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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程 

第一天：搭機到成田機場，搭乘高速巴士到東京銀座，

步行至築地 APA 旅館入住。 

 

第二天：步行至築地市場→搭地鐵去台東區淺草一帶

→回築地 APA 旅館。 

 

第三天：到新宿，搭小田急電鐵到箱根→小田原城→

回箱根入住湯本茶屋。 

 

第四天：步行至箱根町公所→搭小田急電鐵到東京新

宿→搭地鐵到豐島區入住貝樂維亞東京旅館。 

 

第五天：搭地鐵到東京都政府以及都議會→新宿中央

公園→新宿御苑(國民公園)→回豐島區貝樂維亞東京

旅館。 

 

第六天：明治神宮→代代木公園→搭巴士到成田機場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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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發現 

  國人對日本人民的守法一直推崇備至，無論是對交

通法規的遵守，還是對環境的維護都是國人眼裡一等

一的模範對象。 

 

  日本國人能達到這樣亮眼的成績，除了學校及家庭

教育外，我個人也透過這次的參訪，理解到日本政府

在這一塊所做出的努力。 

 

  日本政府會透過許多的告示牌與警示標語，進行勸

說，不斷地提醒民眾在各地不應該做的事情。 

 

  其實這個方法台灣也有做，但是台灣做的不是那麼

確實甚至有點敷衍。到東京街頭真的就會看到各種

「禁停腳踏車」、「禁止橫越馬路」、「路上不能抽

菸」等等的標誌或標語，並透過吸煙區的設置一收一

放。除了禁止的標語還可以看到宣導此區即將施工的

宣傳看板。 

   



5 
 

腳踏車相關警語 

  由於腳踏車是東京都的一個交通主力，隨處也能看

見此處禁止停放腳踏車的警告標語。有些是禁止停放

腳踏車，有些是腳踏車禁止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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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樣的腳踏車相關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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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樣的腳踏車相關標語 

 

 

 

  



8 
 

禁煙相關警語 

  日本的吸煙人口眾多，但多數街道上不容易看見煙

蒂。許多區內是直接禁止路上吸煙，並設置吸煙區，

集中吸煙行人。 

各式各樣禁止吸菸標示 

 

  



9 
 

各式各樣禁止吸菸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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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相關的警語 

  東京都內常有大量工程進行，工程除了標示預期完

成時間之外，現場也都會有人看守，引導行人安全通

過。 

 

 
修剪樹木的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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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式各樣的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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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式各樣的標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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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警語的心得 

  雖說警語看似八股，實際上卻是在民眾的公共生活

空間內定下了需要共同遵守的準則，提醒民眾不要讓

自己的脫序行為影響了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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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京的垃圾 

  說完日本時時警惕要人守法的方法再來看看日本的

垃圾問題。 

日本對垃圾的原則是「自己製造的垃圾，要自己帶回

家處理」，其中垃圾主要分成「可回收」與「不可回

收」兩大分類。處理的方式又依地點場合而有所不同。 

1. 可回收的垃圾，好比瓶罐等等，路上經常可見回

收筒 

2. 不可回收的垃圾，好比食物殘渣或塑膠袋，幾乎

都要求自己帶回家，路上沒有垃圾桶 

3. 只有少數的車站、公園、或百貨公司找得到一般

垃圾垃圾桶，或是店家自己提供的垃圾桶 

4. 特定場合如廟會、餐飲活動，不但會有垃圾桶，

還會派駐充足人力，確保垃圾收集處的乾淨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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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家提供的垃圾桶，以及販賣機旁的回收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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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會的垃圾觀察 

  對比台灣的夜市，日本常有廟會或是市集、園遊會。

日本處理的方式，就不同於一般街頭。正如「破窗理

論」，一塊玻璃破了不處理，其他玻璃也會被打破。 

一個垃圾桶沒有維持好，接著大家就容易亂丟垃圾。

於是他們的垃圾桶旁一定會有充足的人力維持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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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照片分別是三個不同地點的市集或園遊會，大

家看到是不是很驚訝，不只是設垃圾桶專區，專區內

還害怕湯汁弄髒地板而鋪設地墊，更誇張到連一般攤

販也會鋪地墊。租用場地者，對於維持整潔所下的努

力，是台灣現在無法想像的。相較於「反正我有付清

潔費，弄髒沒關係」的心態，日本更多是租了場地，

離開也要維持原樣，因為場地是全體國民共有的。 

  講了公共垃圾議題，接下來看看一般家庭垃圾處理。

在日本依據不同的日子，垃圾車處理的垃圾類型也不

同。 大致分為資源回收日(紙類回收日又是另外一

天)、可燃垃圾日、不可燃垃圾日。大型垃圾需要額

外付費申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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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並未實施垃圾不落地政策，而是將垃圾安置在

固定位置，由清潔隊員徒步收集，因此在東京看不到

追趕垃圾車的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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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京的公園 

 

  說完沉重的守法議題以及垃圾議題，接著我們來說

說輕鬆點的公園相關觀察。去了一趟東京對於綠地的

比例相當驚訝，所以回頭上網查了一下數據 

· 台中市與台北市公園綠地面積都佔都市計畫區面

積的 4%~5% 

· 東京都綠地面積佔 35% 

  相當驚人的差距，寸土寸金的東京都對於綠地的要

求，遠不是台灣現在能夠想像的。因此能在東京都政

府頂樓俯看境內有如此大片的森林地，此森林地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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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神宮與代代木公園，明治神宮佔地 70 萬平方公尺，

代代木公園占地面積 54 萬平方公尺。 

  東京都政府頂樓除了可以遠望明治神宮與代代木公

園，旁邊還圍繞著佔地 8.8 萬平方公尺的新宿中央公

園。

 

  新宿中央公園的兒童設施非常多元，設施的材質也

很多元，不會只是單調的塑膠材質，有水泥磨石子大

滑梯、也有鐵材的、也有木製的、還有塑膠製的。 

中央公園兒童區的地面是小石礫，雨一停沒多久，地

面積水就會快速滲透到地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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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公園多元材質的各式兒童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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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宿區的公園就這樣了嗎？那可不只，旁邊還有佔

地 58 萬平方公尺的新宿御苑，裡面的大樹、大草坪

真的看了就心情大好，所以就委屈大家看我露露相破

壞畫面的紀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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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樓林立的都市中，有這樣的大草坪，人真的都

莫名的快樂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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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令人興奮的大樹，不自覺地就想抱上去，很難想

像在人滿為患的新宿區就有這麼一大塊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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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宿御苑是我這次日本行，唯一去到有收費的公園

(200 日圓)，一開始還想說是甚麼樣的公園敢收費，

進去後的快樂心情真的值得了。這次東京行我前往參

觀的公園綠地有中央公園、新宿御苑、代代木公園以

及明治神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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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園裡除了兒童區、大草坪，當然還要有廣場，此

外每個公園幾乎都有設置洗手台以及垃圾桶。 

  公園裡除了歡樂沒限制，其他很多行為都還是有所

限制的，所以你依然可以看到很多的警告標語看板。

我們接著來看看公園裡個警告標語看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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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最特別的警告標語就是警告玩手機危險的那張，

我想應該是因為寶可夢的關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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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根町以及小田原市 

  此次唯一離開東京的行程就是搭小田電鐵到小田原

市以及箱根町，小田電鐵是專門為了箱根的觀光建立

的鐵路，在小田電鐵的站裡還有幾位專門服務中國或

外國遊客的服務員，因此在站內可以找這些服務員說

英語或中國話，我想這樣的貼心服務是日本觀光成功

的原因之一。 

       到小田原市當然要去看看日本戰國時期北條家建立

的小田原城遺址，日本人還在遺址旁蓋了棟仿的小田

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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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田原市市區活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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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參觀小田原城外，也順便參觀小田原市區的民

眾活動中心，裡面有數間會議室、服務台、交誼廳，

會議室有些被拿來展覽，交誼廳幾乎被拿來當 K書中

心，此外活動中心是結合停車場的，頂樓是做停車場。 

去完小田原市，隔日跑去參觀箱根町公所，箱根町人

口約有 1萬 3 千人左右，與我們的苗栗縣南庄鄉人

口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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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所有箱根的旅遊資訊、政令文宣，有箱根特產的

展示，還有就是姊妹市的盟約展示櫃，與箱根町結盟

的過內外姊妹市加起來大約有 8、9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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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根町公所內的各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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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根町公所內的各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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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內還有幫忙回收小型家電(手機、相機、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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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議會與都廳(都政府) 

  東京都議會 9/28~10/13 是會期，我怎麼會知道呢？

因為當我到都廳前地鐵站時，就可以看到處處都是議

會開會宣傳文宣，包含東京都廳頂樓展望台有文宣。 

 

到議會入口更貼著大標語宣傳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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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議會雖然是會期但是我去到時是周六，議會也

是周休二日的，所以無法在議事堂旁聽，不過剛好遇

到水資源再生的相關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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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前一天下午倒是有趁著日本政府上班時間趕去

東京都政府走一趟。 

 

 

  一到大廳就感受到很嚴肅的氣氛，警衛們對每一個

不論是進或出的人都很嚴格的進行檢查，進入行政區

都要填寫好進入的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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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人行道 

  世界先進國家都注意到汽車道過份佔用資源的問題，

除了對汽車增加限制，也努力讓交通對行人更友善。

東京當然不例外，走在東京路上才覺得自己像個人被

尊重，不需要東閃西閃什麼都以汽車為尊。 

 

 

 

 

 

 

 

 

 

 

 

有了安全的人行道，家長也能放心讓孩童自行上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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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空間有不同的人行道規劃方式，有些狹窄巷道

單純以綠漆區隔。在鬧區則有做出些微的高低落差，

還用柱子擋住，增加隨意路邊停車的困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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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在一些地方的特別時段，還會實施步行

者天國，任何車輛都不得進入。這些地方往往是商業

繁榮車流量大、行人也多的地方。或許是因為比起一

下就開過去的車輛，路上走的行人才能給商家帶來更

多收入。一個好的行走空間，更多遊客願意到那邊走

上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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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根據這次觀察，在此提出一些建議，討論出公所能

夠努力的方向，讓十年後的頭份市稍微趕上先進國家

的腳步 

· 垃圾：重新檢討垃圾政策，思考家庭垃圾處理方

式是否需要改進。改善現有夜市垃圾處理方式，

提昇整潔度，讓民眾在衛生的環境消費 

· 環境：要求承租攤販一併負起環境清潔責任，保

護全體市民共有的環境 

· 警語：針對休憩場所設立警語，並取締嚴重脫序

行為，維護多數市民權益 

· 人行道：營造行人安全空間，讓頭份成為對行人

友善的進步城市，孩童也能安心上下學。 

· 公園：用心打造公園，讓公園成為生活休憩的一

部分，大家不會每到假日除了賣場之外無處可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