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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资源循环政策的思路

２．对国际资源循环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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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2001年 全面修订）
指定了包括电脑在
内的10个行业的69

种产品
规定应建设制造企业自主回收与循环利用系统等

促进涉及3R整
体的计划性措
施的实施

○完善作为基本框架的循环型社会建设推进基本法和全面推进3R措施实施的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
○关于废弃后处理成为问题的个别物品，完善个别循环利用法。

循环社会建设推进基本法（2001年 施行 2012年 修订）

循环型社会建设推进基本计划
（2013.5 修订）

基本框架法

①抑制产生（减排）
②再使用（再利用）
③再生利用（循环利用）
④热回收（热还原）
⑤妥善处理

基本原则

废弃物的
妥善处理

废弃物处理及清扫法（1971年 施行 2012年.修订）

市町村对家庭垃圾的处理责任、向废弃物处理企业授予执业许可，设定废弃物处理标准等

容器包装
循环利用法
（2000年施行 2006
年 修订）

家电
循环利用法
（2001年 施行 2009

年修订）

汽车
循环利用法
（2003年施行）

食品
循环利用法
（2001年 施行 2007

年 修订）

建設
循环利用法
（2002年 施行）

瓶子、PET瓶、纸制・
塑料制容器包装等

空调、冰箱・冰柜、
电视、洗衣机・干燥

机

食品残余汽车 木材、混凝土、沥青

制造、流通企业
的费用负担

排放者（消费
者）的费用负担

排放者（企业）
的费用负担

关于成为问题
的个别物品的
法律制度

占家庭垃圾6成的容
器包装的对策 大型废弃物、垃圾对策 其他大型、大量废弃物对策

关于认定企业的
废扫法的特例措

施

小型家电所包含的有用
金属的有效利用

小型家电

小型家电
循环利用法
（2013年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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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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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个循环基本计划（2013年5月）的要点

资料：环境省

现状与课题
我国的3R的进展

循环资源的高效利用与资源确保

确保安全放心

采取全球性措施的必要性

·通过推进3R措施、完善个别循环利用法等，实现
大幅削减最终处理量等，切实推进循环型社会的建
设。

·正如国际性资源价格的高涨所示，预计在全球范围
内资源限制将会增强，但另一方面，许多贵金属、稀
有金属却被作为废弃物进行填埋处理。

·东日本大地震、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发
生使国民的安全、放心意识增强。

·随着发展中国家等的经济增长与人口增加，全球废
弃物产生量也在增加。其中约4成出现在亚洲地区。
预计2050年废弃物产生量将达到2010年的2倍以上。

新目标

·以用更少的资源投入创造更高的价值的资源生产率
为代表，进一步提高物质流目标

资源生产率

（万日元/吨）

循环利用率

（%）

最终处理量

（百万吨）

2000年度 2010年度 2020年度目标

（）内为与2000年之比

第三个循环基本计划的基本方向

建设同时注重质量的循环型社会

国际性措施的推进

东日本大地震应对措施

①建设优先顺序高于循环利用的2R（减排、再利用）措施得以进一
步推进的社会经济体系。

②切实施行小型家电循环利用法等，从使用完毕的产品中回收有用
金属，推进水平循环利用等高级的循环利用

③对石棉、PCB等有害物质的妥善管理与处理

④基于对东日本大地震的反省制定崭新的地震废弃物对策指针

⑤基于对能源、环境问题的应对，有效利用循环资源与生物资源使
其成为能源

⑥与低碳·自然共生社会的综合性措施以及地区循环圈的高级化

①通过亚洲3R推进论坛及对我国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的海外拓展提供
支援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循环型社会。

②加强有害废弃物等的水际对策（译注：防止境外流入对策），并促
进具有较高的资源性但在发展中国家难以妥善处理的循环资源的进口
以及以不产生环境污染为条件的国内利用有限的循环资源的出口。

①灾害废弃物的切实处理与再生利用

②放射性物质污染废弃物的妥善且安全的处理

3R国际环境合作

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的国际推广

循环资源的合理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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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个循环计划指标值的推移与目标

资料：环境省

“入口”：资源生产
性

“循环”：循环利用
率GDP/天然资源等的投入量 循环利用量/（循环利用量+天然资源等投入量）

目标研讨值

现行计划目标值

40.3万日元/
吨

24.8万日元/
吨

37.4万日
元/吨

46万日元/
吨

【目标值】

【2010年度】

【2000年度】

【目标值】

【2010年度】

【2000年度】

资
源
生
产
率
（
万
日
元

/t
）

循
环
利
用
率
（
%） 现行计划目标值

目标研讨值

【目标值】【2010年度】

【2000年度】

吨吨

吨

吨

目标研讨值

现行计划目标值

最
终
处
理
量
（
10
0万
吨
）

“出口”：最终处理量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年度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年度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2015年 2020年

年度



○再生材料的规格化与流通促进
•再生材料的质量规格
•第三方机构认证
•完善再生交易环境 等

消耗、排放

流通、销售

循环利用

再 流通再生材料的流通

制造与设计

回收

完善国内环境

○再生材料的标示规格等
•在使用再生塑料制作的产品
上标示使用再生塑料的标示
规格（标识）

○产品生命周期整体的优化与效率化
•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判断标准省令）等

○扩大已使用产品的回收量
•静脉产业的商业模式（废弃物处理法 等）
•各循环利用法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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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源循环的国际标准化的应对

对亚洲大的资源循环的应对

○我国制造企业等对全球循环利用规格等的应
对

• 对欧洲区域内销售的产品设定再生材料利用
率等指标的动向（关于CENEREC、IEC、ErP
指令等循环利用规格化动向的调查等）

○探讨通过循环利用企业在亚洲等的拓展加强
国际资源循环的必要性

• 从资源循环的角度理解海外拓展
• 各种工具的使用对策

对国际动向的应对

○技术开发及实证、回收系统的建设
•节能型循环利用流程的实证（2014年度）
•材料循环利用以外的循环利用技术 等

资源的有效利用

关于资源循环政策未来方向的思路



１．资源循环政策的思路

２．对国际资源循环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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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州等的状况 １

欧州的RE政策

○修订废弃物框架指令（2008.10）

・规定了对家庭废弃物以及纸、玻璃、金属、塑料的50%以上实施循环利用或再使用

的义务

・无害建筑、解体废弃物适用70%的最终循环利用目标

→加盟国需要采取措施以达成目标值。

○循环经济计划（2014.7→再次研讨中）

・设定目标，将自治体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率定为70%等

→2014年10月，在环境部长理事会上，虽然受到了欢迎，但也有人担忧建议的目标定
得过高，正在进行修订。计划在2015年内发布。新建议内容尚未明确，但有消息指出
建议将会在生态设计方面引进资源效率性等，更加侧重于动脉产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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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州等的状况 ２

在G7的讨论
○G7峰会首脑宣言（2015.6）

・宣言称“作为促进可持续性资源管理与循环型社会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采取旨
在提高资源效率性的富有雄心的行动”

・作为自发地共享知识并创建信息网络的论坛，就为实现资源效率性成立G7联盟达成
一致意见

○G7联盟研讨会（2015.10）

・鉴于在峰会上就成立G7联盟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柏林举行了启动研讨会

・就以下内容的重要性达成共识

－ G7间共享最佳方法

－ 民间企业参加

－ G20等新兴国家参加

・基于产业共生（英）、生物质（德）、汽车供应链（美）等各种主题召开研讨会。
计划在伊势志摩峰会中予以跟进



日本
循环型社会的形成业绩
・循环利用产业聚集
・构建循环利用法律制度

亚洲各国
以各国为单位，构建
循环型经济社会

日本接收难以处理的
资源

再生资源的国际性有效
利用

构建污染性得到管理的合理
的亚洲区域内的资源循环系

统

＜第一步＞

• 掌握资源循环的现状，共享课题

• 协助各国构建3R制度

（完善法律、旨在促进再生资源利用的规格化等）

• 普及商业基础的3R技术与专有知识，完善必要设
施。

＜第二步＞

• 利用日本的循环利用基础设施接收需要深度处
理的资源（废线路板等）。

• 国内利用价值低的资源的国际性有效利用。

应励志实现的亚洲大的资源循环及其构建方法

要实现东亚整体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就要同时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废弃物的
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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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废弃量的预期（2011年与2020年的推算値）

日本 美国中国欧州（15国）

ASEAN（6国）印度

（资料）三菱UFJ调查＆咨询公司根据各种资料推算

在新兴国家，家电销量急速增加，因此废弃量也将不断增加。

特别是，可以看出中国的废弃量将增大到超过发达国家的规模。

循环利用领域的现状～世界家电废弃量的预期～

10

2,758 

3,209 

0 

1,000 

2,000 

3,000 

4,000 

2011 2020

空调 冰箱 洗衣机（万台）

1,415 

3,145 

0 

1,000 

2,000 

3,000 

4,000 

2011 2020

空调 冰箱 洗衣机（万台）

1,460 
1,631 

0 

1,000 

2,000 

3,000 

4,000 

2011 2020

空调 冰箱 洗衣机（万台）

2,210 
2,523 

0 

1,000 

2,000 

3,000 

4,000 

2011 2020

空调 冰箱 洗衣机（万台）

171 
476 

0 

1,000 

2,000 

3,000 

4,000 

2011 2020

空调 冰箱 洗衣机（万台）

495 

1,105 

0 

1,000 

2,000 

3,000 

4,000 

2011 2020

空调 冰箱 洗衣机（万台）



11

循环利用领域的预期～汽车～

ASEAN美 国

中国日 本

（资料）三菱UFJ调查＆咨询公司根据各种资料推算

关于生命周期较长的汽车，新兴国的汽车废弃量目前并不多，但从销量的推移来看，
预计今后新兴国的汽车废弃量将急速增加。

汽车销量的推移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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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九州市－青岛市 （2007～2008年度）
・协助制定生态城（新天地静脈产业园区）的基本计划等

北九州市－天津市 （2008～2009年度）
・协助制定生态城（子牙环境保护产业园区）的基本计划
・汽车循环利用的事业化调查

茨城县－天津市 （2009年度～2011年度）
・协助在TEDA中试验性引进废弃物管理报告制度
・滨海新区的示范项目（污泥循环利用）的事业化调查
・天津市・TEDA相关人员的赴日培训、商务对接等

福冈县－江苏省 （2010～2011年度）
・循环利用企业的商业模式（下水污泥・食品循环利用
・通过江苏省、无锡市相关人员的赴日培训进行交流

兵库县－广东省 （2007～2009年度）
・广州市的废塑料循环利用的事业化调查

北九州市－大连市 （2009年度～2011年度）
・协助制定大连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的基本计划
・商务使团、大连市行政、企业相关人员赴日培训

川崎市－上海市浦东新区 （2008～2009年度）
・以家电循环利用、荧光管循环利用等为对象实施事业化调查

中日循环型城市合作（中日生态城合作）

中日循环型城市合作在自治体间的合作框架下转让我国生态城建设方面的经验
与专有知识，从2007年度开始，至今已经实施了7个合作项目。

具体为，协助制定生态城建设计划，发掘商业案件，培养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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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连市】
●长兴岛复合循环利用事业
伊藤忠商事、铃木商会

【中国・大连市】
●水泥窑废弃物循环利用事业
太平洋水泥

【中国・杭州市】
○家电循环利用事业
松下、DOWA生态系统、住友商事

【中国・天津市】
○家电循环利用事业
DOWA生态系统、住友商事

【中国・成都市】
●汽车循环利用事业
丰田通商

【中国・江西省】
○家电循环利用事业
DOWA生态系统

【中国・北京市】
●汽车循环利用事业
丰田通商

【中国・天津市】
●废塑料循环利用事业
Re-Tem

【中国・天津市】
●汽车循环利用事业
九州金属产业

中国循环利用商务FS等的状况 （2015.9）

【地点】
符号 （事业内容）
（企业名称）

（符号图例）
◎ 正在支援
● 支援完毕
○ 企业独自实施
（支援事业的横向展开）

【中国・北京市等】
●汽车再生事业
丰田通商

【中国・大连市】
◎电炉粉尘循环利用事业
东邦亚铅

【中国・上海市】
●家电循环利用事业
三井物产

【中国・大连市】
●废旧轮胎循环利用事业
加藤商事

【中国・大连市】
●废纸循环利用事业
松本光春商店

【中国・大连市】
●汽车等循环利用事业
丰田通商

【中国・苏州市】
●家电循环利用事业
DOWA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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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正在实施的循环利用商务的可实施性调查
【中国：电炉粉尘循环利用事业可实施性调查】

循环利用事业概略

1.背景・目的
在中国，随着电炉钢生产的扩大，粉尘产生量激增，但其妥善处理技术却停滞不前。为此，计划在中
国开展电炉粉尘的锌循环利用事业，通过妥善处理对环境保护做出贡献，同时将部分资源化的粗氧化
锌回馈给日本。

2.商业模式
有效利用日本国内积累的技术与专有知识，与当地伙伴合作，广域回收电炉粉尘。通过循环利用，回
收95%以上的锌，并作为粗氧化锌进行再资源化，除了销售给当地的锌冶炼厂外，部分出口到日本。

调查体制

4.实施者
东邦亚铅株式会社

5.对象国、地区
中国大连市周边

6.对象物
电炉粉尘

7.调查期间
从2015年7月至2016年2月

３.事业示意图

大手製
鋼メー
カー

中小電
炉メー
カー

中国国内
钢铁厂

・・・

电炉粉尘
原料采购

陆上运输

产品①

产品②

颗粒物

中国国内外的
炼锌厂

a公司

b公司

n公司

・・・

水泥公司
作为路基材料

加以利用

海上运输
静脉产业

循环利用码头
（庄河港）

工厂选址： 中国辽宁省大连市

工厂园区

大连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内

粗氧化锌
※Zn60%

IN OUT

・锌回收率目标： 95%

・粗ZnO 产量目标： 2万t/Y

※原料 Zn含量 以15% 进行估算。

※采用在日本稳定运转的回转窑。

【处理流程 】

造粒

工序

电炉粉尘
原料投放

焦炭

旋风分尘器

回转炉（还原焙烧）

电动集尘器

产品成型机

回转式冷却器

大型钢铁厂

Ex.
・天津钢管

・上海浦东

中小电炉厂

Ex.
・ 抚顺特钢

・南京钢铁

大型炼
钢厂

中小电
炉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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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示意图

正在探讨的新事业

亚洲节能型资源循环制度引进实证事业

2016年度概算要求额 2.0亿日元（新）
事业内容

条件（对象、对象行为、补助率等）

国
家

民间企业等

事业目的・概况

为了促进资源与能源的稳定供给，减少资源循环利用中的温室气体的排

放量，以实现亚洲大的节能型资源循环制度为目的实施实证项目。

具体为，为了在对象国的自治体中构建合理的制度，将提供我国自治体

过去实施过的政策工具、技术与系统的引进等减少环境负荷的专有知识，

与对象国一起推进具有实证效果的措施及其有效性的可视化。为此，将

实施基于政策对话、可实现性调查等的制度的，技术和系统一体化的海

外实证事业。

同时，在国内也将开展通过动静脉产业合作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的效率化、

高级化的实证事业并向国际规格应对提供支持，由此促进我国资源循环

系统的在亚洲的顺利推广。

成果目标

这是从2016年度到2020年度的5年间的事业，旨在在事业结束后的5年内

在亚洲引进三项制度。

NEDO

补贴
委托

补助(1/2,2/3)

制度引进前的事业示意图

（亚洲各国）
从各国制度构建
阶段开始提供辅

助

构建合理的节能型亚洲大的资源循环系统

有用资源回流日
本

（日本）
以在亚洲推广为前提，

构建系统

推进节能化与低
碳化

促进节能化与低
碳化

再生资源的国际性有效
利用

政策对话

FS调查
（筛选）

海外实证
（软硬件一体实证）

国内实证
（构建动静脉一体型网络）
（实证成果的积累与共享）

制度
建设与引进
（成果）

・节省资源化
・节能化
・合理且稳定的
资源循环

・协助进入亚洲
市场

成果的
反馈

产业技术环境局 循环利用推进课

03-3501-4978

制造产业局 有色金属课

03-3501-179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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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有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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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对象行业、对象产品（10个行业、69种产品）的制造企业等应履行以下义务。
①减少并循环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事业所的零排放措施）
②产品采取环保设计（兼顾轻量化、易于回收再生材料等的设计）
③废弃产品的回收与再利用

●国家制定措施内容的“判断标准”，并规定企业的遵守义务。（措施不到位时将对其采取劝告、公开、命令等措施）

排放

消费

部件

产品

流通

原材料
指定再利用
促进产品

规定利用兼顾二次
利用与循环利用的设
计以便回收再生材料
的义务

（电脑、汽车、家电、
钢珠游戏机、老虎机、
金属家具、煤气石油
设备、复印机、卫浴
组合、整体厨房、小
型充电电池使用设备
共50种）

特定再利用行业

规定具有作为再生部件及再生资源的原材料等
利用的义务

（造纸业、玻璃容器制造业、硬聚氯乙烯管及
管道接头制造业、复印机制造业、建筑业共5个
行业）

指定省资源化
产品

（电脑、汽车、家电、
钢珠游戏机、老虎机、
金属家具、煤气石油
设备

共19种）

规定利用节省资
源设计实现轻量
化、产品长寿化
等的义务

（电脑、小型充电电池共2种）

指定再资源化产品

规定企业进行自主回收与再利用
的义务

特定节省资源
行业（第二次公布）

（汽车制造业
1个行业）

（纸浆与纸张制造业、
无机化学工业产品制造业等、
炼铁业及炼钢轧钢业、
銅初步精炼与精制业共4个行

业）

（电气业的煤灰、
建筑业的砂土与木材等
共2种）

※ 对象仅限与能源供给及建筑工程
有关的副产品

规定抑制副产品产生并进行
循环利用的义务

指定标示产品

附加识别标记

（钢罐、铝罐、PET瓶、
纸质、塑料容器包装、
小型充电电池、硬聚氯乙烯产品
共7种）

规定副产品的循环利用义务

规定抑制副产品
产生并循环利用
的义务

产品生命周期

1．减少并循环利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事业所的零排放措施）

2．产品采取环保设计
（兼顾轻量化、易于回收再生材料等的设计）

3．废弃产品的回收与再利用

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概要

特定节省资源行业 指定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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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町村
（分类回收）

例：去除异物、
压缩打包

再商品化产品
利用企业

例：生产罩布、
纤维

提供商品

支付再商品化费用（履行再商品化义务）
根据资金筹措制度筹措

支付再商品化费用

交付分类
标准适用物

登记

容器包装的流向 费用的流向

销售
再商品化产品

消费者（分类排放）

例：将PET瓶
压瘪后排放

再商品化企业
（进行再商品化）

例：制造成薄片或
颗粒

指定法人

（财团法人日本容器包装循环利用协会）

容器的制造、利用企业、
包装利用企业（再商品化义务）

例：PET瓶制造企业、
清凉饮料生产商

回收合同

分类回收
容器包装废弃物

招标

根据资金筹措制度
筹措资金

①
消
费
者

（
分
类
排
放
）

（
再
商
品
化
）

③
企
业

②
市
町
村

（
分
类
回
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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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包装循环利用法的机制（规制法）容器包装循环利用法的机制（规制法）



① 正确交付
② 支付回收、运输与再商品化等的相关费用

排
放
排
放

回 收 义 务

① 自家销售出去的对象设备
② 换购时被要求回收的对象设备

交 付 义 务

零 售 企 业回
收
与
运
输

回
收
与
运
输

回 收 义 务

再 商 品 化 等 实 施 义 务

○再商品化等标准… 空调：70％、显像管TV：55％、液晶与等离子TV：50％、
冰箱与冰柜：60％、洗衣机与衣物干燥机：65％

制造企业与进口企业 指定法人再
商
品
化
等

再
商
品
化
等

① 义务方不存在等
自家制造、进口过的对象设备 ② 中小企业的委托

监督实施情况

通过管理票
（再利用券）
制度切实
保障运输

指定回收地点（制造企业等指定） 交付、送交

市
町
村
等

（1998年6月公布、2001年4月全面施行）

市

町

村

等

家电循环利用法的机制（规制法）家电循环利用法的机制（规制法）
对象设备：空调、电视（显像管电视、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冰箱与

冰柜、洗衣机与衣物干燥机

排 放 者

指定回收地点 377处
再商品化设施 49处
（截至2012年6月）

(※)移动电视、汽车电视及浴室电视等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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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家电循环利用法的机制（促进法）

认定企业

·开展再资源化业务的企业可以制定实施再资
源化业务的相关计划，取得主管大臣的认定。

·取得再资源化业务计划认定的企业或受其委
托的企业对报废小型电子设备等采取再资源化
措施时，不需要经过市町村长等对废弃物处理
业务的批准。

·需要回收的区域内的市町村要求回收其所分
类回收的报废小型电子设备等时，若无正当理
由必须回收。

※结合各市町村的特点选择相应的回收种类与回收方
法等

中间处理设施 金属冶炼

金属回收中间处理

回收排放

回收箱 or 资源垃圾新区分
or  回捡

自治体
回收

循环利
用

制造企业的责任与义务

·改善设计、部件与原材料，降低再资源化的
费用
·利用再资源化后所得的物品

生产与销售

零售企业的责任与义务

·为确保消费者正确排放提供协助

静脉物流

交付

集中存放处
国 民

·分类排放

交付

消费者的责任与义务

国家的责任与义务

·确保必要的资金
·推进收集信息与研发
·教育、宣传活动

认定申请

认定、

指导、提供建议等

·认定再资源化业务计
划

·为取得再资源化业务
计划认定的企业提供指
导、建议，收集报告，
进行上门检查

·取消认定

国家市町村の责任与义务

·分类回收
·交付给认定企业及其他可正确
实施再资源化的企业

企业的责任与义务
·分类排放
·交付给认定企业及其他可正确
实施再资源化的企业

（排放产品废弃物中的报废小型电子设备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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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流向

费用流向

信息流向

报废汽车再资源化等相关法律（汽车循环利用法）
（规制法）

报废汽车再资源化等相关法律（汽车循环利用法）
（规制法）

21

汽车循环利用法的整体流程

资金管理法人

新车
买主

二手车
买主

最终
所有方

寄存再利用费用

汽车制造商、进口商、指定再资源化机构

氟利昂类
处理设施

安全气囊类
循环利用设施

粉碎残渣
再利用设施

粉碎残渣
再利用设施

有限责任中间法人 汽车再资源化协力机构
氟利昂类、安全气囊类的回收与再资源化

小组 小组

回收企业
氟利昂类
回收企业

拆解企业
冲压切割
处理企业

粉碎
企业

破碎企业

氟
利
昂
类

氟
利
昂
类

回
收
费
用

安
全
气
囊
类

安
全
气
囊
类

回
收
费
用

拆解汽车
全部利用方

粉碎残渣

交付
报废汽车

交付
报废汽车

交付
报废汽车

交付
拆解汽车

回收
报告

交付
报告

信息管理中心

支付

回收
报告

回收
报告

回收
报告

交付
报告

交付
报告

交付
报告



食品相关企业

再生利用企业

食品循环资源

☆促进通过委托的再生利用

○制定基本方针
·数值目标（到2012年度完成各行业的目标值）
·再生利用等措施 等

○制定相关企业的判断标准
·抑制产生的标准 ·减量的标准 ·再生利用的标准 等

（2000年6月公布、2001年5月施行、2007年6月部分修订、同年12月施行）

·废弃物处理法的特例
·肥料管理法、饲料安全法的特例（无需向农林水产大臣申报）

主管大臣（农林水产大臣、环境大臣等）

（实效保障措施） 指导、建议 劝告、命令等（措施明显不到位）

食品相关企业
食品生产、流通、销售、
餐饮企业等（约24万家）

其中年排放量超过100t的
（约1万7千家）

※约占全部食品废弃物的50%

规定定期汇报的义务

（促进措施） 登记制度 认定制度

食品相关企业（再生利用业务计划）

再生利用企业 农林渔企业等

食品循环资源

特定肥料、饲料
特定农畜水产品

☆促进包括利用在内的有计划的再生利用

食品循环利用法的机制（促进法）食品循环利用法的机制（促进法）

不需要卸货
许可

不需要装货与卸货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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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5月公布、2002年5月全面施行）

国家的基本方针

都道府县的实施方针

①对象建筑工程（使用特定建筑材料的一定规模以

上的拆除工程等）的下单方向都道府县申报
分类拆除等的计划等

都道府县知事

计划与一定的标准
不符时发出变更命
令签订承包合同时，

书面记录拆除工程
的费用等。

④总承包商向下单方
提交已完成再资源化
的报告

※申报件数

约236万件（2002.6-2012.3）

（注）违反申报规定者予以处罚

【特定建筑材料废弃物】

建筑木材

混凝土块

沥青块②接单方实施分类拆除等

（根据标准实施拆除工程等）

拆除企业的登记制度

※登记数

约8200家（截至2012年3月）

（注）违法登记规定者予以处罚

建议、劝告、命令

（注）违反命令者予以处罚

建议、劝告、命令

（注）违反命令者予以处罚

处理（再生、焚烧、填埋处理等）※

其他

废弃物

③接单方实施再资源化等

【通过再资源化所得的物品示例】
·建筑木材→木质板材、碎木片等
（难以再资源化时焚烧以减少排放）

·混凝土块→路基材料、骨材等
·沥青块→再生沥青、路基材料等

※ 根据废弃物处理法处理
23

建筑循环利用法的机制（规制法）建筑循环利用法的机制（规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