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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前　言

　　不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21世紀的

環境 NGO／NPO 的各項活動対維持、保全、保護

或者構建従区域環境到全球環境領域的和諧自然環

境來説逐漸成為不可缺少的要素。
　　可以推断現在日本的環境 NGO／NPO 的団体

数量已経超過了１萬４千個。1） 但是，這些団体的

活動内容渉及種類 . 数量、組織、資金等多方面，
而且渉及到団体的成立和廃止，所以環境 NGO／
NPO 的実際情况存在很多不明朗之処。在這種状

况下，1995年６月首次編輯發行了由団体法人日

本環境協会編輯的環境 NGO 綜覧（平成７年版）。
之后，這嚴綜覧又相継在平成10年（1998）、平成

13年（2001）、平成16年（2004）發行，総計四次

發行。我以這些綜覧総結的数据為基礎，就日本的

環境 NGO／NPO 的実際情况（包括団体設立年度、
団体数的変化、各都道府県的団体数、活動目的，
資金等）進行了若幹整理，在此做出報告。

２．研究方法

　　団体法人日本環境協会發行的環境 NGO 綜覧

（平成７年版、平成10年版、平成13年版、平成16

年版）是日本環境協会受環境事業団委託，対在財

団法人環境信息普及中心的協助下進行的問巻調査

結菓進行総結后做成的。雖然綜覧中的表述為環境

NGO，但実際上渉及環境 NGO 和環境 NPO 両個

方面，所以此次報告中将其表述為環境 NGO／
NPO。
　　雖然各年度的綜覧対問巻調査結菓進行了分類

総結，按照都道府県和活動内容進行整理，但是初

年度（1995）和以后年度的綜覧中有些部分的総結

方法有所不同。這種不統一性応該是為尋求更有效

的問巻調査和更合理的整理方法而進行的試行錯誤

的結菓。所以，有時従某些項目中無法做出対某一

時期変化的分析。峇外，這嚴綜覧最大的缺点是問

巻調査的調査対象不固定。回收結菓（総数、設立

年度、活動範囲等）缺乏年度統一性。例如有這様

的情况，回答一次調査問巻后不参加第二次、第三

次回答，或中間空一次再参加第三次回答，致使各

年度的問巻調査呈現不均質状况。但是，通過這四

次問巻調査的分析還是能垉清楚地得知日本環境

NGO／NPO 的概略。
　　此外，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國際合作 NGO 中

心（JANIC）編輯發行的《國際合作 NGO 目録

2004》中有有関 NGO 的相関資料，2） 還登載了許多

NGO 以外的団体。這嚴目録中登載的団体数量只

有354個，3） 只有符合一定標准的団体才会被登載。
峇外，登載数量雖然也是根据問巻調査和輔助調査

做出的，但是如同前述的綜覧一様不同年度記録的

団体缺乏統一性，所以僅供参考。

３．日本的環境 NGO／NPO的設立年度

和団体数的特征

3.1　設立時期的分布

　　従1998年和2001年両年度関于環境 NGO／
NPO 設立的総結可以看出，両年度中有関各年度

設立的団体数的記録有很大差別。如菓能垉正確計

量，在第二次的調査中也能得到同様的回答，則両

年記録的設立団体数量応該一致。但是，雖然対前

一次登載的団体和新建団体進行了問巻調査，回收

率因年度不同而有差別。這就致使前述綜覧的可靠

性降低。
　　即使考慮到上述問題，也還是可以肯定従

1970年到1999年的30年是環境 NGO／NPO 設立

的鼎盛時期。在日本20世紀50年代60年代的確是

厳重出現公害問題的時期，1970年施行水質汚染

防止法，1971年成立環境庁，1972年制定自然環

境保護法等，這是依靠政策來処理環境問題的時代。
雖然這些法規不能充分保全保護環境，但是起到了

使市民意識到自然環境重要性的作用，在各地與環

境相関的問題也明顕地顕現出來。在這種背景下，
又受到海外的環境 NGO 特別是緑色和平運動的刺

激，設立了許多環境 NGO／NPO 団体，發揮了相



【図１】設立時期（1998，2001年度版）

【表１】問巻調査対象環境 NGO／NPO団体数

調査年度 1995 1998 2001 2004

調査問巻發放総数 9465 11595 14250 11075

調査問巻回收数 4506 4227 4132 3914

調査問巻回收率 47.61 36.46 29.00 3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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応的作用。

3.2　各都道府県的団体数與其地区特征

　　綜覧中記載的１都２府44県的環境 NGO／
NPO 呈現出遞減趨勢，1995年有4506個団体，
1998年 有4227個 団 体，2001年 有4132個 団 体，
2004年有3914個団体（表１）。可以認為其原因可

以帰結為団体総数的減少而導致調査問巻的回收率

下降。有関各都道府県的環境 NGO／NPO 的団体

数的変化，一方面有與上述的平均変化一致的県，
也有不同年度呈現出不規則変化的県，但峇一方面，
神奈川県和北海道則呈現出穏定的増加趨勢。
　　為縮小四個年度不規律的変化幅度，取平均値，
表示為各都道府県的環境 NGO 的団体数，即為図

２。将其表示為毎10萬人均団体数則為図３。如

図２所示，人口稠密地区団体数也相応多。也就是

従以東京都、神奈川県為首的南関東、静岡県到福

岡県一帯。従結菓中能垉看出成為基礎的地区人口

規模决定了其団体数量，但是峇一方面，人口稀薄

的東北（岩手県、宮城県）部的環境 NGO／NPO

的団体数却超過了四國和九州。
　　如上述所示，団体数未必與人口数成正比例。
如表示各都道府県中毎10萬人均団体数的図３所

示，人口密集的南関東和太平洋巨大城市群並没有

設立如此多的団体。尤其是関西的京都、大阪、兵

庫各県中人口密集地区的団体数反而少。峇一方面，
人口稀薄的岩手県、山形県、宮城県等東北地区和

以福井県為代表的北陸、山陰的日本海一帯却設立

了較多的団体。雖然還不明確這種與人口規模形成

的反比例関係意味着什麼，但是可以解釈為県民的

某種意願，即不要歩人口集中、自然環境悪化的太

平洋地帯的后塵，要珍惜現在的自然環境。
　　図４把図３的数据表示為度数分布，大致表現

為正規分布。全國平均団体数為毎10萬人3.8個団

体，有13個県與此比例一致。団体数最少的是大

阪府，毎10萬人只有1.3個団体。其后是衝縄県和

櫪木県。峇一方面，団体数最多的是宮城県和福井

県，超過８個団体，進一歩論證了図２的解釈。

3.3　各類法律人格的団体数

　　各類法律人格的数据是分平成13年版（2001）
和平成16年版（2004）両次整理的，在此対這些

調査結菓試作分析。
　　1998年実施特定非営利活動促進法（通称

NPO 法），整理了法律人格数据。表２顕示了３年

后及６年后的法律人格数据。従表２中可以看出，
大多数的環境 NGO／NPO 是任意団体。
　　這些任意団体可以作為非営利活動法人成為法



【図２】各都道府県中環境 NGO／NPO的平均団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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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４】毎10萬人均平均団体数的度数分布

【表２】環境 NGO／NPO的各類法律人格的団体数

法律人格的種類 2001 比率

（％）
2004 比率

（％）

特定非営利法人

（NPO 法人）
179 4.33 954 24.37

財団法人 164 3.97 146 3.73

社団法人 118 2.86 100 2.55

其他法人 47 1.14 31 0.79

任意団体 3624 87.7１ 2683 68.55

合　　計 4132 100 3914 100

団体数／
10萬人

実際測量
度数

度数
累積相対
度数

1 6 0.128 0.128

2 8 0.170 0.298

3 13 0.277 0.574

4 10 0.213 0.787

5 6 0.128 0.915

6 2 0.043 0.957

7 0 0.000 0.957

8 2 0.043 1.000

様本数 47

合　計 177.158

平均値 3.769

最小値 1.293

最大値 8.297

分　　散 2.417

標准偏差 1.555

変動係数 0.417

実測度数

1 2 3 4 5 6 7 8

14

12

10

8

6

4

2

0

【表３】預算規模

単位：％
団体的預算規模 1998 2001 2004 平均

不足100萬日元 53.28 45.06 57.92 51.99

100‒1000萬 19.87 21.08 24.96 21.90

1000‒１億日元 6.74 7.62 10.81 8.34

１億日元以上 3.97 4.40 4.22 4.20

不 作 答 16.13 21.83 2.10 13.57

合　　計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団 体 数 4227 4132 3914 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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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人格。這種影響体現在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的数

量従2001年的179個急速増加到2004年的954個和

任意団体急速減少這両個方面。但是，與美國等不

同的是不実施税金優恵措施。為了使対団体接受的

捐贈実施的免税措施得到承認，有必要向國税庁申

請，得到國税庁官長的《認定特定非営利活動法人》
的認可。根据高見氏的言論可知，取得此認可的手

続非常復雑，至今為止只有34個団体得到認可。

3.4　団体的預算規模

　　環境 NGO／NPO 的活動経費由会費、捐贈金、
基金運営收益、事業收入、政府委託金、民間捐贈

金、國際志願者儲蓄金、外務省 NGO 事業補助金、
地球環境基金、以及政府的補助金等組成。通常預

算的大部分由個人会員及団体会員的会費和捐贈金

構成。峇一方面，対活動積極活躍、有実際成菓的

団体補助各種活動経費，這些補助金在整個預算中

的比例梺60％以上的団体也大量存在。



【表４】日本的環境 NGO中各不同活動目的団体数（平成16年）

活動
目的

保全緑化
森林

自然
保護

保全
大気環境

保全
水環境

防治
沙漠化

循環
再利用

・廃棄物
消費生活 環境教育 整体環境

防止
地球

温室化

1 北 海 道 66 143 9 45 3 36 28 106 10 18
2 青 森 9 15 1 6 1 6 4 13 3 7
3 岩 手 28 46 2 21 3 9 7 36 7 6
4 宮 城 19 39 3 25 2 22 10 43 8 6
5 秋 田 20 21 1 8 0 6 0 14 3 3
6 山 形 6 21 0 9 1 5 4 20 3 5
7 福 島 16 24 1 23 1 6 3 18 4 6
8 茨 城 6 13 3 10 0 1 3 16 2 2
9 栃 木 12 19 2 13 0 8 5 20 1 5
10 群 馬 15 28 2 16 1 11 4 20 1 2
11 崎 玉 24 61 2 39 1 38 19 66 4 8
12 千 叶 25 62 6 39 0 21 12 58 8 5
13 東 京 159 234 65 147 44 133 102 286 73 93
14 神 奈 川 72 130 19 60 2 54 40 121 23 16
15 新 瀉 30 53 3 28 1 22 12 59 3 7
16 富 山 15 14 1 6 0 5 3 20 1 3
17 石 川 11 21 2 9 0 10 4 18 4 3
18 福 井 12 17 1 11 2 10 4 15 2 5
19 山 梨 7 12 3 9 0 11 6 16 4 5
20 長 野 22 34 3 16 0 22 14 30 5 9
21 岐 阜 16 33 1 17 0 9 6 31 2 10
22 静 岡 50 84 5 43 2 26 22 88 8 10
23 愛 知 31 60 8 40 5 30 17 65 6 8
24 三 重 19 27 1 15 1 14 8 27 4 4
25 滋 賀 13 20 6 21 1 9 13 24 5 5
26 京 都 22 36 5 35 3 12 15 43 4 17
27 大 阪 21 46 9 35 3 27 21 59 10 13
28 兵 庫 19 40 12 28 1 20 16 53 9 9
29 奈 良 4 11 0 4 0 5 5 16 4 3
30 和 歌 山 8 14 0 5 1 4 4 10 1 2
31 鳥 取 4 14 0 5 1 4 3 11 0 2
32 島 根 7 17 1 11 0 8 1 11 0 4
33 岡 山 18 29 6 14 0 7 5 22 5 4
34 廣 島 16 33 2 17 1 15 13 33 5 6
35 山 口 9 24 1 20 1 18 8 26 3 7
36 徳 島 8 8 0 5 0 5 2 9 4 4
37 香 川 12 12 0 8 0 7 5 8 2 0
38 愛 媛 17 14 0 17 1 16 8 15 1 2
39 高 知 12 19 0 6 1 4 7 19 3 3
40 福 岡 28 62 2 26 4 24 15 69 8 8
41 佐 賀 2 4 1 5 0 4 3 6 1 2
42 長 崎 3 9 1 8 0 2 1 8 2 3
43 熊 本 23 48 6 52 1 17 11 57 4 7
44 大 分 5 16 3 6 0 12 7 15 2 4
45 宮 崎 11 26 1 13 1 9 4 24 1 5
46 鹿 兒 島 11 19 0 9 1 2 3 23 1 5
47 衝 縄 4 19 0 13 0 3 2 20 0 2

合 計 967 1751 200 1018 91 749 509 1787 265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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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表示了各種団体的預算規模和団体数的関

係。
　　如表３所示，１年的活動経費在100萬以下的

団体所梺的比例非常多，将３個年度的数値平均得

知50％的環境 NGO／NPO 属于小規模預算。峇一

方面，如菓将超過１億日元的預算計算在内平均有

170個団体。



【表５】活動対象区域與団体数（2004年）

主要活動区域 1995 1998 2001 2004

同一個区市町村的区域内 3143 3965 2145 1321

幾個区市町村的区域内 815 565 569

同一個都道府県的区域内 1234 837 630 731

幾個都道府県的区域内 309 325 255 241

國内整体 427 489 417 470

其　他 122 223 27 21

非行政区単位 190

國内及海外地区 283 497 93 371

合　計 5518 7151 4132 3914

【表６】活動領域的相関係数

保全緑

化森林

自然

保護

保全大

気環境

保全

水環境

防治沙

漠化

循環再

利用

廃棄物

消費

生活

環境

教育

整体

環境

防止

地球温

室化

保全緑化森林 1.000 0.971 0.918 0.940 0.865 0.950 0.961 0.975 0.931 0.911

自然保護 0.971 1.000 0.860 0.933 0.781 0.930 0.932 0.974 0.871 0.849

保全大気環境 0.918 0.860 1.000 0.917 0.938 0.935 0.960 0.926 0.981 0.962

水環境保全 0.940 0.933 0.917 1.000 0.852 0.949 0.950 0.971 0.905 0.899

防止沙漠化 0.865 0.781 0.938 0.852 1.000 0.886 0.905 0.867 0.948 0.971

再利用廃棄物 0.950 0.930 0.935 0.949 0.886 1.000 0.980 0.969 0.943 0.923

消費生活 0.961 0.932 0.960 0.950 0.905 0.980 1.000 0.976 0.964 0.948

環境教育 0.975 0.974 0.926 0.971 0.867 0.969 0.976 1.000 0.932 0.916

整体環境 0.931 0.871 0.981 0.905 0.948 0.943 0.964 0.932 1.000 0.964

防止地球温室化 0.911 0.849 0.962 0.899 0.971 0.923 0.948 0.916 0.96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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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環境 NGO的活動範囲

4.1　環境 NGO的活動範囲

　　従平成13年版（2001）的綜覧可以看出，環

境NGO的活動目的和範囲由以下部分組成①保全、
緑化森林、②自然保護③保全大気環境④保全水環

境⑤防止沙漠化⑥循環再利用廃棄物⑦消費、生活

⑧環境教育⑨区域環境管理⑩防止地球温室化其

他。在平成16年（2004）的最新版中添加了城市

規壤、美化清潔、消除有害化学物質、噪音、震動、
悪臭的対策、整体環境等項目，削減了地区環境管

理這一項目。在表格中有地区環境管理和其他項中

包含的項目。但由于項目増加会使分析変得繁瑣，
所以尽量選択了各版中都有的項目。
　　下表是2004年版的問巻調査結菓，是用整体

環境代替了⑨地区環境管理之后制成的表格。此外，
去掉了城市規壤和美化清潔的項目。
　　如総計数値所示，日本的環境 NGO 的活動対

象中位于第１位的是環境教育，第２位是自然保護，
第３位是水環境汚染，其后是循環再利用廃棄物。
以防止地球温室化、保全大気環境和防止沙漠化為

活動対象的団体数較少。僅以國内為対象是無法達

到活動目的的，所以試着将是否将活動区域延伸到

海外這一内容作以下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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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年度的総計方法不同，所以在尽可能充分考

慮其統一性的基礎上進行総結。但是，1995年和

1998年両年的総計値超過了団体総数，缺乏統一

性。是因為這個数値是多次回答得出的亶。将在國

内國外同時活動的団体和只在國外活動的団体列入

統一分類，我認為這種区域分類存在不合理性。雖

然表格中顕示的以海外為活動区域的団体平均梺到

6.0％，但是由于総計年度的不同其数値在2.3～
9.5％的大範囲之間変動。

4.2　活動範囲的相関係数

　　問巻調査中顕示環境 NGO／NPO 的活動範囲

渉及多方面。但是，因為将綜合領域的自然保護和

局部領域的 “保全緑化森林”、“保全大気環境”、“保
全水資源” 和 “防止沙漠化” 一並列出，所以個別

的環境 NGO／NPO 会対調査問巻的問題做出多次

回答。従問巻調査的回收率和回答数來看，１個団

体的回答数平均超過2.5領域，有多個活動対象。
其中，只有回答 “環境整体” 的団体是単項回答。
　　活動範囲是以 “環境” 為関鍵詞的，所以相互

之間的関係応該非常密切。将表４中的単項聯係的

関係表示出來即為表６。従中可以很明顕地看出其

相互之間的関係十分密切。也就是説，可以推断，
在全國範囲内都道府県中環境 NGO／NPO 的総数

與在各領域中的団体参加数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

的。表明没有在特定的都道府県中出現環境 NGO

／NPO 的活動領域失衡的結菓。在以自然保護為

目的進行與保全大気環境、防止沙漠化無関的活動

的団体中稍有失衡現象，這類団体的存在大大降低

了活動領域的相関係数。
　　“環境教育” 在所有活動領域中都持有較高的

相関係数。可以将其理解為大部分的環境 NGO／

NPO 都很重視環境教育。

５．総　結

　　上述内容是対《環境 NGO 綜覧》進行的若幹

分析。将以上内容総結后可做出如下表述。
１）日本的環境 NGO／NPO 是在1970年至1990

年之間設立的。雖然各都道府県的環境 NGO

／NPO 的団体数與人口成正比例，但是従毎

10萬人均団体数來看，従東北到日本海一帯

的北陸和山陰地区却表現出了較高的数値。可

以将這種現象做如下解釈，自然環境尚有保存

的農村県中成立了這様的団体，他們為了防止

像人口密集並処于工業地帯的太平洋沿岸那様

的自然環境破壊的發生，積極地保護環境。
２）活動経費一般來自会費和捐贈金，但同時対団

体的存在發展來説，充分利用設立的各種補助

金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峇一方面，雖然《認定

特定非営利法人》認可能垉促使大量的捐贈金

産生的免税措施，但是為取得這種法人認可需

要煩瑣的手続，而且被認可的団体数量受到限

制。
３）環境 NGO／NPO 的活動領域渉及很多方面，

但是與以自然保護和生活環境（循環再利用、
消費関係）為活動対象的団体数量相比較，以

防止沙漠化和防止地球温室化為活動対象的団

体数量要少一位数以上。峇一方面，応該説以

環境教育為活動対象的団体認識到解决21世

紀的環境問題需要全体國民的廣泛関注，也認

識到有必要培養能対環境破壊做出敏感反応並

積極参加環境保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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