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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和地区快速编入单一的市场经济中，在国际关系和秩序发生了巨大

变化，进行重组的过程中，中国的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全球化以后，中国首次以

世界工厂而称雄，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机制中隐含着新的全球经济体系的缺陷，使得环境

问题从世界各国集向中国。这个现象与迄今为止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和日本等国是完全不同的

情况，因而将此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本研究着眼于环境问题中给全球经济体系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的「石棉」及「城市电子废弃

物（E-waste）」问题， 终目标是试图构建一个适合以技术开发为軸心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综

合体系。作为其中的一环，本篇文章旨在明确现阶段问题所在的同时，详细论述如何展开理论

研究并将其付诸于实践。 

Ⅰ．全球经济体系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应有的「人类安全保障」 

（１）环境标准的差异加速了石棉危害的扩散 

石棉是一种天然纤维状珪酸盐矿物，被称为「杀人纤维」、「安静的定时炸弹」，被人体吸收后，

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严重的甚至会导致死亡，而且石棉具有 15-40 年很长的一个潜伏期这样一个

特性。此外，石棉危害的 大的社会特征就是它属于「复合型储存公害」（图１）。 

即在原料的提取、制造、流通、消费、废

弃（拆除、中间处理、 终处理）等经济的全

过程当中，引起劳动灾害，大气污染公害，商

品公害，废弃物公害，并引发以往公害未曾出

现的复杂事态的发生，即使停止石棉制品的生

产，只要有储存于建筑物和废弃物中的石棉存

在，危害就会持续增加，责任的追究也会变得

非常困难。 

目前，在欧洲等地，正在形成一种全面禁

止使用石棉的国际潮流。有专家认为现在 应

关注的就是「亚洲」今后的动向［Fruya et al., 

2000; Vogel, 2005; World Asbestos Report 

2007］。具体来看一下石棉的世界生产量和亚

洲各国的消费量的推移，就会发现日本、韩国、

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石棉使用量在急剧減少，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泰国、越南、菲律宾等

国的消费量相反则正在増加的这样一个具有鲜

明对比的现象（图 2）。日本的石棉消费量从 70

年代左右起急速上升，30 年后，由石棉引起的危害也就愈来愈显著。鉴于日本的先例，再看亚洲各

图１ 石棉危害的社会特征: “复合型储存公害” 

图 2 石棉的世界生产量与亚洲各国消费量的推移 
（在［Furuya et al.，2000］基础上作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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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情况。中国等国的消费量从 90 年前后开始急増，不难推测，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亚洲各国也会

出现上述日本的情况，很可能重蹈我们的覆辙。特别是中国，不仅因为人口众多和国土辽阔，还加

上全球经济体系的不健全反映在中国经济内部，致使此问题更加复杂。 

现在，中国的石棉矿山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储量仅次于加拿大、俄罗斯，居世界第 3 位，其

中 99.9%为白石棉［钱等，2007］。 

中国的石棉产量和储量一样居世界第 3 位，国内消费量继俄罗斯之后处于世界第 2 位，亚洲第

1 位。据推测中国的年消费量的増加率为 4.3％［USGS Website］，不足部分依赖于俄罗斯和哈萨克

斯坦等国的进口。此外，以加盟 WTO 为契机，2002 年废除进口许可制，实行事后申报制，又进一

步促进了贸易自由化。 

在中国，现仍使用的石棉制品达到 3000 种以上［鲁等 2006；钱等，2007］。另外，据有关信息

显示从事石棉开采业的人员有 12 万人，从事石棉制品加工业的达到 100 万人以上，其中 60％以上

集中在甘粛、青海、新疆等西北地区，而产品的市场则集中在东北、华南、西南、中原等地。中国

政府早在 1980 年代初期就认识到了石棉对人体的有害性，但其危害的严重性至今仍未在国内受到足

够的关注，解決问题的意识也比较淡薄，而且石棉产业正在成为持续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的支柱产

业，所以中国政府对待此问题的处理态度也显得极其消极。 

另外，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这些企业将工厂迁至中国，

除了追求廉价的劳动力的目的外，还和环境双重标准的问题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的管制相对宽

松。根据村山（2004）对生产石棉制品的日本企业将生产基地迁至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历时变化所进

行的跟踪调查，发现至此存在着日本工厂进入中国的两个高潮（图３），一个是在 80 年代中期，即

发生所谓“学校恐慌”事件之后，另一个则

是在 90 年代中期，即 1995 年原则上禁止

生产和使用青石棉和茶石棉的时期。 

再来看一下日本的石棉工厂的迁移

国的分布。中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占较

大的比例，似有呼应这些国家的石棉进口

量的倾向（图２）。也就是说，日本的环

境管制的强化是导致并加速石棉企业转

移到海外的一个因素，这一现实是不能否

定的［村山，2004］。 

（２）循环资源越境流动的弊害：城市电子废弃物集散引起的重金属污染 

为了形成循环型社会，日本于 2000 年出台了有关循环型社会的六个法规，关于废弃物管理的法

律体系得以完善。但是，这些举措的前提只局限于「国内」循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贸易所

引起的循环资源（再生资源和二手货）的越境流动正在逐步扩大，同时环境污染和潜在风险转移的

问题也浮上水面［小島，2005］。发展中国家不仅存在着各种废弃物的大量产生的问题，还存在着人

图３ 建于发展中国家的日本石棉制品工厂数的推移 
（在［村山，2004］基础上作部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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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急増和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问题，致使从有限的财力和人力两方面都不能进行及时和正确的处

理，因而造成了非正式部门的人员担任循环再利用的相当一大部分的工作。 

世界上毎年约有五千万吨的电子废弃物产生，其中 72%是在中国进行处理的［UNEP Website］。

其中中国的广东省汕头市近郊的贵屿（Guiyu）村就是以因大量的都市垃圾、电子垃圾流入而产生的

电子垃圾重金属中毒村而闻名。中国政府虽然从 2000 年 4 月开始禁止进口使用过的电子电气产品，

但对进口二手货进行重新加工后再出口的企业未作限制。2002 年，虽然中国政府全面禁止了包括零

件在内的废电子电气产品的进口，但实际上经由香港的进口仍在继续，毎年仍有超过 100 万吨的电

脑、键盘、电视机零件和手机的废品 终流向贵屿。据说在总人口仅 12 万人左右的贵屿，就有约

10 万人在从事电子废弃物处理的有关工作。 

贵屿村本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村庄，1995 年前后开始承接电子废弃物的处理，此后，因为此项

工作给当地农民带来的收入远远超于农业，所以这里就慢慢地变成了 大規模的电子废弃物处理地

区。 初对此问题作出警告的是美国的一家叫 BAN（Basel Action Network）的环境保护团体。他们

的报告书(2002)里的内容，震撼了全世界，成了引起联合国和一些 NGO 团体的关注的契机。为了配

合这些 NGO 的活动，有关机关也从流行病学和医学的角度加快了关于对居民的健康危害和潜在风

险的调查。汕头大学附属病院还发表了贵屿地区的居民多发皮肤病，头痛，目眩，恶心，慢性胃炎

等疾病的报告［Qiu et al., 2004］。此外，通过对贵屿村的 4 个幼儿园里的 1 到 6 岁的 165 名儿童进

行调查的结果显示；从 82％的儿童的血液里检查出了超过 100μg/l 的铅，这个含量已经达到了严重

影响儿童的智商、中枢神经的发育和将来的生殖机能的程度［Peng et al., 2005］。另外，有关机关还

对居住在与贵屿接邻的澄江（Chengjiang）的 8 岁以下的 278 名儿童的血液中铅和镉的浓度进行了调

查。结果显示：贵屿的儿童的数值明显高于澄江的儿童，平均身高也显著偏低，另外随着年龄的增

长，重金属的浓度也随之升高的事实也得以证实［Zheng et al., 2008］。可是由于医疗体制不够健全，

加上外出打工人员的数量很多，当地居民所蒙受的健康损害的全部情况还没有得到准确的把握。另

外，有关方面还针对因芳香族碳氢化合物（PAHs）［Yu et al., 2006］、PCＢ、塑料的燃烧而产生的二

噁英（PCDD, PCDF）［Yu et al., 2008］引起的土壌污染进行了学术调查，进一步明确了重复危害的

严重程度。 

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根据 2005年 4月修改了的「防治固体废弃物环境污染法」，

于 2007 年 10 月公布了「防止电子废弃物环境污染的管理办法」并于 2008 年 2 月施行。这个法律就

是针对中国国内不法分解、处理电子废弃物的现象，旨在解决此原因造成的地下水污染等严重的社

会问题。具体的措施是，对从事电子废弃物分解处理业务人员按地区进行名单登记管理，在公表这

个名单的同时，禁止个人或未经许可的工商业者进行分解处理业务。因此可以说虽然国家在法律上

明令禁止未经许可而从事电子废弃物的分解，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人为了生活而唯恐失去工作，不

得不继续从事拆除处理劳动。 

 

（３）人类的安全保障：政策评价要基于政策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影响，要重视作为主体的人类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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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这些「石棉」和「城市电子废弃物」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上层决策与基层成

果的脱离」，人们对「日常生活」中隐存的各种威胁缺乏关注，所以今后追求「人类安全保障」的潮

流将必来无疑。 

人类安全保障的概念是 1994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里，将「摆脱威胁的自由，摆脱匮乏的自由」作

为两大政策课题提出后，才渐渐地广为人知。这两个宣言性质的口号刚提出时，由于太笼统，容易

被乱用。如今 10 几年过去了，作为认识问题的手段，或者说在实践中，作为揭示现实情况的载体，

人类安全保障的概念已日趋成熟和得到改观［梅垣，2005］。换而言之，在对很多政策进行评价时，

也把重视政策实施的结果，即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変化（基层的変化）这一视点加进来，采取「分

别对待，实际对待，具体对待」［West, 1999］的态度，不单纯停留在认识问题的表面，而是在制定

政策之前就事先把对现状的评价以及政策实施后的効果考虑进去等等，这样一系列的行动是至关重

要的［梅垣，2005］。这说明，并不是评价完了个别政策有无効果就一了百了，还要研究这些政策在

人们实际生活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才有真正的价值。 

Ⅱ．可持续发展学的重要性与本研究在实践中的展开 

中国不仅在环境方面，而且在人口、粮食、能源等所有方面，都对全世界具有決定性的影响力，

所以为了解决这些课题，需要集结全人类的智慧。而且，像这些问题，只单从一个方面进行片面地

分析与评价是行不通的，所以针对共同的课题建立起跨学科的合作体制并以此为基础构想未来综合

体系的研究就变得非常紧要。即不仅局限于自然科学的理解和技术、方法论，还包括如何改变社会、

经济、政治的结构，都有必要用长远目光，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进行系统地分析。此外, 为了解

决此课题，在自国努力的基础上应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来弥补自我体系的缺陷是当务之急。 

特别要强调的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将多

个领域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来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

的尝试就变得非常有必要，这样，作为一门新的

学科，引领 21 世纪的「可持续发展学」受到了瞩

目［三村他，2007］。这门学科旨在阐明地球、社

会和人类这 3 大体系的关系及导致它们之间相互

关系破裂的机制，从持续可能性的观点出发来提

议重建体系和修复相互关系的办法（图４），现在，

各个领域都对它具体的「实战成果」寄予着极大

的期望。 

本研究立足于人类安全保障的角度，综合研究如何创建持续发展社会，当然包括如何解决急需

解决的课题，下面就关于这两个研究课题的具体的理论和实践的展开方向进行如下论述。 

 

（１）解决石棉问题的措施：开发采用逆生产程序的替代产品 

 图４ 持续发展学的 3 个体系（出处：三村等，2008）



 5

图５ 逆生产的概念 

日本在 2008 年 3 月发表了『平成 19 年度有关石棉法律施行情况调查报告书』，明确而具体地介

绍了有关组织制定解决石棉问题措施的详细经过，以及有关法律实施行后的现状与课题。中国国土

辽阔，仅某一方面的措施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系列重点而综合的措施才能提高効果，所以希望日本

在综合措施的执行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能对中国今后的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一定的帮助。 

在中国，虽说措施的制定和执行的关键在于「行政」，但正像上述所说的那样，在石棉仍是支柱

产业的西部地区和已经禁止石棉生产和使用的大城市之间，存在着认识上的地方差异，这一点也是

不容忽视的。因此，也应将上述地区的动向纳入

视野，来明确具体计划。可是，现在，中国的经

济正在飞跃发展当中，不仅有地区间差距，压缩

型工业化，急速的城市化等复合环境问题产生，

还同时具有贫困和环境恶化等一些发展当中的问

题，被迫处于一个「环境的双重负荷」的状况，

因此，中国应该采取在自国努力的基础上加强与

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弥补自我体系的缺陷的上策。 

可以说各种环境问题的大多数起因于大量生

产和大量消费的社会，要想实现持续发展性，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改革当今的「制造」的

现状。因此本研究的目的就是以实践性的新技术开发，「逆生产」为切口，提议相关有効的解决石棉

问题措施的具体试行方案。 

所谓的逆生产是指，将制造产品「设计→生产→使用→废弃」的工序中的「废弃」用「回收→

分解→分选→再利用→生产」的流程来代替，在此基础上进行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图５）。 

如果是作为解决中国的石棉问题的措施，采用以高炉的副产品熔渣（废弃部分）为主要原料生

产岩棉（人造矿物纤维），从能源効率方面讲应该是利用中国国内产生的高炉熔渣的効率 高的办法，

而且还可以走参照日本已确立起来的先进制造技术［山田等 2008］的这条捷径。它的制造程序是由

两条生产线作业构成，一条是将主料的高炉熔渣加热，在电气炉进行成分调整后将其制成小块的粒

状棉的生产线，另一条是将纤维进行板状成形和硬化加工的成形生产线。其 大的特征是工厂位于

制铁所建筑用地内，所以主料的高炉熔渣在接近 1400℃的高能源状态下可以得到再利用。出炉的高

炉熔渣先被运送到制棉机的旋转轮表面，再由离心力而飞溅成岩棉纤维。 

像这样将高炉副产品（如不被再利用就是废弃物）的熔渣作为主要原料使用的岩棉，不仅节省

能源，还能为建立循环型社会做贡献。中国从 1996 年起粗钢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如此巨大的生

产力如果与解决石棉问题的措施相结合，将成为可持续发展学应用于实践的 好例子。 

（２）解决城市电子废弃物问题的措施：国际循环型社会的展望与贵金属回收和土壌改良技术开发 

关于循环资源的国际间流动，主要接受多边贸易体系与巴塞尔（BASEL）条约（「关于管理有

害废弃物的越境流动及其处理的巴塞尔（BASEL）条约」）的管制。日本在进出口循环资源之际，

有可能受到废弃物处理法及巴塞尔（BASEL）法（国内法的「关于管理特定有害废弃物等的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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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的制约。关于循环资源的国际流动，必须从资源具有的两面性，即资源中既含有害物质而

给环境造成负担又可以作为再生资源利用的这两个性质，来考虑其利弊，并且要在明确循环资源的

内容和范围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遵循防止环境污染是资源的有効再利用前提的这一方针。 

以下三点是日本环境省提倡的为建立上述国际循环型社会的基本观点［环境省中央环境审议会，

2006；松波，2007］。 

(1)各国国内的循环型社会的建立 

为创建国际循环型社会，首先各国要优先正确处理国内的废弃物和改善３Ｒ（Reduce, Reuse, 

Recycle）的贯彻实施。建立起正确的处理体系，是形成国内循环型社会的基础。 

(2)防止废弃物的非法进出口 

以(1)为前提，如在一国不能进行废弃物和循环资源的有効处理和利用的话，通过国外的处理，

包括有害物质的管理，可以有助于减少地区整体的环境负担，所以要正确地实现废弃物和循环资源

的越境流动。 

(3)推动循环资源进出口工作的顺利进行 

只有在切实做好(1)及(2)的工作，在完全确保防止环境污染的同时保护好地区整体环境的前提

下，才有可能利用循环资源的越境流动而补充性地进行「资源」的有効利用。如何推动循环资源进

出口的顺利进行，具体说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承接他国难以实现的循环再利用

的情况，另一个是以低成本，针对生产基地的位置实施符合其需求的循环再利用的情况。 

今后为创建循环型社会，以东亚各国的举措为中心，亚洲应在独创自己的思路和方法（亚洲标

准）并实现「东亚循环型社会构想」的基础上，将其观点扩大到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让全世界

共同拥有一个建立真正的循环型社会的理念。 

当前 应着手的是改善当前急需解决的严重的环境污染，让人们摆脱生活中存在的威胁。现在，

关于贵屿等地的中国的重金属污染的学术调查，包括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和对居民健康造成的危害和

潜在风险等内容，虽然有所进展，但都是停留在叙述污染的实际情况和问题的提起，到目前为止还

没有看到任何谈到改善环境和保护措施的东西。另外，中国终于在 2010 年结束了全国土地调查，土

地污染还处于经济急剧增长所造成的重金属污染事故多发的状况。本研究旨在从全球职责的角度出

发，高度重视建立一个修复和改善重金属污染土壌的综合持续的体系的紧迫性，找到关于贵金属回

收和改善环境以及减少风险的基础理论，综合性研究如何建立这个体系和将来如何在实际中进行应

用。 

通过重新观察从 16世纪中期到 19世纪中期在旧西班牙领属的北美地区广泛使用的金属炼制（水

银汞合金法），我们成功地发现了从城市电子废弃物中回收贵金属，建立有可能还原于「现代社会」

应用的重金属污染处理和资源再利用体系的基础理论。这是此技术开发的契机，我们在这些见解的

基础上，加上现代科学的智慧，并施加一些改良，重新设计贵金属回收的新体系，通过对其有効性

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评价的结果，发现手机等电子废弃物标本中的贵金属--水银汞合金几乎 100％能

够完全回收，它的高効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另外，它 大的优点是净化对象不只限于城市电子

废弃物，还适用于固体资源的烧却灰渣，受污染的土壌，不锈钢矿渣及液体资源的酸洗废液，电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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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液，处理厂废液等。今后我们想通过各种石棉问题的开发程序（试作等），试图实现城市电子废弃

物的环境改善和资源再利用。现在，基础理论正处于申请专利当中，所以关于具体的研讨和今后的

发展方向，我想再利用别的机会进行报告。 

总 结 

2004 年，日中两国的贸易额，超过了日美间的贸易额，至此美国一直是日本的 大贸易伙伴，

而这个地位则被中国所取代，这象征着今后的日中关系的重要性。此外，对中投资日资企业不断增

加，在中国成立法人的日系企业已达到了 3 万 5000 家，在留日本人数，主要是企业驻外员工，已经

超过了 10 万人，对中投资创造出 920 万人规模的直接或间接雇用的効果，这些物资、资金、人员等

经济要素的交流的扩大，是历史上未曾有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一个真实情况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

正像中国对日出口蔬菜的残留农药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所显示的那样，和经济关系的稳步进展相比，

日中两国在政治、外交、文化、民间交流等多个领域还存在着众多的课题。 

随着中国的崛起，21 世纪的东亚国际环境正在发生変动。本研究的实践展开现在才刚刚起步，

旨在以关于中国研究跨学科的共同体--「大阪大学中国文化论坛」为起源，从环境问题等全球性议

题的角度，对中国及围绕环境问题的近现代东亚国际关系和历史构造进行多元研究，我们愿意站在

从「错综・对抗」的关系向「共存・共生・共创」的关系转变的视点，希望本研究能够为制定强有

力的应对措施而提供一些具体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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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 

 
冷戦体制崩壊後、世界の諸地域は急速に単一の市場経済の中に組み込まれつつあり、国際関係と秩序が劇

的に再編される中で、中国の役割が益々増大している。一方でグローバリゼーション以降の初の世界の工場
として君臨した中国であるが、改革・開放政策以来の経済のメカニズムの中に新たなグローバル経済システ
ムの欠陥が内在化しており、世界各国から中国への環境問題の集約化が引き起こされている。この現象は英
国や日本等のこれまでの世界の工場とは極めて異質な構造であり、その問題を一層複雑化させている。 
爆発的な経済成長を続けている中国は、既にエネルギー・食糧の純輸入国へと転じており、それに付随して
地域格差はもとより、大規模で多岐な環境問題が顕在化しており、年々その深刻さを増している。こうした
対策への緊急性に鑑み、2004 年に持続可能な発展や人間の安全保障等の理念を導入した和諧社会の創成と
いう新たな環境政策目標が打ち出され、中国の環境政策における新たな局面を迎えたとも読み取れる。しか
しながら、急速な社会変化に対する人々の意識と体制が連動しておらず、政策の下流化（人々の生活レベル
での実践）が求められるものの、むしろ問題は益々拡張しており、その課題解決には、もはや地球規模での
英知が求められるといえよう。 
そこで本研究は、中国の環境問題の中でもグローバル経済システムがもたらす負の影響が強く反映されて

いる「アスベスト」及び「都市電子廃棄物（E-waste）」に着目し、それらの現状における問題の所在を明ら
かにするとともに、環境改善・リスク低減のための実践的還元を試みるという、持続可能な社会に向けた包
括的システムの構築を目指すものであり、ここでは論理展開とその実践の方向性を論じることとする。した
がって本研究は、持続可能な発展から系譜され、より多面的な概念として再定義される、21 世紀を先進す
る「サステイナビリティ学（Sustainability Science）」の一つとして位置づけられるが、その具体的な実践的
展開を重視することから、社会的合理性を踏まえた包括的環境改善・修復研究への昇華が期待される。 

 

 

 

 

 

担当委員（青野繁治） 
http://www.law.osaka-u.ac.jp/~c-forum/box2/discussionpaper.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