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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减少社会的到来、超高龄社会的发展

 

横滨市中期４年规划 2018～2021

持续增加的横滨的人口预计将在2019年达到顶峰，之后转为减少。预测到2030年，

65岁以上的高龄者将超过100万人。

环绕横滨的人与物的流动预计会出现大幅变化，将迎来更大的成长与发展的

机会。

本规划以迄今为止获得的实际业绩为基础，为了面向未来，使横滨能够取得

更大的飞跃，对展望2030年的中长期战略及规划期间涉及的４年内，应重

点推进的政策进行了汇总。并且，展示了作为政策推进基础的行政及财政运

营的方针。将基于尊重人权的立场推进规划。

▶城市间的竞争加速

▶全球化的发展、产业构造的变化、技术革新

▶对文化艺术的关心提高

▶充满鲜花与绿色的城市建设、以及全球变暖
对策等环境领域的行动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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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３ 横浜市の年齢３区分別人口の割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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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横滨市未来人口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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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横滨市的年龄３级区分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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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资料：政策局“横滨市未来预测人口”（2017年12月）、图２～３的实际值根据总务省统计局“国情调查”制成

▶郊外地区的活性化

▶地区社会的活力提高

▶防灾、减灾意识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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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网络的变化

横滨面临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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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从ＳＤＧｓ（可持续性开发目标）视角出发的本市的举措

 ▶２　基本姿态

 ▶３　规划的构成

（１）基于ＳＤＧｓ（可持续性开发目标）视角的措施；

（２）灵活运用数据，推进开放性技术革新；

（３）从地区社会的视角解决课题。

 

行政及财政运营 作为推进政策之时的基础的可持续性的行政及财政运营举措

旨在展望2030年，实现横滨的可持续成长与发展的６大战略：

规划期　2018年度～2021年度的４年间的举措

３８项政策 旨在解决众多领域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课题的３８项政策

成为充满鲜花与绿色的
环境先进城市；

实现强有力的经济增长，
成为创造文化艺术的城市；

培养能够创造未来的
多种多样的人才；

建设能够开创未来的
强韧的城市；

建设人和企业聚集的
充满活力的城市；

向超高龄社会发起挑战；

横滨市中期４年规划

2018～2021的框架

维护安全、安心的市民生活，实现适宜居住、希望长久居住的城市。

利用召开国际大型活动※等能够实现进一步飞跃的机会，提高横滨的魅力和品牌影
响力。

促进横滨经济的活性化，确保财政基础，实现城市的可持续成长与发展。

 作为制定和推进本规划之时的基本姿态，将重视下列各项内容来采取措施：

　在2015年９月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展望2030年的国际社会整体的
行动规划获得通过，其中，针对169项具体目标，提出了17项目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
目标就是ＳＤＧｓ。
　ＳＤＧｓ除了各国及国际机构之外，还重视由广泛的相关方合作采取措施。本市也
为了在推进各领域的措施时，能够做到重视ＳＤＧｓ的理念，对本规划之中的各项中
长期战略，分别与ＳＤＧｓ的目标进行了对应或者联动。

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

确保人人获得可负担、可靠和可持
续的现代能源。

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
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各年
龄段人群的福祉。

确保包容、公平的优质教育，促
进全民享有终身学习机会。

实现性别平等，为所有妇女、女
童赋权。

确保所有人享有水和环境卫生，
实现水和环境卫生的可持续管
理。。

促进持久、包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实现充分和生产性就业，确保人人
有体面工作。

建设有风险抵御能力的基础设施、
促进包容的可持续工业，并推动创
新。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
等。

促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和平和包
容社会、为所有人提供诉诸司法的
机会，在各层级建立有效、负责和
包容的机构。

建设包容、安全、有风险抵御能
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及人类住区。

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

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
影响。

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及海洋资
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保护、恢复和促进可持续利用陆
地生态系统、可持续森林管理、
防治荒漠化、制止和扭转土地退
化现象、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加强执行手段、重振可持续发展全
球伙伴关系。

[规划期间]
2018年度～ 2021年度

※国际大型活动（规划期间内）： 2019年 第７届非洲开发会议、橄榄球世界杯赛2019™

 2020年 东京2020 奥运会及残奥会

＊各战略的右侧，记载了相关的ＳＤＧ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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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企业的成长与发展，以及战略性的企业招商

▶通过成为创造文化艺术的城市，创出魅力与繁荣

支持市内企业实现可持续的成长与发展。

在使有助于强化产业基地的举措与城市建设措施联动的同时，对其加以推动，并推
进开展战略性的企业招商。

推进充满活力的城市农业的发展。

通过建设让人们能够接触高水平的文化艺术的高规格的剧场等，使横滨创出新的魅
力与繁荣。并且，力争在推进能够发挥创造性的城市建设，创造出新的价值的同时，
实现在文化方面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

▶通过观光、ＭＩＣＥ及体育运动，促进人们来访，使地区经济实现活性化

加强宣传活动，实现充满活力的观光和ＭＩＣＥ※城市。

通过体育运动充实市民的生活，使城市充满活力，由此力争使横滨成为一座体育
运动城市。

※ＭＩＣＥ： 企业等举办的会议（Meeting）；企业等进行的表彰和进修旅行（奖励旅行）（Incentive Travel）；国际机构、团体及学
会等举办的国际会议（Convention）、展会、博览会及活动（Exhibition/Event）等的统称。

在港未来 21 地区开展自动驾驶实证实验

举办以港口夜色为背景的横滨海湾芭蕾表演 途径市内名胜的“ 横滨马拉松 ”

新的ＭＩＣＥ设施 完成预想图

相关主要政策

“实现强有力的经济增长，成为创造文化艺术的城市”

【技术革新的创出和战略性的企业招商】

　在通过产学官金合作推进进行开放性技术革

新的同时，致力于进一步开展企业招商。

【通过成为创造文化艺术的城市，创出魅力与繁荣】

　举办现代艺术、舞蹈、音乐等具有横滨特色

的艺术节。

【观光及ＭＩＣＥ的推进】

　在建设新的ＭＩＣＥ设施等的同时，申办经

济带动效果较高的大中型国际会议及ＩｏＴ等

成长领域的会议等。

【通过体育运动孕育地区与生活】

　提供不论年龄及是否是有残障等，每一位市

民均能够在身边的场所接触体育运动的机会（参

与、观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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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市企业选址等促进特定地区等的支援措施相关条例带来的效果
〈支援额（减税、补贴）及税收的变动〉

 

 

截至2017年度的累计

税收额：约 429亿日元
支援额：约 335亿日元
差　额：约 94亿日元 

 

 
【单位】亿日元

在市内创出约3万４千人的工作岗位（截至2017年度的累计）
2014年度累计税收额超过支援额，效果今后有望进一步扩大。

资料：经济局

战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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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充满鲜花与绿色的环境先进城市”

相关主要政策

▶丰富的自然环境与生活共存的城市建设

▶建设支持经济活动的低碳及循环型城市

实现利用鲜花、绿色、农业、水环境展现魅力的、充满活力的城市。

为了将自然环境传递给下一代，推进保护和创造水环境及绿色环境。

推进探讨利用绿色生活※１所拥有的多种多样的功能，并加以实践。

实现使环境未来城市的行动发展至新阶段的ＳＤＧｓ未来城市※２。

实现全球变暖对策及能源措施的大城市典范，并加强对外宣传。

构筑可持续循环型社会，实现清洁而美丽的城市。

▶开展环境宣传活动，向国内外进行传播

推动实践环保型生活方式，并使其得以普及。

向国内外宣传优良的环境措施，以求提高横滨的影响力。

※１ 绿色生活：利用自然环境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功能，以推进具有可持续性且充满魅力的城市建设的社会资本。

※２ ＳＤＧｓ未来城市：推进旨在实现ＳＤＧｓ的优良举措的城市（国家于 2018 年 6 月选定）

花园项链横滨 2018 里山花园

“ＳＤＧｓ未来城市 ”入选证书授予仪式 与儿童一起进行节能体验

在活动当中进行３Ｒ行动启蒙

【推进实现鲜花、绿色、农业、水环境与街区、

生活相互联动的花园城市横滨】

　在开展利用鲜花、绿色、农业、水环境的广泛

举措的同时，推动申办国际园艺博览会，以创出

城市的活力和繁荣。

【成为全球变暖对策及能源措施的大城市典范】

　力争实现无碳，作为ＳＤＧｓ未来城市，力求

同时解决以环境为轴的社会和经济课题，并向国

内外进行宣传。

【推进可持续性资源循环与美丽城市】

　根据“横滨３Ｒ梦计划”，推进环境行动，同

时，推动充实和强化支持资源循环的设施等。

【有益环保的生活方式的实践和普及】

　通过市民与企业等进行合作，针对不同年龄层

的人士，广泛实施环境教育，进行环境行动实

践，开展环境宣传活动，力争实现可持续性社

会。

对横滨市的环境措施的满意度和希望
❶ 节能、利用新能源的措施

创造绿色环境（市中心临海部）

郊外部的成片绿色环境的保护

强化水循环功能

普及新一代汽车

❷

❸

❹

❺

❻ 道路建设、再开发事业等过程中的
环境保护

❼ 恰当地管理化学物质

推进农业

保护农地

推进环境教育

对环境活动的支援和协作

向海外推广环境技术

普及环保型产品

❽

❾








资料： 环境创造局“2017 年度环境
 相关市民意识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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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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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超高龄社会发起挑战”

相关主要政策

▶相互支持的地区建设

▶健康而自立的生活的延续

通过地区居民及相关团体等的合作，推进建设能够解决地区课题及生活课题的、任
何人都能够安心、健康而随心所欲生活的地区。

促进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健康而自立生活的市民不断增加，延长健康寿命※。

▶创建在必要时能够提供医疗和看护的体制

为了能够在居住习惯的地区，直至人生的最终阶段，始终享受自己喜爱的生活，而
构筑和推进地区综合护理系统。

在完善高效、有效且高质量的医疗提供体制的同时，推进保健、医疗、看护等实现
无缝的合作，实现能够健康而安心生活的社会。

为了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着手采取支援由本人自行作出决
定，根据希望接受看护和医疗的举措。

在中心设施之中进行小组讨论的情形

横滨徒步点 预定2020年开业的新市民医院的示意图

健康创造中心

※健康寿命：日常生活不受健康方面问题限制而能正常生活的期间

【通过参与和协作推进地区福祉保健】

　为了使地区的相互支持更加充实，采取支援行

动，推进在身边的场所建设中心设施。

【充实旨在构筑地区综合看护系统的服务，

开展地区建设及人员建设】

　推动完善在地区开展看护预防及健康创造的环

境，同时，为了能够安心地在家生活而充实服务

等。

【充实地区医疗提供体制，推进先进医疗】

　推进确保必要的病床功能等，力争实现地区医

疗构想。并且，为了确保地区医疗提供体制，而

推进医院的进一步完善。

【通过健康创造和健康危机管理等行动，

确保市民的安心】

　依靠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在感受快乐的同

时，坚持付诸行动的机制，向不同年龄层的人士

广泛进行宣传，使健康行动能够成为习惯，并得

以普及。

参加社会活动感受到的益处 需要支援的原因

资料：内阁府“2016年高龄者经济及生活环境相关调查”

认定需要支援的理由之中，
约半数为运动障碍症候群※

0.2

8.1

1.8

32.832.8

38.2

2.0

24.7

56.8

5.7

50.650.6

3.2

0.0 20.0 40.0 60.0
（％）

支持家人的生活

获得了能够在地区
安心生活的社交圈

与家人的关系变得良好

获得了新的友人

日常生活有了节奏

获得了在经济方面有富余的生活

获得了在经济方面
有富余的生活

开始注意维护健康及个人仪容

其他

对生活没有产生效果

不明

骨折、跌倒
20.5％

关节疾患
14.2％

高龄
导致的衰弱
11.9％心脏病

8.3％

7.6％

癌症 4.7％

1.9％1.9％1.9％

其他
18.8％

失智症  0.8％

无回答

　7.6％

脊髓损伤 3.8％

资料： 健康福祉局“第７期横滨市高龄者保健福祉规划及看护
保险事业规划”、“2016年度横滨市高龄者实态调查”

※运动障碍症候群： 随着年龄的增加，出现肌肉力量降低、骨及及关节发生疾患等运动器官障碍，导致站立、坐卧、步行等移动
能力降低的状态。

脑血管疾患

呼吸器官疾患

战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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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要政策

▶在城市中心临海部、新横滨城市中心及京滨临海部等进行的充满魅力的城市建设

▶人和企业能够发挥活力的城市建设

在包括牵引横滨成长的城市中心临海部（横滨站周边地区、港未来２１地区、关
内·关外地区、山下码头周边地区、东神奈川临海部周边地区）及新横滨城市中
心，以及京滨临海部等区域在内，整体性地推进强化能够发挥各地区的特性和魅力
的功能。

推进利用公民协作等方法进行城市建设。

在整体性地推进产业振兴和城市建设的同时，推进就业、生活环境的建设，以及安
全、安心的城市建设。

▶创出繁荣与回流性的城市建设

推进能够创出人与人交流的、具有回流性的繁荣的城市建设。

（暂称）横滨站西口开发大厦 在新建的MICE 设施周边，设置步行天桥。

【强化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城市中心心部的功能】

　从作为横滨门面的城市中心临海部及神奈川东部方面线，到潜力进一步提高的新横滨

城市中心及沿线地区、作为引领日本的产业地区的京滨临海部等，推进旨在实现经济活

性化和可持续增长的城市建设。

横滨文化体育馆的重新翻修（主竞技场设施） 利用铰接巴士的“高度化巴士系统”（车辆示意图）

“建设人和企业聚集的充满活力的城市”
　 ～创出成长和活力的城市中心部～

城市中心临海部各地区及新横滨城市中心、京滨临海部等

战略 4（1）

城市中心临海部

京滨临海部

新横滨城市中心

日吉站

新横滨站

新纲岛站
（暂称）

羽泽站
（暂称）

西谷站

日吉、纲岛地区

神奈川东部方面线

东神奈川
临海部周边地区

横滨站周边地区

关内、关外地区

山下码头周边地区

港未来21地区

横
滨环状西北线

横
滨

北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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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要政策

▶推进紧凑的郊外部的城市建设

▶战略性的土地利用的诱导及城市建设的推进

在铁道车站周边，根据各地区的特性，对应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等的变
化，形成支持地区生活和经济的中心设施。

推进在住宅地区，导入能够支持日常生活的功能，确保贴近身边的就业场所，同时，
完善能够发挥丰富的自然环境的居住环境。

致力于维持和充实连接车站周边与住宅地区等的巴士等公共交通，同时，通过强化
与多种多样的事业主体的合作，探讨灵活运用ＩＣＴ等，推进旨在导入新的交通服
务的举措。

利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等的机会，通过能够吸引人和企业的战略性的土地利用诱导
措施，推进城市建设。

在作为市内宝贵资产的美军遗留设施旧址等处，利用宽广的土地和选址特性等，推
进地区及市域的活性化，并为了解决广域性课题而对土地加以利用。

【紧凑而充满活力的郊外部的城市建设】

　通过强化车站周边的生活中心设施功能，提高住宅地区的魅力等，推进建设受到以年

轻一代为首的不同年代的人士青睐的城市。在美军遗留设施旧址等地，在确保与绿地及

农地保护的平衡，谋求与周边环境的调和的同时，推进战略性地土地利用。

可持续性住宅地推进地区（绿区十日市场） 旧上濑谷通信设施

【充实贴近市民生活的交通功能等】

　为了实现任何人都易于移动的地区交

通，推动维持和充实贴近市民的交通手

段。

通过地区的主体性举措导入的巴士

“建设人和企业聚集的充满活力的城市”
　～任何人都“希望入住”、“希望长久居住下去”的郊外部～

老年住宅

独户住宅
21街区

多代分售住宅

20街区

生活支援设施
地区交流设施

向地区开放的
广场

京急沿線南部地域

战略 4（2）

使郊外部充满活力的城市建设

东急田园城市线沿线地区东急田园城市线沿线地区

十日市场十日市场

相铁Izumino线
沿线地区

相铁Izumino线
沿线地区

京急沿线南部地区京急沿线南部地区

洋光台洋光台

Susukino

川向町南耕地地区

Dream Heights 野庭

中心北站

新纲岛站
（暂称）

羽泽站
（暂称）

鹤见站

鹤峰站

二又川站 横滨站

上大冈站

户冢站

新横滨站

神奈川东部方面线

凡例
中心南站

长津田站
川和町站

日吉站

濑谷站

大船站

金泽文库站

金泽八景站

新杉田站

中山站

下饭田站

Azamino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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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濑谷
通信设施

旧深谷通信所

Ichiyou上饭田

若叶台
Hikarigaoka

左近山

南永田 根岸住宅地区

金泽Seaside Town

可持续性郊外住宅地推进地区

主要大规模住宅小区（2,000户以上）

主要的生活中心设施

美军设施（包括已返还设施）

神奈川东部方面线

设置新站的地点

铁道网

市区开发（市区再开发、土地区划整理）
（包括正在探讨的内容）

通过战略性的土地利用诱导，进行中心设施建设
（车站及高速公路出入口周边的正在建设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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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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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要政策

▶儿童、育儿支援、教育推进

▶支援女性、高龄者、年轻人发挥活力

▶实现任何人均能够发挥自身特有活力的社会

推进建设在未来能够安心地生儿育女的环境。

推进能够拓展孩子们的潜力的教育，推进建设充满魅力的学校。

推进能够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的行动。

在支援女性发挥活力的同时，推动实现任何人都能够兼顾工作和家庭等，能够享受
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的社会。

力争实现不论是高龄者还是年轻人，均能够充分发挥各自力量和优势的社会。

力争实现相互认可多样性，相互尊重人权的社会。

实现残障儿童、残障人士等能够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社会。

推进对生活存在困难的人士进行支援。

力争实现多文化共生社会。

“培养能够创造未来的多种多样的人才”

０岁儿童班的保育情形

与企业合作开展的计算机编程教室

横滨女性网络会议＆女性商务节

生活意义就业支援处

【对从婴幼儿期至学龄期的儿童及育儿进行支援】

　为了满足不断增加的保育需求，在推进待机

儿童对策的同时，为了支援孩子能够茁壮成长，

而促进提高保育质量。

【推进培养能够创造未来的儿童的教育】

　伴随国家的学习指导要领的改订，推进培养

信息运用能力及计算机编程教育等，灵活运用

ＩＣＴ的学习活动。

【女性便于工作、能够发挥活力的城市】

　举办旨在进行学习和交流的活动，对女性创

业者提供支援，充实能够开发职业女性领导力

等的机会。

【高龄者能够发挥活力的城市】

　介绍符合高龄者生活方式的工作岗位及志愿

活动等，促进高龄者能够参与社会，继续发挥

活力的机制得到充实。

 

经济增长与劳动
参与恰当发展的情况

经济增长与劳动
参与未能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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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厚生劳动省“2015年度雇用政策研究会报告书”
 

资料：横滨市“2015年国情调查　就业状态等基本统计结果　 横滨市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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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要政策

▶强化危机对应能力

▶抗御灾害能力强大的人员建设和地区建设

▶抗御灾害能力强大的城市建设

探讨扩充向市民及来访者等传递灾害信息的手段，并使其多样化，推进完善消防总
部办公楼等，强化灾害对应能力。

通过面向不同年龄层的人士广泛开展防灾研修和教育，使消防队的充足率实现并维
持100％，对以地区为主体推进的防灾活动进行支援等活动，推进自助和共助。

通过充实发生灾害时，对于需要进行援护的人士等，由地区自主性地相互进行支援
的举措，以及强化地区防灾中心设施的功能等，推动充实地区的灾害对应能力。

充实紧急运输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推进以防火限制区域内为中心的建筑物的阻燃
化等，推进抗御地震及地震火灾能力强大的城市建设。

扎实推进综合性的淹水对策、旨在实现“无人未及逃生”的减灾举措、以及悬崖陡
壁地区的安全对策，推进抗御局域性暴雨等的能力强大的城市建设。

【抗御灾害能力强大的城市建设

（地震、风灾、水害等对策）】

　为了达成横滨市地震防灾战略的减灾目标，

扎实推进紧急运输道路等的建设，以及道路的

无电线杆化等举措。

　扎实推进在流域整体的河流、下水道、公园

绿地、道路等实施的，与城市建设联动的综合

性的淹水对策等。

无电线杆化示意图

舞冈川滞洪区建设示意图

【抗御灾害能力强大的人员建设及地区建设

（自助、共助的推进）】

　培养能够在地区率先开展防灾、减灾举措的

人才，充实向不同年龄层的人士广泛开展防灾

教育，推进防止失火及提高初期灭火能力的举

措等。

　结合迄今为止的大规模自然灾害的教训，致

力于强化对发生灾害时需要援护的人士进行支

援的举措，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充实防灾对策。

女性消防队员活动的情形

福祉避难所防灾训练

“建设能够开创未来的强韧的城市”
　～抗御灾害能力强大的安全而安心的城市～

Before After

资料：总务局“横滨市防灾规划”

地震动预测分布结果
（元禄型关东地震）

资料：总务局“横滨市防灾规划”

地震火灾导致的烧毁受害程度预测
（元禄型关东地震）

震度7

震度6强

震度6弱

震度5强

震度5弱

震度4

0 ～ 1

1 ～ 5

5 ～ 10

10 ～ 20

＞20

烧毁栋数0栋

烧毁栋数

战略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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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主要政策

▶充实支持市民生活和横滨经济的城市基础设施

▶实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港口

▶有计划且有效地保护和更新公共设施

推进横滨环状道路及城市规划道路的建设，以及道路与铁道的连续立交事业，同
时，推进对神奈川东部方面线的建设、以及铁道构想路线进行探讨，形成支持人及
物往来的道路及铁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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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级邮轮港口。

横滨环状西北线（横滨青叶 IC·JCT） 【公共设施的有计划且有效的保护和更新】

　扎实推进以长寿命化为基本的切实的检查，

以及根据优先度开展的有计划且有效的保护和

更新。

桥梁保护施工

“建设能够开创未来的强韧的城市”
　～支持市民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城市基础～

大黑码头暂定 CIQ 设施

东
名

高
速

公
路

羽泽站
（暂称）

相铁线

东急线

西谷站

新纲岛站
（暂称）

JR线

日吉站

横滨环状南线横滨湘南道路

神奈川
东部方面线

横滨环状西北线

高速铁道3号线的延伸

旧深谷通信所

旧上濑谷
通信设施

横
滨
环
状
铁

道

横
滨
环
状
道
路

西
侧
区
间

横
滨
环
状
铁
道

横

滨
北
线

东海
道货
物支
线的

客货
并用
化

南本牧码头

新本牧码头

强化邮轮接纳功能

强化集装箱
处理功能

强化汽车运输功能

新横滨站
（暂称）

构 想 中 （ 道 路 ）

建 设 中 （ 道 路 ）

并 用 中 （ 道 路 ）

规 划 路 线 （ 铁 道 ）

建 设 中 （ 铁 道 ）

并 用 中 （ 铁 道 等 ）

凡 例

设置新站的地点

战略 6（2）

交通网、港口设施等城市基础设施



19 20

相关主要政策

▶充实支持市民生活和横滨经济的城市基础设施

▶实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港口

▶有计划且有效地保护和更新公共设施

推进横滨环状道路及城市规划道路的建设，以及道路与铁道的连续立交事业，同
时，推进对神奈川东部方面线的建设、以及铁道构想路线进行探讨，形成支持人及
物往来的道路及铁道网。

形成一体性配置集装箱码头和物流设施的综合物流中心设施，完善汽车货物运输中
心设施等，推动强化东亚枢纽港功能。

在整个港口充实能够对应多样化的邮轮和接纳观光客的环境，同时，推进与相关方
合作开展的战略性招商，以推动地区经济实现活性化。

扎实推进公共设施的保护和更新。

通过公共建筑物的翻建及复合化等，推动实现翻新利用。

推进旨在确保公共事业的质量、确保和培养事业主体的举措。

【通过充实交通网，强化城市基础设施】

　在强化与广域性的道路网进行连接的同时，

推动提高地区的利便性和安全性。

【强化国际竞争力、并使市民生活更加富裕的

综合港湾建设】

　作为国际集装箱战略港口，推进能够获得支

持的港口建设。并且，力争成为代表日本的世

界级邮轮港口。

横滨环状西北线（横滨青叶 IC·JCT） 【公共设施的有计划且有效的保护和更新】

　扎实推进以长寿命化为基本的切实的检查，

以及根据优先度开展的有计划且有效的保护和

更新。

桥梁保护施工

“建设能够开创未来的强韧的城市”
　～支持市民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城市基础～

大黑码头暂定 CIQ 设施

东
名

高
速

公
路

羽泽站
（暂称）

相铁线

东急线

西谷站

新纲岛站
（暂称）

JR线

日吉站

横滨环状南线横滨湘南道路

神奈川
东部方面线

横滨环状西北线

高速铁道3号线的延伸

旧深谷通信所

旧上濑谷
通信设施

横
滨
环
状
铁

道

横
滨
环
状
道
路

西
侧
区
间

横
滨
环
状
铁
道

横
滨
北
线

东海
道货
物支
线的

客货
并用
化

南本牧码头

新本牧码头

强化邮轮接纳功能

强化集装箱
处理功能

强化汽车运输功能

新横滨站
（暂称）

构 想 中 （ 道 路 ）

建 设 中 （ 道 路 ）

并 用 中 （ 道 路 ）

规 划 路 线 （ 铁 道 ）

建 设 中 （ 铁 道 ）

并 用 中 （ 铁 道 等 ）

凡 例

设置新站的地点

战略 6（2）

交通网、港口设施等城市基础设施



21 22

▶１ 结合时代背景不断调整
 行政运营

▶２ 推进灵活运用数据及ＩＣＴ的行政运营

在通过验证事业的有效性和效率性等，不
断调整事务事业的同时，构筑精简而高效
的执行体制，确保在财政吃紧的状况下，
也能够扎实推进采取必要的措施。

通过形成重视数据的政策和推动开放数据，高效且有效地推进行政运营，同时，实
现灵活运用ＩＣＴ的高效的行政运营，以及稳定且有效的行政服务。

▶３ 工作方式改革，以及确保和培养能够肩负横滨市未来的职员

实现结合职员生活状况的灵活的工作方式，同时，通过致力于确保和培养多样化的
人才，提高市政府整体的组织能力。

▶４ 通过强化与民间的合作，
 推进“共创”

为了能够通过开放性技术革新来解决社会
课题和地区课题，与市内外的企业、团体
等广泛的民间主体一起，在多种多样的行
政领域推进“共创”行动。

▶５ 从市民的视角出发提供的行政服务，以及与地区的协作

为了实现任何人都能够安心地长久居住下去的地区社会，而从市民的视角出发提供
行政服务，同时，为了实现可持续性的地区社会，推动强化职员的协调能力。

▶１ 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市债，开展一般会计能够对应的借款余额的管理

为了全面对应旨在实现横滨的成长与发展的投资，以及公共设施的保护和翻新，在
有计划性地利用市债的同时，为了不将过重的负担遗留给下一代，对一般会计能够
对应的借款余额，进行恰当的管理。

▶

通过恰当地推进税务行政，以及提高纳税人的便利性，稳定确保市税收入，同时，
通过进一步恰当地推进债权管理，以推动提高应收债权的收款率，以及缩减应收债
权的金额（滞纳额）。

▶３ 保有资产的恰当管理及战略性的运用

对于本市保有的土地和建筑物，针对其中能够灵活运用的资产，积极推进开展公
共公益性的利用，以及为确保财源而进行出售等。并且，推进旨在实现多功能化、
复合化等的重组、翻修，以及旨在实现高效运营等的公共建筑物管理。

▶４ 推进高效的财政运营

在贯彻削减经费及确保财源的同时，通过运用多种多样的公民联合的方法及利用民
间资金，高效而有效地推进采取各项措施，开展事业。

▶５ 确保和提高财政运营的透明性

在从中长期的视角出发推进财政运营的同时，推动通过发布财政信息来提高财政
运营的透明性。

２ 通过稳定地确保财源，强化财政基础

现场主义的行政运营及市民服务的进一步提高 财政运营 兼顾“ 措施的推进与财政健全性的维持 ”

按照“横滨市公共建筑物管理思路”开展保护及重组、翻修等的举措的示意图

翻建 翻建 翻建
实现可持续性地
提供必要的服务

错开时期

①高效且有效地进行保护 ②高效而恰当地开展运营 ③高效的设施量 ④创出新的财源

使规模实现效率化 是翻建量实现平准化

平准化重组、翻修长寿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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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横滨市总务局网页“事业的调整”

事业调整效果金额及件数的变化

 

开放性技术革新

横滨市追求的共创的形态

各种各样的公民网络

市民活动团体
NPO等

行政

兼顾措施的推进与财政健全性的维持

从中长期的视角出发，计划性地利用市债

～　关于展望横滨市未来而推进负责任的财政运营的条例　～

 

确保实现横滨方式的基础财政收支平衡  

使财政信息实现可视化，灵活运用财政指标（遵守健全化判断比率，与主要指定城市进行比较等）

开展一般会计能够对应的借款余额管理  

对
话

大学等

企业等

行政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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