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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計畫相關 1.是       2.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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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業務 

1.能源政策(包含政策工具及碳交易、碳稅等)         2.石油及瓦斯 

3.電力及煤碳(包含電力供應、輸配、煤炭、核能等)   4.新及再生能源 

5.節約能源(包含工業、住商、運輸等部門)           6.其他 

能源領域 

1.能源總體政策與法規   2.能源安全   3.能源供需   4.能源環境      

5.能源價格    6.能源經濟     7.能源科技    8.能源產業    

9.能源措施    10.能源推廣    11.能源統計   12.國際合作 

決策知識類

別 

1.建言 (策略、政策、措施、法規)  

2.評析(先進技術或方法、策略、政策、措施、法規) 

3.標竿及統計數據：技術或方法、產業、市場等趨勢分析 

4.其他： 

重點摘述 

日本因應地球暖化，擴大對下水道污泥的能源化利用，尤以下水道的

能源轉化利用率僅 15%，未來預計於 2020 年提升至 30%，2030 年提升至

35%，而下水道污泥的生質能利用，分別為固體燃料運用、堆肥原料利用以

及沼氣產製氫氣做為氫氣車之燃料使用。日本國土交通省下水道部，以政

府與民間合作模式，建立示範場域，推動下水道污泥生質能源利用，期能

提升能源效益，降低成本並達到節能減碳之目的。 

詳細說明 

  日本計畫推動生質能產業 2025 年達 5 千億日圓，原訂「生質能活用推

進基本計畫」於 2020 年達成的目標均改訂為 2025 年完成，利用量以碳換

算為 2,600 萬噸，產業規模為 5,000 億日圓。生質能產量中廢棄物類別占 9

成，其中又以家畜排泄物和下水道污泥產量最多，日本下水道污泥量一年

可產生 67 萬戶家庭使用之發電量，污水一年熱能約為 1,500 萬戶家庭的冷

暖氣熱源使用量，下水道污泥有 37%的未利用率。鑒於下水道污泥尚有諸

多資源待利用，如圖 1 中下水道污泥轉製肥料原料、固體燃料、沼氣/氫氣

發電、污泥燃燒與下水道廢熱回收利用、再生水、雨水利用…等，因此日

本國土交通省將擴大對下水道污泥的能源利用[1][2]。 



 

圖 1 水、資源、能源的整合，自主供應在地化[3] 

日本下水道污泥的生質能資源利用推廣 

  根據日本國土交通省 2014 年制訂，2017 年 3 月修訂的「環境行動計劃」

[4]中，針對下水道污泥的政策項目與指標，分別為提升污泥處理技術，以

及推廣污泥資源再利用，多元化發展如固形燃料、肥料、沼氣…等，如下

列所示： 

「下水道污泥生質能利用推廣」的政策主要分為 3 項[4]： 

1. 下水道創新技術示範工程（B-DASH 工程）污水資源有效利用技術推廣 

2. 有效利用污水資源促進能源創造 

3. 促進下水道中氫的利用 

 

促進下水道污泥能量轉化指標[5] 

 指標：下水道污泥能源轉化率 

   2014 年約 15％→2020 年的 30％→2030 年的 35％ 

 

促進下水道污泥資源的回收利用指標[6] 

 指標：下水道污泥資源再生利用率 

   2014 年約 63％→2025 年的 85％ 

  關於污水生物質能源和資源利用如圖 2，促進生物質發電/固體燃料轉

化推廣，透過政府與民間合作創新技術示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促進

污泥處理廠場域生物質利用。未來污水處理設施更新升級，將資源利用設

施轉向有效利用與回收利用下水道污泥熱量。[4] 



  

(a)促進下水道能源創造 (b)促進下水道中氫的利用 

圖 2 下水道生物質能利用之推廣 

 

1. 下水道創新技術示範工程（B-DASH 工程）污水資源有效利用技術推廣 

  於栃木県鹿沼市黒川污泥處理廠建立下水道創新技術示範工程

(B-DASH 工程)，推廣圖 3 下水道污泥的肥料化、燃料化技術，由月島機械

（株）、サンエコサーマル（株）、日本下水道事業団、鹿沼市農業公社、

鹿沼市共同研究實施，通過使用中小型污水處理廠（機內雙液精煉型離心

脫水機+環形空氣乾燥器）的脫水乾燥系統生產乾燥污泥，轉製成肥料、燃

料等。 

   新穎污泥脫水乾燥技術可以方便地在廣泛範圍內，調整乾污泥含水量: 

 使用脫水污泥（細顆粒和低附著力）的特性，乾燥機內部沒有結構，沒

有附著或磨損的危險 

 可以製造相應於各種有效用途的乾燥含水量（10〜50％）的污泥 

 

 

圖 3 下水道污泥的肥料化、燃料化技術[8] 



 

2. 有效利用污水資源促進能源創造[8] 

  促進污水處理廠污水污泥的能源利用，除了支持沼氣利用設施、固體

燃料化設施、沼氣煉氫設備等的開發外，施行 JIS 下水道污泥固體燃料標準

的普及，制定區域生物質利用指導方針，水平拓展如利用下水道污泥轉製

的肥料等相關訊息。 

  2014 年下水道污泥之能量轉化率中，未利用生物質(建築材料或垃圾填

埋場)佔 74.8％、綠色農田使用佔 10.3％、沼氣佔 12.8％、污泥燃料佔 2.0

％。其中沼氣與污泥燃料屬能源利用僅佔 14.8%，目標 2020 年達到 30%，

2030 年達到 35%。 

<污水污泥固體燃料的利用推廣 JIS> 

通過利用 JIS，建立污水污泥固體燃料之質量的穩定化和可靠性，並振興市

場。 

 

 

圖 4 促進污水處理廠污水污泥的能源利用[8] 

 

3. 促進下水道中氫的利用[8] 

促進污泥生物沼氣的氫生產和利用。除了支持煉氫設備的開發，將加大與

氫利用相關的項目制定等方面的工作。預計以政府與民間合作之方式，建

立示範場域。 

 案例形成支援 

<預估方法>如             圖 5 所示： 

 透過污水沼氣的蒸汽重整製氫 

 結合沼氣發電電力銷售，根據需求生產氫氣（FCV 普及率）。 



 

目標年度 2020 年啟用 

供氫能力 約 120 萬[m
3
/年] 

氫利用應用 FCV(Fuel Cell Vehicle 氫氣車)燃料利用 

FCV 客戶數量假定 

 2020 年度：250 個單位 

 2025 年度：625 單位 

 2030 年度：1,000 單位 

（1 台車每年約使用 20 次） 

業務平衡 

（私人經營者） 

 單年餘額：第一年約 4,000 萬日元盈餘（2020

年） 

 累積盈餘：約 15 年左右約 10 億日元盈餘 

             圖 5 污水處理廠試運行示例[8] 

 技術開發 

  下水道創新技術示範項目（B-DASH 項目）於 2014~2015 年度實施驗

證，由三菱化工機㈱、福岡市、九州大学、豊田通商㈱共同研究，於福岡

市中心水處理中心，通過圖 6 構建下水道污泥沼氣(甲烷)發酵，從得到的

污水沼氣生產氫氣，建立系統展現效率與穩定性等方面的實證。 

 

圖 6 下水道污泥產生沼氣再製成氫氣過程 

  圖 7 福岡市中心水處理中心，下水道污泥產生沼氣 2,400m
3
/天→氫氣

3,300m
3
/天，可提供大約 65 輛燃料電池車使用，表現穩定的生產量。 



 

圖 7 福岡市中心水處理中心[8] 

  為了促進廢棄物等生產的生物質資源與污水處理廠下水道污泥的利

用，促進其作為能源和化肥的使用，“污水處理廠區域生物質能利用手冊”

於 2017 年 3 月 30 日制定，目前正在六個污水處理廠(恵庭市、北広島市、

新潟市、珠洲市、黒部市、神戸市)進行這些工作，目標是進一步擴大未來

的全國性的部署與推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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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請計畫執行單位上傳提供較具策略性的知識物件，不限計畫執行有關內容。 

2.請計畫執行單位每季更新與上傳一次，另有新增政策建議可隨時上傳。 

3.文字精要具體，量化數據盡量輔以圖表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