、市民以及企业提供信
息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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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近地区A

（住宅・商务类）

邻近地区A

（住宅・商务类）

邻近地区B

(住宅类)

邻近地区B

(住宅类)

热供给・控制中心
功能（将来计划）

热供给・控制中心
功能（将来计划）

垃圾焚烧厂垃圾焚烧厂

业务、研究开发区域

6.7公顷

业务、研究开发区域

6.7公顷

环境、生命科学

研究开发区域

6.7公顷

环境、生命科学

研究开发区域

6.7公顷

商务、商业交流区域

6.7公顷

商务、商业交流区域

6.7公顷

河流河流

流通区域流通区域

商业设施商业设施

研究・商务设施研究・商务设施

交流・
商业设施

交流・
商业设施

酒店酒店

流通区域流通区域

研究・商务设施研究・商务设施
緑地緑地

智能资源循环基地智能资源循环基地

钢铁钢铁

水泥水泥

河流水利用热泵河流水利用热泵

污水利用热泵污水利用热泵

热集约中心
功能

热集约中心
功能

向广域供给热量向广域供给热量

太阳光发电

・热量供给

太阳光发电

・热量供给

电力供给电力供给

协作环境
研究功能

(计划)

协作环境
研究功能

(计划)

污水处理后的水污水处理后的水

热导管（温冷水）

・区域热供给

热导管（温冷水）

・区域热供给

热导管（温水）热导管（温水）

（地下:雨水储存设备）（地下:雨水储存设备）
酒店酒店

研究・商务设施研究・商务设施

中水・一般服务用水利用中水・一般服务用水利用

焚烧垃圾焚烧垃圾

再生树脂再生树脂

废塑料

・废弃纸张

废塑料

・废弃纸张

食品

废弃物

食品

废弃物

食品加工

工厂

食品加工

工厂

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

热导管

（蒸气・高温水・温水）

热导管

（蒸气・高温水・温水）

甲烷发酵设备甲烷发酵设备

城市燃气城市燃气

产业协作型低碳示范区实现图产业协作型低碳示范区实现图

环境城市功能研
究会（国立环境
研究所等资料）



智能增长的国际平台智能增长的国际平台智能增长的国际平台智能增长的国际平台
生态工业园及生态工业城市生态工业园及生态工业城市生态工业园及生态工业城市生态工业园及生态工业城市

政策

规划

项目
设计

运营
规划

地方利益相关者地方利益相关者地方利益相关者地方利益相关者

●政策目标及战略
●生态工业园及生态城市的背景
●综合性大纲计划

●项目、规范以及补助的政策支
持系统
●运营框架
●对可行性研究信息的支持
●基础设施规划

●关于设计的详细信息
●规范以及社会系统的实施流程
●高效的审批及申请流程
●基础设施及利用经费

●针对监测的管理系统
●实施监测
●为制定政策的反馈途径

各阶段的合作内容各阶段的合作内容各阶段的合作内容各阶段的合作内容

●分享背景信息、需求
●政策框架

●优先项目、行动计划
●战略可行性研究、项目评
估 、 项目可行性研究

●项目设计、评估
●投资、建设

●监测对环境、社会以及
经济的影响
●针对政策设计与规划的
反馈系统

●可转移技术清单
●政策信息
●人力资源能力构建

●实施设计框架
●整体项目设计框架
●运作与管理的数据清单

●监测技术与系统
●针对政策设计与规划的反
馈程序

国际专家国际专家国际专家国际专家

●规章清单
●个人及社会协作的良好规
范
●战略方针可行性研究框架

MOEJ(2009)「川崎-沈阳 环境友好型城市示范工程（由藤田教授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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