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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摘要 

日本與臺灣地理位置接近且同屬海島型國家，喪葬文化與習俗接近，

日本之殯葬設施完善，殯葬觀念與時俱進，已建立的殯葬教育訓練及專業

證照制度與我國有相當之不同，其並非透過國家機制來管制殯葬業，而係

透過公會的推廣與會員的自律，使整個日本的殯葬產業能以多面向的發展

適應未來的社會變化。 

日本為亞洲最早實行火葬的國家，現今火化率高達 99%以上，在推廣環

保自然葬方面亦是亞洲的先驅，現今的日本已邁入高齡化社會，平均每年

死亡人口約 140萬（臺灣每年死亡人數約 15萬），預計到 2040年每年將有

168 萬人死亡，今日日本現況，也許就是明日臺灣即將面臨的問題，本次配

合內政部考察，了解日本地方政府跨域合作之殯葬設施，以提供未來中彰

投苗跨域合作之參考；日本環保自然葬推廣、執行情形及殯葬設施經營管

理情形，亦可作為本市日後執行相關政策的借鏡；拜會日本殯葬協會交流，

了解日本殯葬服務業之經營理念與現況、殯葬設施、殯葬專業人員養成教

育及證照制度之經驗等，俾利未來與本市殯葬公會之溝通，提升本市整體

殯葬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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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國人員名單 

本次考察由內政部民政司唐根深科長擔任領隊，結合各級地方政府殯

葬業務主管（包含臺中市、臺南市、桃園市、苗栗縣與連江縣等人員）合

計 10人，前往日本東京都考察 5日，出國名單如下：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內 政 部 民 政 司 科 長 唐 深 根 

內 政 部 民 政 司 專 員 黃 政 傑 

臺 中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專 門 委 員 賴 森 林 

臺 中 市 生 命 禮 儀 管 理 處 秘 書 陳 明 毅 

桃 園 市 政 府 殯 葬 管 理 所 所 長 許 威 儀 

桃 園 市 政 府 殯 葬 管 理 所 技 士 劉 康 祥 

臺 南 市 政 府 民 政 局 代 理 科 長 廖 偉 登 

連 江 縣 政 府 民 政 處 處 長 王 建 華 

苗 栗 縣 政 府 民 政 局 副 處 長 林 嫦 娥 

苗 栗 縣 政 府 民 政 局 科 長 賴 木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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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察行程 

 

  

日期 行程 時間 參訪機關 

9/02（一） 臺灣-東京 

上午 啓程-前往日本東京 

下午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9/03（二） 東京 

上午 總務省自治行政局 

下午 厚生勞動省醫藥生活衛生局 

9/04（三） 東京 

上午 
全日本冠婚葬祭互助協會、 

日本海洋灑骨協會 

下午 
東京都立小平靈園、 

全日本葬祭業協同組合聯合會 

9/05（四） 東京 

上午 東京都青山葬儀所、青山靈園 

下午 東京都臨海部廣域齋場組合 

9/06（五） 東京-臺灣 

上午 東京都建設局 

下午 返程-返回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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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察目的 

本次考察係由內政部民政司唐根深科長領隊，率各級地方政府殯葬主

管參觀東京都內之齋場、葬儀所與靈園等殯葬設施，訪察相關殯葬主管機

關及拜訪民間協會，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期藉由訪談交流過程，了解日本

殯葬法規（規則）制定之依據與跨域治理共同經營殯葬設施之經驗，並藉

由日本之經驗，作為本市未來推動殯葬業務、擬定政策方向及本市公立殯

葬設施經營管理參考；另希望藉由此次日本殯葬業務及設施之訪察，能夠

帶來許多不同的觀念與做法，促進政府與政府之間，政府與民間業者之間

的互動，增加府際溝通，讓民眾感受到政府的用心與努力，並致力於建構

成為一個服務型導向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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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察主題 

 （一）殯葬業務主管機關 

1、日本殯葬事務管理之官方組織、架構及規模與相關法律規範為何？ 

2、有關「墓地、埋葬等相關法律」之規範內容為何？ 

3、對於環保葬是否有法律規範？民眾接受環保葬的情形如何？ 

 （二）民間協會 

1、貴國對於殯葬協會管理由何規範？未來市場規模及走向為何？ 

2、對於個人從事殯葬業是否需專業證照？政府對殯葬業者是否有評鑑機

制？ 

 （三）東京都立殯葬設施 

1、納骨堂、公墓、環保葬使用情形及園區綠美化維護管理問題。 

2、殯葬設施設置與管理情形。 

3、殯儀館告別式、火化、晉塔或埋葬等相關流程問題。 

 （四）跨域治理 

1、東京都臨海部廣域齋場組合之組成、合作之原因？ 

2、殯葬設施設至於大田區，大田區居民是否表達反對意見？是否有相關回

饋機制來化解反對意見？ 

3、跨域組織如何接受議會之監督，經費如何分擔，爭議產生如何解決？ 

4、中央政府除了制定地方自治法規提供組合運作的法源依據外，對組合的

成立與運作是否由提供鼓勵措施或其他協助？ 

 （五）多元環保葬 

1、民眾接受環保葬（如樹葬、散骨）的情形為何？是否有法律規範？ 

2、實施「海洋散骨」要遵守哪些規範與哪些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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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眾對於「海洋散骨」的接受情形及比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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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察過程 
本次考察係由內政部民政司唐根深科長領隊，率各級地方政府殯葬主

管參觀日本總務省地方自治局、厚生勞動省醫藥生活衛生局、東京都建設

局等 3個政府機關，拜會全日本葬祭業協同組合聯合會、全日本葬祭業協同

組合連合會、日本海洋灑骨協會等 3個民間組織，參訪東京都立青山葬儀所

（青山墓地、青山葬儀場）、東京都臨海部廣域齋場組合及東京都立小平

靈園等 3個場所殯葬設施，資以時間序列簡述考察內容如下： 

   

（一）108年 9月 2日（星期一） 

2 日上午 8 時 50 分從桃園機場搭乘中華航空班機飛往東京後，於當地

時間下午 13時 15分抵達日本成田機場，於辦完出關及等待行李手續後，於

下午 14時 30分離開機場前往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拜訪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為我國在日本的外交窗口機關，雖是民間機

構，但確負有實質大使館及領事館的任務；設有領務組、經濟組、教育組、

科技組、僑務組、新聞組及臺灣文化中心等，目前在横濱、大阪、福岡、

那覇、札幌設有辦事處及分處。 

本次會談由經濟組周立組長接待（如圖 1、2），拜會目的係感謝代表

處人員協助安排日本地方政府之參訪行程及瞭解代表處服務工作項目，其

服務項目包括： 

1、 護照、簽證、文件證明、商務驗證、國籍案件、結離婚手續。 

2、 華僑、大陸、港澳地區人民申請赴臺入出境手續。 

3、 急難救助 （如車禍、搶劫、有關生命安危緊急情況等）。 

會議相關討論重點摘述如下： 

1、 周立組長強調臺日關係互動密切，民間交流頻繁，國人急難救助

案件增多，代表處服務案件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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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開放外籍勞工加入本國市場以彌補勞動力之不足，並結合證

照制度，使具有一定財力與日語能力的外籍勞工能續留日本。 

3、 殯葬觀念的推廣應因地制宜，在吸收日本之觀念後，應在作法上

改良精進。 

圖 1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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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8年 9月 3日（星期二） 

拜訪總務省自治行政局 

本日拜訪總務省自治行政局與厚生勞動省醫藥生活衛生局等兩中央單

位係為了解日本中央政府針對殯葬法規之制定邏輯與業者管理等相關措施，

因外交情勢嚴峻，兩場會議均只能借用公益財團法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

（東京都港区六本木 3丁目 16−33 Aoba Roppongi Building 7F）會議室進

行會談，無法進入官方機構（如圖 3、4）。 

總務省自治行政局係由該局市町村課係長荒居陽子受訪，國際室金山

義弘陪同，聯絡人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承辦人富岡樣；本次拜會目的係希

望瞭解日本地方公共團體（地方自治團體）合作方式種類、合作業務為何？

有無集中區域、衝突議題及解決方式，政府是否有相關誘因可要求地方公

共團體（地方自治團體）合作等。 

跨域合作方式各地不同，以東京都為主討論重點摘述如下： 

1、 日本在政策引導地方政府進行跨區域合作方式有兩種： 

（1）一部事務組合：結合私人小型產業合作； 

（2）廣域聯合： 地方公共團體（地方自治團體）合作 

此兩種方式均有效整合各項具地域性公共服務，促進區域間的合

作、互補與共生，減少區域內公共建設之重複投資並能提高服務

品質。 

2、 說明東京都臨海 5 區連合設置臨海部廣域齋場及各區域民間葬祭

協同組合聯合組成協會等案例。 

3、 總務省對於殯葬業採取軟性管理，業界發生問題才出來管理，一

般事項由殯葬業自組的財團法人聯合會對會員實施自律要求，制

定定型化契約共同遵守，使業者彼此共同獲利。 

4、 東京都政府對於民間或地方公共團體（地方自治團體）之配合，

並無以經費補助為誘因，因民間財團的財力雄厚，無需政府之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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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民間或地方公共團體（地方自治團體）不配合，政府單位會予

以「勸告」，但法條中的「勸告」並無強制力，下級地方公共團

體（地方自治團體）可以不遵守。 

6、 針對殯葬業政府並無強制要求的法律規範，一切以接受業者服務

的民眾感受度為主，住民滿意為依歸。 

7、 有關防災事項，如水災、地震等災害事項，若有災難的發生地方

政府就應該主動通報並產生相關的統計數據，政策的制定即透過

平時的統計數據收集為參考依據，非個別議員主張修改就可以修

正政策的執行或法條。 

圖 3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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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厚生勞動省醫藥生活衛生局 

本次拜訪厚生勞動省醫藥生活衛生局係由厚生省生活衛生課企劃官西

田淳二受訪，國際室金山義弘陪同，聯絡人為日本臺灣交流協會承辦人富

岡樣；本次拜會目的係希望瞭解目前殯葬事務主管機關組織架構及規模，

法律架構及權責劃分，殯葬設施設置規範，國內死亡人口數、火化與土葬

比例，環保葬相關法律及民眾接受環保葬情形等（如圖 5）。 

會議相關討論重點摘述如下： 

1、 厚生勞動省平成 29 年衛生行政報告日本死亡人口數 1,400,471 人、

土葬：389件（約占0.003%）、火葬有1,400,282件（約占99.97%） 

2、 日本殯葬法律由勞動厚生省於 1948年 5月 31日制訂「墓地、埋葬

等に関する法律」及「墓地、埋葬等に関する法律施行規則」；

地方道都府縣再依權責訂定地方法規，如東京都 1959 年 12 月 20

日訂定「墓地等の構造設備及び管理の基準等に関する条例」及

「墓地等の構造設備及び管理の基準等に関する条例施行規則」；

區市町村設置齋場火葬場再訂定相關殯葬設施管理規定，如東京

都 5 區跨域連合成立臨海齋場 2003 年訂定「臨海部広域斎場組合

臨海斎場条例」及「臨海部広域斎場組合臨海斎場条例施行規

則」。 

3、 殯葬設施之設立屬於地方自治事務，地方政府擁有廣泛的自由裁

量權，中央對於地方處理這些業務通知屬不具約束力的技術建議

也沒有財政支援，例如：中央政府完全不干涉地方火葬場的設立，

政府不介入過程，由民間企業來作，只管公司立案，政府的角色

只擔任諮詢的角色，不介入業者的行為。 

4、 日本無公立的納骨塔，其納骨堂非如臺灣的納骨塔，而係墓區內

的骨灰存放設施，對於殯葬行為、殯葬禮儀業經營許可及與設施

業者管理輔導並無法令規範，亦無「環保自然葬」相關法令規範，

惟在墓地進行類似環保葬行為仍適用「墓地、埋葬等に関す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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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規定。 

5、 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已禁止屍體土葬，但皇室、宗教或外國人特

殊情形可特別提出申請，在特別規定的地點土葬；外國人可特別

申請防腐外送國外，國民一般辦理喪葬事宜約 2~3天內完成。 

6、 日本所有墓地的管理均以宗教理念為主，尊重任何宗教活動，國

家不過多干涉。 

7、 有關自然葬方面，如海葬方面亦未有相關法律限制，因日本海岸

線很長，只有在發生負面影響時政府才介入干涉，如影響珊瑚生

長問題；否則政府不予以干涉自然葬的儀式或程序。 

  

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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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08年 9月 4日（星期三） 

拜訪全日本冠婚葬祭戶助協會（全互協） 

全日本冠婚葬祭互助協會簡稱全互協，本次拜訪由該協會專務理事井

邊國夫先生受訪，石本寬幸部長陪同，聯絡人為總務課長兒玉樣。 

全互協設立於昭和 48年 11月 2日，屬於大型殯葬業者組成之一般社團

法人，正式會員目前有 213 個業者所組成，事業規模於平成 29 年度高達 32

億日圓，其協會主要任務計有下列幾項： 

1、 冠婚葬祭事業的調查與研究 

2、 協會成員事業的指導 

3、 協會成員相關之陳情處理與斡旋 

4、 冠婚葬祭互助事業行政措施知協力推動 

5、 冠婚葬祭儀式文化的保存與繼承等相關活動 

6、 冠婚葬祭互助會從業人員之登錄 

7、 協助推動冠婚葬祭社會福利事業 

日本舉行告別式的場所稱為齋堂，與我國舉行告別式的殯儀館不同，

其齋堂可辦理民眾的喪禮外，相同的場地亦是民眾舉行婚禮的場所，毫無

違和感（如圖），故全互協與消費者之間透過會員制，依《分期銷售法》

的規範而運作，從其會員收取的存款的半數受法律事務局和金融機構的保

障，消費者每月預先支付固定的金額（按月支付），就可以以較經濟的價

格辦理「婚禮」和「葬禮」執行儀式；因日本各地習俗不同，消費者所希

望舉辦儀式的規模和內容也存在差異，因此協會成員考慮該地區的習俗與

消費者的便利性，提供幾種不同金額與內容不同的服務契約，消費者支付

的預付款主要用於租用婚禮廳和建築物等使用費與場地費，以及用於購買

儀式所需的各種服裝和祭壇的費用。消費者的優點是可以通過預約契約以

低廉的價格使用訂約時所承諾的婚禮或喪葬合同內容。 

日本殯葬業並無統一規範的殯葬法規，而是由業者自主組成的協會訂

定自律規則要求會員自律遵守，全互協自訂會員間之《行為準則》，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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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的基礎上尊重所有會員的權利，通過協會對會員行動所提供的指導，

提供消費者高品質的服務而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全互協下設「一般財團法人冠婚葬祭文化振興財團冠婚葬祭綜合研究

所」，針對日本社會殯葬業發展提供具體的研究報告，並將相關數據提供

日本政府作為政策制定之參考，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例如出生率的下降

和人口的老齡化，禮儀和婚禮業必須面對市場萎縮的問題，其重要研究數

據列舉如下： 

1、 2019 年現今日本殯葬業產業規模達 3.8 兆日圓。（產業分項數據

如圖 6） 

2、 2010年日本總人口 1億 2800萬人，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數

28％，2003年每年死亡人口超過 100萬人，推測至 2040年每年死

亡人口達 168萬達到高峰。（趨勢如圖 7） 

3、 2015 年之調查結果，參加葬禮的人數以 50 名以上未滿 100 人占

24.2％，最高，30名以上未滿 50人占 16.4％次之。（百分比如圖

8）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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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死亡人數雖逐年攀升至 2040 年 168 萬人最高，但葬儀單價卻逐年

降低，至 2040年單價僅剩 112萬 8千日圓。（趨勢如圖 9） 

圖 7 

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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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上述研究成果，該協會歸納下列幾項未來面臨之主要挑戰： 

1、 殯葬意識的變化，以往以家庭為中心，但現今鄰居關係淡薄，人

們與寺院關係薄弱，安排後事不再有宗教信仰者的人數上升。 

2、 由於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和核心家庭的減少，人際間「聯繫」

的價值正在發生巨大變化，包括地方社區與家庭之間的關係減少，

參加葬禮人數變少，在消費者意識與儀式簡化想法變化情況下，

禮儀行業需創造出新服務以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3、 社會關係的減少，人際關係不再親切，禮儀場合的盈利能力預計

也會下降，觀念上簡化到即使沒有辦喪禮也無所謂的人變多，殯

葬業須採行「互惠社會商業模式」（定型化契約），讓無人可商

量如何舉辦喪禮的消費者有自由選擇的方案，製定更加完善和有

效的管理措施，才能維持現有商業規模。 

 

圖 9 



18 

 

拜訪日本海洋灑骨協會 

本次拜訪日本海洋灑骨協會係由協會理事長村田小姐受訪（如圖 10～

13），全互協石本寬幸部長陪同，該協會的集會場所設置在咖啡廳內，在

咖啡廳內輕鬆的氣氛向大眾推廣海葬，並透過出版漫畫文宣的方式，讓民

眾淺顯易懂的了解海葬的相關程序。 

 

日本海洋灑骨協會成立於 2014 年 12 月 1 日，隨著日本殯葬文化、價

值觀念和思想的變化，近年來，除了傳統的日本墓地墓葬外，越來越多的

家庭用海葬代替了墓葬，2018年日本約有 1萬至 1萬 5000 名亡者選擇海葬，

圖 10 

圖 11 

圖 12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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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灑骨協會就占其中 500件。 

東京都現今對於海洋灑骨的方法並未制定任何規範的法律，而是由海

洋灑骨協會規劃灑骨的相關規範來讓現今日本全國 44 間灑骨業者遵守，透

過共同遵守的準則和方式使環境受到保護，並辦理海洋散骨人才培養及檢

定試驗、證書核發，相關規則摘述如下： 

1、 灑骨方式用於葬禮，其方法應考慮到周圍人的宗教感受，如舉行

海葬儀式時並不穿喪服，穿平時服裝即可；遺照、祭拜的獻酒與

骨灰都應該裝入提袋中。 

2、 灑骨儀式的進行需距離海岸線 1 海浬的距離（約 1852 公尺），因

考量部分家屬有可能會暈船而無法出海，1海浬的距離約是眼睛目

視的極限，故協會訂 1海浬的距離為灑骨的距離。 

3、 不得在有普通乘客的輪船或漁船上灑骨。 

4、 在海洋上進行灑骨作業時，必須避開魚場、水產養殖場和海上航

線，以避免普通民眾看見；河流、瀑布、潮灘、河口、水壩、湖

泊、沼澤、海岸、海灘、防波堤不允許散骨 

5、 在海洋上進行灑骨作業時，因考慮環保問題，裝入可溶解紙袋，

不得將任何不環保的東西（如：金屬、塑膠、玻璃或其他人工製

品）扔入海中，即使是拋灑花卉，除不得有包裝紙外，也不得有

莖、葉，最好是只拋灑花瓣或整朵花。 

6、 骨粉應研磨到 2mm以下才可以拋灑骨灰。 

7、 村田女士公司除經營海葬外，亦經營咖啡館、生命寶石、精緻小

骨灰盒等商品，實施多角化經營。 

海洋灑骨的大致流程如下： 

1、 家屬把亡者骨灰放在可溶於水的紙袋中，並可依照家屬意願，將

ㄧ小部分的骨灰或遺骨製作成鑽石或飾品（如圖 14、15），並提

供易溶於水的信紙給親友寫下追思話語或折成紙鶴，跟裝有骨灰

的紙袋ㄧ同放入木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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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出海時，在船上設有花壇供追思祭拜，有時依家屬意願會有筵席。 

3、 單獨海葬費用約 30 萬日幣，包括灑花、餐點、攝影及海葬證明書

（記錄實施海葬的經緯度和日期/時間信息），亦有合租一艘船實

施海葬，費用約 10 萬元日幣，也可以直接將骨灰委託該協會實施

海葬，費用約 8萬日幣。 

日本灑骨場所之限制綜整表格 

地點 禁止原因 

湖泊和沼澤中 湖泊和沼澤是自來水的水源。這是違反規則和舉止的行

為，並可能導致社會問題。 

河流和瀑布中 河流和瀑布也是自來水的水源。這是違反規則和舉止的

行為，並可能導致社會問題。 

海灘、沙灘或

防波堤上 

漁民、農場主人、海灘和船屋擁有者可能會因聲譽受損

而提起民事訴訟。 

散佈在海灣或

海邊 

大多數海釣都發生在海灣或附近的大海中，即使您遠離

海岸，也必須避免釣魚地點和漁場。 

 

圖 14 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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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察東京都立小平靈園 

本次拜訪東京都立小平靈園僅參訪殯葬設施，並未安排參訪，由東京

都建設局承辦陪同，聯絡人為所長小谷井。 

東京都立小平靈園創立於 1948年（昭和 23年），為東京都立 8個靈園

其中之一（如圖 16），總面積 653,545.4 ㎡，行政區域界於東村山市、小

平市與東久留米市中間，由東京都政府指定公益財團法人東京都公園協會

管理，靈園內規劃一般墓地、合葬式墓地、樹林墓地與樹木墓地等 4種，亦

是東京都立 8個靈園中，惟一具有樹葬形式的墓園。 

小平靈園使用樹林、樹木墓地作为亡者的共同墓地，與傳統形式的合

葬墓地不同，採用遺骨回歸自然的樹葬方式，回應東京都市民的殯葬環保

多元化需求，其樹葬區區分為樹林型合葬埋葬設施與樹木型合葬埋葬設施

兩種，其「樹林墓地」是在樹木之間埋入 24 個深約 2 公尺的大型納骨空間，

總共可以容納一萬人的骨骸或骨灰，裝在絹製布袋裡的骨灰隨時間而自然

分解，可以成為樹木的養分，逐漸回歸大地，讓人死後真正歸於塵土，長

眠大地。 

此樹葬區之設計與本市不同，樹葬區禁止寵物進入，且樹葬區採隆起

式設計，親屬不能直接在樹下燒香或合掌，而是設有獻花臺（如圖 16，紅

框處），在「樹林墓地」的獻花臺前合掌獻花，至於費用則是約 13 萬日圓

（3 萬新臺幣），據東京都靈園管理人員表示，對於想要在綠意環繞中回歸

自然的人來說，樹葬的概念能符合需求，由於樹葬不立墓碑、不記姓名，

埋葬空間還能重複利用，相當環保，是近年來頗受市民接受的殯葬方式。 

 

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search.asp?p=1&T1=%E6%AE%AF%E8%91%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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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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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全日本葬祭業協同組合聯合會 

本次拜訪全日本葬祭業協同組合聯合會（全葬聯）位於東京都港区港

南 2 丁目 4 番 12 號港南ＹＫビル４樓；係由全葬聯事務長 矢部 幸一 與 

南正毅 兩人受訪（如圖 17）；本次拜會目的係希望瞭解日本對於葬儀社管

理規範、產業規模特色及走向、葬儀社有辦理評鑑機制及人員是否須相關

證照、民眾使用葬法比例及環保葬接受度等。 

 

會議相關討論重點摘述如下： 

1、 全葬聯是日本最大的殯儀專業組織， 創立於 1956年，1975 年經

経済産業省認可設立，由 57 個協同組織共 1318 個葬儀社加盟。 

2、 該會認為喪葬文化是一項重要的儀式，通過成員的相互幫助，建

立了廣泛的組織，透過聯合採購業務使行業健康發展，確立了行

業道德標準和地位以及開發殯葬人力資源。 

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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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會對經濟社會之貢獻以及確立該企業的社會地位而使業界穩定

成長，並促進葬業務現代化。 

4、 全葬連北島廣副會長目前擔任世界 88 個國家組成國際葬儀連盟

（FIAT-IFTA）主席，臺灣目前因中國因素未加入。 

5、 全葬連為提高從事喪葬業人員的素質而建立資格認證制度，並在

1999 年達成厚生勞動省認證的喪葬技能審查單位及發佈了「向消

費者宣言」為消費者提供優質葬禮服務；2000 年以後進行「從消

費者的角度對服務評級的評估」，對會員進行「喪葬工作安全調

查」，以提高所有喪葬企業會員服務水準，對於葬祭事業展現社

會使命及自律自主，提升服務品質及保護消費者。 

6、 在阪神大地震或東日本大地震等災害發生時，全葬聯積極參與緊

急救援活動，推動制定國際間遺體跨國運送表格統一。 

7、 全葬聯對於環保自然葬的態度消極，認為環保自然葬因無葬儀，

故非屬葬祭業服務對象，該會並無相關申辦或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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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8年 9月 5日（星期四） 

訪察東京都青山葬儀所 

本次參訪東京都青山葬儀所位於東京都港区南青山 2 丁目 33 番 20 號；

本次拜會目的係希望瞭解日本對於殯儀館的管理規範、設施規劃特色及人

性化服務、及靈園管理情形與日本民眾相關葬儀習俗等。 

青山葬儀所為東京都內惟一可以舉行大規模告別式的葬儀所，面積約

3000坪，開設於明治 34年已有百年以上歷史，建築物亦已興建 40年之久，

外觀並不新穎，但古木參天環境幽靜（如圖 18～20）， 毗鄰東京都立青山

靈園，交通位置非常方便，來賓參加葬禮非常便利。 

圖 18 圖 19 

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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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參訪人員口頭詢問，青山葬儀所 1天只接 1組客人，先預約者先行使

用，每月平均僅辦理 8場告別式，該所僅提供做告別式的服務，由葬儀社而

非家屬租用場地，其他葬儀事宜由葬儀社服務；費用方面，家屬通常會租

用 2天，光光場地租借費就需支付 100至 200萬新臺幣，在此舉辦告別式的

人物非富即貴，大部分為政治人物、演藝人員、財團等上流人事使用，如

日本前名歌手美空雲雀即在此舉辦告別式。 

青山葬儀所設施完善，設施有儀式會場 415 平方公尺（含祭壇部分 47

平方公尺）共 300個座位（最多增加 50個座位），等候室 413平方公尺 320

個座位，具備廚房78平方公尺 、宴會廳140平方公尺（約87張榻榻米）、

家屬休息室有 12 張榻榻米或 6 個榻榻米的大小，並配有浴室，洗手間，迷

你廚房、太平間（亦可使用專用冷藏設施）、停車場（最多可憑放 65 輛汽

車）、接待區、行李寄放區等設施。（如圖 21～26） 

 

日本習俗意有守靈的習慣，遺體會放花壇，家屬會守靈並住宿一晚，

葬儀所提供家屬優質的臨時居住空間環境及服務，以緩解家屬的悲傷心情。 

圖 21 圖 22 圖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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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圖 25 

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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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察東京都青山靈園 

青山靈園目前由東京都政府指定東京都公園協會此一民間團體管理，

以 OT 的方式（Operation 為營運，Transfer 為移轉，即政府投資興建完成，

委由民間機構營運，營運期滿，營運權歸還政府）來管理。 

座落於日本東京市區，青山靈園設立於 1874 年（明治 7 年），是日本

最早的靈園，原本是當地藩主的領地，1926 年正式成為國內首座公用墓地，

秉持的公墓即公園的理念，在占地 26 萬平方公尺的廣大園地裡，以櫻花為

主，遍植各式各樣花草樹木，環境清幽雅致，於櫻花盛開季節，成為東京

都市民賞櫻的景點。 

由於青山靈園歷史悠久，有許多著名名人長眠於此，如民治維新三傑

之一的大久保利通之墓碑、政治家如副島種臣、緒方竹虎、片山潛、森有

禮及松田道之等忠心為人所讚揚的八犬忠公之墓也在這裡。 

此靈園 1 年會招募 1 次，申請之亡者條件為在當地居住 5 年以上之居

民，並為抽籤決定，機率約為 42 分之 1。其費用是以面積來計算，每半平

方米為 400 多萬日幣，並根據其在靈園之位置而價格不同。為節省使用空

間，1個家族只能設置 1個墓。每年需繳交管理費，為 1平方米 620日幣。

青山靈園管理所為方便墓主與拜訪民眾能於短時間內找到目標的墳墓，除

設有位置圖外，在園區每條墓道按順序編上號碼並立上標示，讓民眾能清

楚分辨位置，迅速找到目標。（如圖 2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4%B9%85%E4%BF%9D%E5%88%A9%E9%80%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7%92%E6%96%B9%E7%AB%B9%E8%99%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87%E5%B1%B1%E6%BD%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3%AE%E6%9C%89%E7%A4%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3%AE%E6%9C%89%E7%A4%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BE%E7%94%B0%E9%81%93%E4%B9%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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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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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東京都臨海部廣域齋場組合 

東京都臨海部廣域齋場組合之組成由東京都港區、品川區、世田谷區、

大田區和目黑區等5個地方公共團體組成，納入這五區之原因係因此臨海五

區總人口數達 260 萬人口，占東京都人口 25％，卻僅有 1 處的火葬場，無

法滿足生活之需求，故透過廣域治理合作的方式，由五個地方政府組成

「一部事務組合」，於平成 11 年 10 月 20 日，共同管理火葬場與葬儀設施

之管理與營運。 

本次參訪東京都臨海部廣域齋場組合位於東京都大田區東海 1丁目 3番

1 號；本次參訪係由東京都政策企劃局安排參觀齋場；拜會目的係希望瞭解

日本地方政府間如何合作共同籌建齋場、有關齋場的共同管理機制及其相

關營收之分配、齋場設施之相關規劃與管理等。 

會議相關討論重點摘述如下： 

1、 臨海部廣域齋場組合管理者由大田區長擔任，副管理者為品川區

長與世田谷區長擔任，監察委員由港區長及目黑區長擔任。 

2、 議長由大田區議會議長擔任，副議長由品川區議會議長擔任，監

察委員由目黑區議會議長擔任，議員為港區議會議長與世田谷議

會議長擔任。 

3、 於平成 9年 5區合意設立組合，平成 16年（2003） 年完成設置啟

用，轄管事務包含火葬場及葬儀 

4、 齋場設置初期係以各區人口數決定各區出資比例，經費籌措來源

來自地方債、使用規費收入與各區的自有預算。 

5、 目前齋場使用規費收入足以支持營運，營運維護所需經費尚無預

算不足情形。 

6、 齋場內火葬場共有 10 座火化爐具（標準爐 7座、大型爐 3座）、

4 個葬儀式場（火葬待合室 8個、遺族控 4室、会葬者控室 4室、

棺柩保管施設（保冷庫 24庫） 等 

7、 火化燃料為天然氣，5 區內及區外使用費價差一倍，年火化量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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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0件。（如圖 28） 

 

 

 

 

  

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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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08年 9月 6日（星期五）： 

拜訪東京都建設局 

本日拜訪東京都建設局係由該局公園綠地部 玲木小姐受訪，拜會地點：

東京都新宿区西新宿 2-8-1 東京都第一本廳舍 11 樓；本次拜會目的係希望

瞭解目前瞭解日本東京都如何透過轄管「公益財團法人東京都公園協會」

之組織協助負責管理靈園，該協會組織架構規模與法律關係及監督等。 

會議相關討論重點摘述如下： 

1、 東京都共有小平靈園、多摩靈園、八王子靈園等 8 處靈園（概要

如圖 29），總面積達 416萬平方公尺，使用者數 29.2 萬人，埋葬

收藏遺骨數 136 萬體，東京都廳指定管理者為公益財團法人東京

都公園協會。 

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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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京都只有 2 個都營之葬儀所，其中瑞江葬儀所指定管理者為公

益財團法人東京都公園協會、青山葬儀所指定管理者為日比花谷

壇財團。（概要如圖 30） 

3、 收費價格依市場行情並以價制量引領民眾喪葬需求方向，部分設

施使用已達飽和，目前鼓勵採合葬方式。 

4、 指定管理者經營須自負盈虧，財團部分每次簽約 5 年期及每 5 年

換（續）約，收入部分給財團部分給政府，收規金額依據都京市

場行情制定價格。 

5、 公益財團法人東京都公園協會為政府預算協助出資成立財團法人，

於 1959 年 2 月 25 日許可成立，協會成立目的是利用東京的公園

和濱水環境提升都民生活品質並向世界傳播日本文化，組織內有 3 

管理事務所負責靈園及葬儀所業務。 

圖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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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部分靈園內設置長期收藏設施納骨堂使用年限 30 年、立體埋藏設

施使用年限 20 年、壁型埋藏設施可短期使用 1 或 5 年等。 

7、 納骨設施之使用每年須繳納管理費，期限到期未繳納管理費者，

將予以公告半年催繳費用，若逾期未繳必須騰出空間，並請公所

協助通知家屬領回或重新購買位置，骨灰屬私人財產如確定找不

到家屬，將請寺廟或葬儀社協助處理，政府不直接處理。 

8、 東京都公園協會管理都立靈園申請方式，係於一定時間公開募集

民眾申請，埋藏或收藏單位均以公開受理抽籤方式辦理。 

 

考察團順利圓滿完成東京都葬儀所及靈園等殯葬設施考察，於下午各

自整裝行李，前往東京成田機場第二航廈返回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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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心得 

（一） 由於少子化與社會結構之轉變，愈來愈多日本人放棄傳統喪禮，選

擇所謂的「零死」，就是死後不舉行葬禮，不留骨灰，不要墳地，

讓一切都歸於「0」的葬儀方式；不舉行葬禮的「零葬」，是斷氣後

過一天或兩天，直接送到火葬場火葬，參與的人只限直系親屬，也

就是當事人的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兒女，以前不舉行葬禮的例

子，大多基於經濟上的理由，但現代人的觀念有變化，大部分人都

不想把錢花在葬禮上，寧願將現金留給後代或配偶。 

（二） 核心家庭以及獨身孤老比率增加，不願埋入家族墓園而改選「散骨」

等自然葬方式的人數也日漸提升，喜歡大海的人選擇海葬、或者樹

葬；選擇自然葬方式處理後事的原因，亦有可能因為都市化土地寸

土寸金，選擇自然葬方式較為省錢經濟，不會造成後代子孫知負擔。 

（三） 日本殯葬禮俗在民間的帶動之下，走向尊重生命，日本的殯葬業從

殯葬設施之設置到海葬儀式的制度化，政府完全不參與或干預，業

者必須遵守公會的自律規則，公會亦負擔起提升服務品質，提高從

業人員素質的認證把關工作，使能在高度市場競爭下，永續經營。 

（四） 公墓即公園，日本公墓整體規劃完善、墳墓劃定排列整齊、環境清

潔、墓基面積大小經過妥善規劃、墓區種植樹木綠美化，民眾在進

入靈園時，不會有墓地給人傳統印象中的陰森感覺，甚至成為著名

的賞櫻場所，每年春季吸引大批人潮前往賞花。 

（五） 以人為本的殯葬設施，走向專業化及精緻化，如以青山葬儀所為例，

規劃完善之治喪動線，包含招待來賓區、行李寄放區、等候室等，

充分考量家屬與來賓的治喪需要，提供便利性之殯葬環境，並提供

優質的殯葬服務，同時站在顧客的角度思考，故設置可容納更多來

賓之等候區及電視螢幕供來賓能隨時了解告別式的儀式狀況並同步

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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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議 

（一） 推動環保自然葬，減少土地資源之浪費 

本市地狹人稠，興建納骨堂塔的速度已趕不上使用之需求，且傳統

葬法如棺葬、塔葬已不合時宜，在可用以興建納骨塔的用地越來越

少，針對納骨堂塔或興建殯儀館等鄰避設施的抗議反彈越來越強的

情況下，長遠之計惟有實施環保自然葬法，無論是推動樹葬、海葬、

植存、花葬等多元環保自然葬才是最佳的選擇，減少土地資源之浪

費。 

（二） 鼓勵民間參與，政府減少干預 

殯葬管理條例的實施，從殯葬設施之設置到經營與殯葬服務業之設

立、管理、評鑑，政府完全參與管制或干預，相較於日本的「小政

府」，我國似乎管制的太多；未來本市在殯葬政策的制訂方面，可

多加參酌殯葬公會會員所給之建議，作為法規修正或設施改善時的

重要參考，畢竟任何殯葬政策的推動，均須要業者的支持才能成功，

在政策規劃階段能吸納公會之意見，才能在政策執行的階段減少阻

礙。 

（三） 持續推動公墓公園化，美化市容環境 

積極推動「公墓公園化」，以「一木換一墓」活化公墓土地，將傳

統公墓風貌打造成宜人綠地，減縮土葬用地、減少納骨堂興建，推

廣樹葬、海葬等環保葬法，並針對已禁葬的公墓，未來將整合當地

民意積極推動公墓遷葬，打造宜人綠地空間；本市未來設置樹葬區

時，可設計公園化之墓園，消除民眾傳統對墓園陰森可怖的印象，

並提供治喪家屬平靜寧和的心情，期望讓樹葬區成為融入都市的綠

美化公園，甚至是民眾假日之休憩場所。 

（四） 更新殯葬設施，更細心精緻的規劃殯葬設施 

本市殯葬設施為民國 58 年間建造，有鑑於目前市民使用殯葬設施需

求日增，規劃完善之殯葬設施以符合市民使用期待為當前急務，本

局所轄殯儀館之各項殯葬設施，應逐年翻修全面規劃改善，建立一

個符合人性尊嚴的治喪空間，提供民眾莊嚴肅穆的治喪場所，俾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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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人民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