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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手现今（现状认识与展望）

计 划 的 理 念
本计划力求在继承《岩手县民计划》的成果的同时，实现每位县民都能够相互支持并追求幸

福的地区社会，为守护培育幸福而推进相关措施。
为此，不仅是县，县民、企业、NPO、市町村等构成地区社会的所有主体都分别以主人翁的态

度，在相互支持的同时，一起描绘地区生活及工作等岩手县的未来蓝图，并为了实现这一蓝图而大
家一起行动，这很重要。
同时，为了避免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由于地区、职场、家庭等的联系变弱而导致孤立，基于社会

包容（社会融入）的观点推进相关措施，这也很重要。

世界的变化与展望
　●经济与社会的全球化、第4次产业革命正
在发展。

　●全球变暖正在加剧。
　●资源与能源、食物需求正在急剧增加。

日本的变化与展望
　●人口减少与老龄化的急剧发展正在对社会
保障制度及经济活动、社会生活等产生各
种影响。

　●重视“内心的富足”及“宽裕”等要素的群
体正在扩大。

岩手的变化与展望 ～重建复兴、“优势・机会”与“弱势・风险”～
　●岩手县的总人口因自然减少与社会减少的两方面因素而处于减少局面。在推进人口减少对策
上，将各种“不宜居”转变为“宜居”，这很重要。

　●有必要继续开展针对东日本大地震海啸的重建复兴工作。此外，为了帮助日本以及世界其他国
家提升防灾能力，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将基于东日本大地震海啸的事实所获得的教训予以传
承，并向日本国内外展示重建复兴的景象。

基 本 目 标

希望之乡岩手，
基于东日本大地震海啸的经历，

在继续开展重建复兴工作的同时，
相互守护培育幸福

◆本计划将发挥对东日本大地震海啸的重建复兴措施中学习并总结出的
经验。
◆根据这一计划，重建复兴工作将继续推进，并争取早日实现安全确保、生
活重建、生计恢复，并面向未来，传承并传递从东日本大地震海啸获得的
教训。
◆此外，在重建复兴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守护每个人幸福的姿态应推广到包
括复兴重建的整个县政治理，将岩手建设成为县民乃至与岩手相关的所
有人相互守护彼此幸福的地方。
◆这样的岩手将成为让全体县民都能抱有希望的“希望之乡岩手”。

基本目标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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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安全

创造守护生命、与大海和大地共存的故乡岩手・三陆

将推进相关措施，以实现三陆的更佳
复兴重建（Build Back Better）。

“更好的重建复兴～四大支柱～”与努力方向

在推进重建复兴所
重视的角度

１ 参与策划  ～通过年轻人・女性等的参与来促进地区建设～
２ 交流　　  ～通过促进人员、物品的交流，促进创造性的地区建设～
３ 合作　　  ～多样的主体开展合作，推进重建复兴等措施～

为了避免海啸再次夺走人们的生命，通过多重防灾型城
镇建设及抗灾能力强的生命线构建等，推进抗灾能力强、支撑
安全安心生活的防灾城市与地区建设。

此外，构建抗灾能力强的交通网络，确保居民的安全。

重建生活
保障住宅及工作等，力求重建每位灾民的生活。
此外，通过采取重新构建医疗、福祉及护理体制等守护生

命和身心健康的系统及教育环境、以及支援地区社区活动等
措施，力求重建地区生活。 

恢复生计
为了使生产者及相关企业能够充满干劲与希望地开展生

产及事业活动，通过构建生产体制、在金融方面及制度方面提
供支援等措施，力求恢复农林水产业、工商业等地区产业。

此外，除了努力开发具有地区特色的商务和服务，提高产
品附加值和生产率等措施外，还力求发挥基于新交通网络而
产生的物流效果，搞活地区经济。

面向未来的传承与发布信息
作为日本代表性的地震海啸学习基地，完善东日本大地震

海啸传承馆，传承基于东日本大地震海啸事实的教训，在防灾
文化中培育其教训。

此外，通过向国内外发布信息，展现重建复兴的身姿，直
至未来加深对重建复兴的理解。

推进重建复兴的基本方向 政策推进的基本方向
在“10个政策领域”下采取相关措施、
守护培育每个人幸福。

健康与休闲 领域
力求将岩手

建设成为人们的
健 康 寿命长、能
够生机勃勃地生
活、能 够以自己
的方式享受自由时光的家园。

要坚持“面向东日本大地震海啸重建复兴的基本方针”中的以下两条原则⸺“确保受灾者的正常‘生活’、‘上
学’、‘工作’，保障每个人的幸福追求权利”、“继承遇难者对故乡的思念”，在配合基于本计划开展的政策推进以及
地区重建的同时，推进相关措施。

为了实现每位县民都能够相互支持并追求幸福的地区社会，在重视多样性观点与社会包容（社会融入）性视点的
同时，与构成地区社会的所有主体一起开展“10个政策领域”的措施。

教育 领域
力求将岩手

建设成为人们能
够通过学习及人
才培养、面向未
来发挥潜力、实
现自己梦想的地方。

安全 领域
力 求 将 岩 手 建

设 成为事故和犯罪
较 少 的 、对 各 种风
险 有 所 应 对 的 、人
们 能 感 受 到 安心 、
安心的家园。

历史与文化 领域
力 求 将 岩 手

建设 成为能 够 传
承 丰 富 的 历史与
文化、培育依恋与
自豪感的地方。

社会基础 领域
力求将岩手

建设成为具有夯
实的支撑追求幸
福生活的防灾对
策以及产业振兴
等社会基础的家园。

家庭与育儿 领域
力求将岩手

建设成为各种情
况的家庭可相互
联 系 相 互 支 撑
的、能 够安心养
育子女的家园。

居住环境与
社区 领域

工作与收入 领域

自然环境 领域
力求将岩手建

设成为每个人都能
守护从中受惠的自
然环境、与自然的
富 饶 一 起 生 活 的
地方。

社会参与 领域
力求将岩手

建设成为具有完
善的支撑男女平
等共同参与、年轻人及女性、老年人、残障人士等
发挥才干，保障参与追求幸福生活的多种市民活
动及县民运动等追求幸福生活的机制的地方。

力求将岩手建
设成为，在农林水
业 及 制 造 业 等 富
有活力的产业的基
础上，确保稳定的就业、并且人们能够从事可获得
工作价值与支撑生活的收入之工作的地方。

力求将岩手建
设成为人们能舒适
地 度 过日常生 活、
在人及地区的关系中能够相互帮助的家园。

重 建 复 兴 所 追 求的
景象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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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冈市

宫古市

大船渡市
奥州市

花卷市

北上市

久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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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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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槌町

山田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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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畑村

普代村
野田村

轻米町
洋野町

八幡平市 葛卷町
岩手町

九户村
一户町

采取多项先导性措施，以进一步提升实现10年后的未来蓝图的确定性，并展望未来，立足于长期视点、创造具有
岩手特色的新价值与服务。

县政府作为承担地区责任的主体之一，将成为推动力的人与人、人与地区资源连接起来，支撑以每位县民为主角
的地区建设，力求实现与县民同行的县政，以提高整个岩手的底层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区力量。

此外，以在重建复兴过程中学习、培育起来的经验为基础，力求实现每位县民乃至社会相互守护培育幸福的同
时、采取措施提高行政经营的质量，将岩手建成面向能够扬眉吐气的地方。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不辜负县民的信任，推进更高质量的行政经营，提高本计划中提出的政策的实效性，为东
日本大地震海啸重建复兴与实现“希望之乡岩手”做贡献。

居民身边的服务由市町村负担，以此为基础，从更加广域的视点
出发，推进4大广域振兴圈的振兴，并守护培育每个县民的幸福、构建
可持续的地区社会，充分结合各地区的特性推进相关措施。 

与县内外的各种主体协作，在实现岩手县民能够相互守护培育幸福同时、
将岩手建设成为能面向县外提供守护幸福机会的地方

沿岸广域振兴圈

提出开拓新时代的11个项目，并战略性、
积极地加以推进。

ILC项目
通过实现国际直线对撞机（ILC），将可集聚世

界顶级头脑及最先进的技术、高级人才，在此基础
上通过推进创新环境完善工作等，实现建成集聚知识与技术的
国际研究基地的目标。

充分利用因从东日本大地震海啸中重建复兴
的举措而取得巨大进展的城镇建设及交通网络、

港湾功能等，努力实现地区产业振兴，同时通过促进与国内外
的交流，力求将该区域作为连接岩手县与国内外的靠海侧连接
点，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区域。

以重视人及地区的纽带关系的岩手县的风土
为基础，通过充分利用第4次工业革命技术及闲置

资产提供生活服务、确保人才与收入、促进与城市的交流等以
居民为主体的措施，力求实现富有活力的地区社区。

充分利用县立医院与大学等所拥有的医疗数
据、体检机构所拥有的体检数据等，构建将健康、

医疗及护理数据连结起来的大数据的合作基础，力求通过对其
灵活运用，实现健康寿命长、能够生机勃勃地生活的社会。 

为了将对岩手县引以为傲的世界遗产及丰富
多彩的民俗艺能、文化艺术与体育的高度关注传递

到下一代，通过构建官民一体的推进体制等，力求实现县民在日
常生活中亲近、享受文化艺术及体育并从中受益的富足社会。

振兴特征性工业、增加交流人口、促进可再生
能源资源的利用等，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北岩手

潜力实现地区振兴，同时，推进应对人口减少与老龄化、环境问
题的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建成可持续发展的先进区域。

通过最大限度地运用信息通信技术（ICT）及
机器人等最先进技术实现生产第一线的创新，进

而实现飞跃性地提高生产效率，创造农林水产品的新价值等，
从而来推进农林水产业的高度化，力求实现高收益性的农林水
产业。

充分利用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第4次工
业革命技术，通过构建从学龄前到高中教育为止的

高质量无缝教育环境，创造崭新的社会，力求培养拉动岩手县
未来发展的人才。 

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岩手县丰富的可再生能
源资源，通过将来自可再生能源的氢作为多样的能

源资源之一加以利用的措施，力求实现低碳、可持续的社会。

充分利用第4次工业革命技术，力求在质和量
上提高与岩手县地区及人们形成多样关系的“相

关人口”，实现全球可够随时随地与岩手县相连的社会，并通过
形成相关人口的持续且多层的网络等，力求提高“人交密度”。

在跨县央与县南广域振兴圈的北上川流域，
通过进一步促进广域合作、将第4次工业革命技术

引进到所有产业领域、生活领域等，力求创造便于工作、便于生
活、成为21世纪先行示范的区域。

三陆防灾重建复兴区项目

实现富有活力小村落项目

提高人际交往密度项目

文化体育遗产项目

创造健康幸福项目

北上川河谷项目

北岩手产业与社会创新区项目

推进农林水产业高度化项目

推进氢利用项目

学习改革项目

县央广域振兴圈
【追求的目标】

作为拥有县都的圈域，通过深化
孕育出产业、人、生活的新纽带关系
的合作，提高向心力，成为一个承担
作为东北的基地之功能的地区。

县北广域振兴圈
【追求的目标】

充分利用多样且丰富的资源与技
术、培育起来的智慧与文化，深化与
东北 地区北部及北海道的交流与合
作，成为开展新的地区振兴的地区。

县南广域振兴圈
【追求的目标】

充分利用与人的纽带关系、县南
圈域的产业集聚、农林业、多样的地区
资源，将该地区建设成为生活与产业
和谐、面向世界开拓岩手未来的地区。

【追求的目标】
作为面向国内外开放的交流 基

地，切实推进东日本大地震海啸的重
建复兴，发布信息分享其教训，通过
充分利用新的交通网络及各种纽带关
系创造新三陆，使之成为提高并推广
岩手之魅力的地区。

开拓新时代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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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振兴的发展方向

行政经营的基本态度

“四大支柱”与努力方向
推进扎根于地区
意识的县民本位
的行政经营 

推进兼顾战略性
及实效性的管理
改革

提高职员能力，
以支撑高度行政
经营 

开展高效的业务，
实现兼顾工作与生
活平衡的职场环境 4321

https://www.pref.iwate.jp/kensei/seisaku/suishin/1018014/index.html

欲 详 细 阅 览 请 点 击 此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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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多项先导性措施，以进一步提升实现10年后的未来蓝图的确定性，并展望未来，立足于长期视点、创造具有
岩手特色的新价值与服务。

县政府作为承担地区责任的主体之一，将成为推动力的人与人、人与地区资源连接起来，支撑以每位县民为主角
的地区建设，力求实现与县民同行的县政，以提高整个岩手的底层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区力量。

此外，以在重建复兴过程中学习、培育起来的经验为基础，力求实现每位县民乃至社会相互守护培育幸福的同
时、采取措施提高行政经营的质量，将岩手建成面向能够扬眉吐气的地方。

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不辜负县民的信任，推进更高质量的行政经营，提高本计划中提出的政策的实效性，为东
日本大地震海啸重建复兴与实现“希望之乡岩手”做贡献。

居民身边的服务由市町村负担，以此为基础，从更加广域的视点
出发，推进4大广域振兴圈的振兴，并守护培育每个县民的幸福、构建
可持续的地区社会，充分结合各地区的特性推进相关措施。 

与县内外的各种主体协作，在实现岩手县民能够相互守护培育幸福同时、
将岩手建设成为能面向县外提供守护幸福机会的地方

沿岸广域振兴圈

提出开拓新时代的11个项目，并战略性、
积极地加以推进。

ILC项目
通过实现国际直线对撞机（ILC），将可集聚世

界顶级头脑及最先进的技术、高级人才，在此基础
上通过推进创新环境完善工作等，实现建成集聚知识与技术的
国际研究基地的目标。

充分利用因从东日本大地震海啸中重建复兴
的举措而取得巨大进展的城镇建设及交通网络、

港湾功能等，努力实现地区产业振兴，同时通过促进与国内外
的交流，力求将该区域作为连接岩手县与国内外的靠海侧连接
点，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区域。

以重视人及地区的纽带关系的岩手县的风土
为基础，通过充分利用第4次工业革命技术及闲置

资产提供生活服务、确保人才与收入、促进与城市的交流等以
居民为主体的措施，力求实现富有活力的地区社区。

充分利用县立医院与大学等所拥有的医疗数
据、体检机构所拥有的体检数据等，构建将健康、

医疗及护理数据连结起来的大数据的合作基础，力求通过对其
灵活运用，实现健康寿命长、能够生机勃勃地生活的社会。 

为了将对岩手县引以为傲的世界遗产及丰富
多彩的民俗艺能、文化艺术与体育的高度关注传递

到下一代，通过构建官民一体的推进体制等，力求实现县民在日
常生活中亲近、享受文化艺术及体育并从中受益的富足社会。

振兴特征性工业、增加交流人口、促进可再生
能源资源的利用等，力求最大限度地发挥北岩手

潜力实现地区振兴，同时，推进应对人口减少与老龄化、环境问
题的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建成可持续发展的先进区域。

通过最大限度地运用信息通信技术（ICT）及
机器人等最先进技术实现生产第一线的创新，进

而实现飞跃性地提高生产效率，创造农林水产品的新价值等，
从而来推进农林水产业的高度化，力求实现高收益性的农林水
产业。

充分利用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第4次工
业革命技术，通过构建从学龄前到高中教育为止的

高质量无缝教育环境，创造崭新的社会，力求培养拉动岩手县
未来发展的人才。 

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岩手县丰富的可再生能
源资源，通过将来自可再生能源的氢作为多样的能

源资源之一加以利用的措施，力求实现低碳、可持续的社会。

充分利用第4次工业革命技术，力求在质和量
上提高与岩手县地区及人们形成多样关系的“相

关人口”，实现全球可够随时随地与岩手县相连的社会，并通过
形成相关人口的持续且多层的网络等，力求提高“人交密度”。

在跨县央与县南广域振兴圈的北上川流域，
通过进一步促进广域合作、将第4次工业革命技术

引进到所有产业领域、生活领域等，力求创造便于工作、便于生
活、成为21世纪先行示范的区域。

三陆防灾重建复兴区项目

实现富有活力小村落项目

提高人际交往密度项目

文化体育遗产项目

创造健康幸福项目

北上川河谷项目

北岩手产业与社会创新区项目

推进农林水产业高度化项目

推进氢利用项目

学习改革项目

县央广域振兴圈
【追求的目标】

作为拥有县都的圈域，通过深化
孕育出产业、人、生活的新纽带关系
的合作，提高向心力，成为一个承担
作为东北的基地之功能的地区。

县北广域振兴圈
【追求的目标】

充分利用多样且丰富的资源与技
术、培育起来的智慧与文化，深化与
东北 地区北部及北海道的交流与合
作，成为开展新的地区振兴的地区。

县南广域振兴圈
【追求的目标】

充分利用与人的纽带关系、县南
圈域的产业集聚、农林业、多样的地区
资源，将该地区建设成为生活与产业
和谐、面向世界开拓岩手未来的地区。

【追求的目标】
作为面向国内外开放的交流 基

地，切实推进东日本大地震海啸的重
建复兴，发布信息分享其教训，通过
充分利用新的交通网络及各种纽带关
系创造新三陆，使之成为提高并推广
岩手之魅力的地区。

开拓新时代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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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振兴的发展方向

行政经营的基本态度

“四大支柱”与努力方向
推进扎根于地区
意识的县民本位
的行政经营 

推进兼顾战略性
及实效性的管理
改革

提高职员能力，
以支撑高度行政
经营 

开展高效的业务，
实现兼顾工作与生
活平衡的职场环境 4321

https://www.pref.iwate.jp/kensei/seisaku/suishin/1018014/index.html

欲 详 细 阅 览 请 点 击 此 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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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 手 县

岩手县民计划
希望之乡岩手，基于东日本大地 震海 啸的 经 历，

在继 续 开展重 建 复 兴工作 的同时，
相互守护培育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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