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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減少社會的到來、超高齡社會的發展

 

橫濱市中期４年規劃 2018∼2021

持續增加的橫濱人口預計將在 2019 年達到巔峰，之後轉為減少。預測到 2030 年，

65 歲以上的高齡者將超過 100 萬人。

環繞橫濱的人與物的流動預計會出現大幅變化，將迎來更大的成長與發展的

機會。

本規劃以迄今為止獲得的實際業績為基礎，為了使橫濱在未來能夠取得更大

的飛躍，對展望 2030 年的中長期戰略及規劃期間所涉及的４年，匯總了期

間內應重點推進的政策。並且展示了作為政策推進基礎的行政及財政營運的

方針。將基於尊重人權的立場推進規劃。

▶城市間的競爭加速

▶全球化的發展、產業構造的變化、技術革新

▶對文化藝術的關心提升

▶充滿鮮花與綠意的城市建設、以及全球暖化
對策等環境領域的行動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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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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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 橫濱市未來人口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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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３ 橫濱市的年齡３級區分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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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１∼３　資料：政策局「橫濱市未來預測人口」（2017年12月）、圖２∼３的實際值根據總務省統計局「國情調查」製成

▶郊外地區的活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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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災害應對能力的強化

▶公共設施的老化

▶戰略性、計劃性的土地利用

▶交通網路的變化

橫濱面臨的狀況

◇橫濱環狀道路

※依據土地徵用法規定的手續，迅速完成用地徵收等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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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從ＳＤＧｓ（永續發展目標）觀點出發的本市的舉措

 ▶2　基本姿態

 ▶３　規劃的結構

（１）基於ＳＤＧｓ（永續開發目標）觀點的措施；

（２）靈活運用數據，推進開放性技術革新；

（３）從地區社會的觀點來解決課題。

 

行政及財政營運 作為推進政策基礎的永續行政及財政營運舉措

旨在展望2030年，實現橫濱的永續成長與發展的６大戰略：

規劃期間　2018年度∼2021年度的４年間的舉措

３８項政策 旨在解決眾多領域所面臨的各種各樣的課題的３８項政策

成為充滿鮮花與綠意的
環境先進城市；

實現強有力的經濟增長，
成為創造文化藝術的城市；

培育能夠打造未來的
多樣人才；

建設能夠開創未來的
強韌城市；

建設集聚人群和企業的
活力城市；

向超高齡社會發起挑戰；

橫濱市中期４年規劃

2018∼2021的架構

維護安全、安心的市民生活，實現宜居、欲久居的城市。

利用召開國際大型活動※等能夠實現進一步飛躍的機會，提高橫濱的魅力和品牌影
響力。

促進橫濱經濟的活性化，確保財政基礎，實現城市的永續成長與發展。

 作為制定和推進本規劃之時的基本姿態，將重視下列各項內容來採取措施：

　在2015年９月召開的「聯合國永續發展高峰會」上，展望2030年的國際社會整體的
行動規劃獲得通過，其中，針對169項具體目標，提出了17項永續發展目標。這些目標
就是ＳＤＧｓ。
　ＳＤＧｓ除了各國及國際機構之外，還重視由廣泛的相關方合作採取措施。本市也
為了在推進各領域的措施時，能夠做到重視ＳＤＧｓ的理念，對本規劃之中的各項中
長期戰略，分別與ＳＤＧｓ的目標進行了對應或者連動。

在世界各地消除一切形式的貧困。

確保人人獲得負擔得起、可靠和永
續的現代能源。

消除饑餓，實現糧食安全，改善
營養狀況和促進永續農業。

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促進各年
齡層所有人的福祉。

確保包容性和公平的優質教育，
為全民提供終身學習機會。

實現性別平等，賦予所有婦女和
女童的權力

確保為所有人提供並以永續方式
管理水和衛生系統。

促進持久、包容和永續的經濟增長，
促進實現充分和生產性就業及人人
享有有尊嚴的工作。

建設有復原力的基礎設施、促進包
容與永續的產業化、推動創新。

減少國家內部和國家之間的不平
等。

促進有利於永續發展的和平和包容
性社會、為所有人提供訴諸司法的
機會、在各級建立有效、問責和包
容的制度。

建設包容、安全、有復原力和永
續城市和人類社區。

確保永續的消費和生產模式。

採取緊急行動應對氣候變遷及其
影響。

保護和永續利用海洋和海洋資源
促進永續發展。

保護、恢復和促進永續利用陸地
生態系統、永續管理森林、防治
荒漠化、制止和扭轉土地退化現
象、遏制生物多樣性的喪失。

加強實施手段、重振永續發展全球
夥伴關係。

［規劃期間］
2018年度～ 2021年度

※國際大型活動（規劃期間內）： 2019年 第７屆非洲開發會議、橄欖球世界杯賽2019TM

 2020年 東京2020 奧運會及殘奧會

＊各戰略的右側，記載了相關的ＳＤＧｓ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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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內企業的成長與發展，以及戰略性的企業招商

▶透過成為創造文化藝術的城市，創出魅力與繁榮

支持市內企業實現永續成長與發展。

在使有助於強化產業基地的舉措與城市建設措施連動的同時，對其加以推動，並推
進開展戰略性的企業招商。

推進充滿活力的城市農業發展。

透過建設讓人們能夠接觸高水準的文化藝術的高層次劇場等，使橫濱創出新的魅力
與繁榮。並且力爭推進能夠發揮創造性的城市建設，在創造出新價值的同時，實現
在文化方面豐富多彩的市民生活。

▶透過觀光、ＭＩＣＥ及體育運動，促進人們來訪，活化地區經濟

加強宣傳活動，實現充滿活力的觀光和ＭＩＣＥ※城市。

透過體育運動充實市民生活，使城市充滿活力，由此力爭使橫濱成為一座體育運
動城市。

※ＭＩＣＥ： 企業等舉辦的會議（Meeting）；企業等進行的表彰和進修旅行（獎勵旅行）（Incentive Travel）；
國際機構、團體及學會等舉辦的國際會議（Convention）、展會、博覽會及活動（Exhibition/Event）等的統稱。

在港未來 21 地區開展自動駕駛實證實驗

舉辦以港口夜色為背景的橫濱海灣芭蕾表演　 途經市內名勝的「橫濱馬拉松」

新的ＭＩＣＥ設施 完成預想圖

相關主要政策

「實現強有力的經濟增長，成為創造文化藝術的城市」

【技術革新的創出和戰略性的企業招商】

　在透過產學官金合作推進進行開放性技術革

新的同時，致力於進一步開展企業招商。

【透過成為創造文化藝術的城市，創出魅力與繁榮】

　舉辦現代藝術、舞蹈、音樂等具有橫濱特色

的藝術節。

【觀光及ＭＩＣＥ的推進】

　在建設新的ＭＩＣＥ設施等的同時，申辦經

濟帶動效果較高的大中型國際會議及ＩｏＴ等

成長領域的會議等。

【透過體育運動孕育地區與生活】

　無論年齡及有否殘疾等，提供每位市民均能

夠在身邊的場所接觸體育運動的機會（參與、

觀看、支持）。

©oono ryusu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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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濱市企業選址等促進特定地區等的支援措施相關條例帶來的
效果〈支援額（減稅、補貼）及稅收的變動〉

 

 

截至2017年度的累計

稅收額：約 429億日圓
支援額：約 335億日圓
差　額：約 94億日圓 

 

 
【單位】億日圓

在市內創出約3萬４千人的就業機會（截至2017年度的累計）
2014年度累計稅收額超過支援額，效果今後可望進一步擴大。

資料：經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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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充滿鮮花與綠意的環境先進城市」

相關主要政策

▶豐富的自然環境與生活共存的城市建設

▶建設支持經濟活動的低碳及循環型城市

實現利用鮮花、綠意、農業、水環境展現魅力的、充滿活力的城市。

為了將自然環境傳遞給下一代，推進保護和創造水環境及綠色環境。

推進探討利用綠色生活※１所擁有的多種多樣的功能，並加以實踐。

實現使環境未來城市的行動發展至新階段的ＳＤＧｓ未來城市※２。

實現全球暖化對策及能源措施的大城市典範，並加強對外宣傳。

構築永續循環型社會，實現清潔而美麗的城市。

▶開展環境宣傳活動，向國內外進行傳播

推動實踐環保型生活方式，並使其獲得普及。

向國內外宣傳優良的環境措施，以求提升橫濱的影響力。

※１  綠色生活：利用自然環境所擁有的各種各樣的功能，以推進具有永續性且充滿魅力的城市建設的社會資本。

※２  ＳＤＧｓ未來城市：推進旨在實現ＳＤＧｓ的優良舉措的城市（國家於 2018 年 6 月選定）

花園項鍊橫濱 2018 里山花園

「ＳＤＧｓ未來城市」入選證書授予儀式 與兒童一起進行節能體驗

在活動當中進行３Ｒ行動啟蒙

【推進實現鮮花、綠意、農業、水環境與街區、

生活相互連動的花園城市橫濱】

　在開展利用鮮花、綠意、農業、水環境的廣泛

舉措的同時，推動申辦國際園藝博覽會，以創出

城市的活力和繁榮。

【成為全球暖化對策及能源措施的大城市典範】

　力爭實現無碳，作為ＳＤＧｓ未來城市，力求

同時解決以環境為主軸的社會和經濟課題，並向

國內外進行宣傳。

【推進可持續性資源循環與美麗城市】

　根據「橫濱３Ｒ夢計劃」推進環境行動，同時

推動充實和強化支持資源循環的設施等。

【有益環保的生活方式的實踐和普及】

　透過市民與企業等進行合作，針對不同年齡層

的人士，廣泛實施環境教育，進行環境行動實踐，

開展環境宣傳活動，力爭實現永續社會。

對橫濱市環境措施的滿意度和期望
❶ 節能、利用新能源的措施

創造綠色環境（市中心臨海地帶）

郊外地帶的成片綠色環境的保護

強化水循環功能

普及新世代汽車

❷

❸

❹

❺

❻ 道路建設、再開發事業等過程中的
環境保護

❼ 適當管理化學物質

推進農業

保護農地

推進環境教育

對環境活動的支援和協作

向海外推廣環境技術

普及環保型產品

❽

❾








資料： 環境創造局
 「2017 年度環境相關市民意識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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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充滿鮮花與綠意的環境先進城市」

相關主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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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超高齡社會發起挑戰」

相關主要政策

▶相互支持的地區建設

▶健康而自立的生活的延續

透過地區居民及相關團體等的合作，推進建設能夠解決地區課題及生活課題的、任
何人都能夠安心、健康而隨心所欲生活的地區。

促進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健康而自立生活的市民不斷增加，延長健康壽命※。

▶創建在必要時能夠提供醫療和看護的體制

構築和推進地區綜合護理系統，以在習慣居住的地區迎接人生的最終階段，始終享受
自己喜愛的生活。

在充實高效、有效且高品質的醫療提供體制的同時，推進保健、醫療、看護等實現無
縫的合作，實現能夠健康而安心生活的社會。

為了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著手採取支援由本人自行作出決
定，根據個人期望接受看護和醫療的舉措。

在中心設施內進行小組討論的情形

橫濱徒步點 預定2020年開業的新市民醫院示意圖

健康創造中心

※健康壽命：日常生活不受健康方面問題限制而能正常生活的期間

【透過參與和協作推進地區福祉保健】

　為了使地區的相互支持更加充實，採取支援行

動，推進在身邊的場所建設中心設施。

【充實旨在構築地區綜合看護系統的服務，

開展地區建設及人員建設】

　推動完善在地區開展看護預防及健康創造的環

境，同時為了能夠安心地在家生活充實服務等。

【充實地區醫療提供體制，推進先進醫療】

　推進確保必要的病床功能等，力爭實現地區醫

療構想。並且為了確保地區醫療提供體制，而推

進醫院更進一步的完善。

【透過健康創造和健康危機管理等行動，

確保市民的安心】

　在日常生活當中，能夠在感受快樂的同時，堅

持付諸行動的機制，向不同年齡層的人士廣泛進

行宣傳，藉此使健康行動能夠成為習慣並得以普

及。

參加社會活動感受到的益處 需要支援的原因

資料：內閣府「2016年高齡者經濟及生活環境相關調查」

認定需要支援的理由之中，
約半數為運動障礙症候群※

32.8

50.6

支持家人的生活

獲得了能夠在地區
安心生活的社交圈

與家人的關係變得良好

獲得了新朋友

日常生活有了節奏

獲得了在經濟方面有餘裕的生活

透過為社會做出貢獻
獲得了充實感

開始注意維護健康
及個人儀容

其他

對生活沒有產生效果

不明

骨折、跌倒
20.5％

關節疾患
14.2％

高齡
導致的衰弱
11.9％心臟病

8.3％

7.6％

癌症 4.7％

1.9％1.9％1.9％

其他
18.8％

失智症  0.8％

未回答

　7.6％

脊髓損傷 3.8％

資料： 健康福祉局「第７期橫濱市高齡者保健福祉規劃及看
護保險事業規劃」、「2016年度橫濱市高齡者實態調查」

※運動障礙症候群： 隨著年齡的增加，出現肌肉力量降低、骨及關節發生疾患等運動器官障礙，導致站立、坐臥、步行等移動能
力降低的狀態。

腦血管疾患

呼吸器官疾患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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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8

24.7

2.0

38.2

32.8

1.8

8.1

0.2

0.0 20.0 40.0 60.0
（％）

戰略 3



9 10

「向超高齡社會發起挑戰」

相關主要政策

▶相互支持的地區建設

▶健康而自立的生活的延續

透過地區居民及相關團體等的合作，推進建設能夠解決地區課題及生活課題的、任
何人都能夠安心、健康而隨心所欲生活的地區。

促進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健康而自立生活的市民不斷增加，延長健康壽命※。

▶創建在必要時能夠提供醫療和看護的體制

構築和推進地區綜合護理系統，以在習慣居住的地區迎接人生的最終階段，始終享受
自己喜愛的生活。

在充實高效、有效且高品質的醫療提供體制的同時，推進保健、醫療、看護等實現無
縫的合作，實現能夠健康而安心生活的社會。

為了能夠按照自己的意願，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著手採取支援由本人自行作出決
定，根據個人期望接受看護和醫療的舉措。

在中心設施內進行小組討論的情形

橫濱徒步點 預定2020年開業的新市民醫院示意圖

健康創造中心

※健康壽命：日常生活不受健康方面問題限制而能正常生活的期間

【透過參與和協作推進地區福祉保健】

　為了使地區的相互支持更加充實，採取支援行

動，推進在身邊的場所建設中心設施。

【充實旨在構築地區綜合看護系統的服務，

開展地區建設及人員建設】

　推動完善在地區開展看護預防及健康創造的環

境，同時為了能夠安心地在家生活充實服務等。

【充實地區醫療提供體制，推進先進醫療】

　推進確保必要的病床功能等，力爭實現地區醫

療構想。並且為了確保地區醫療提供體制，而推

進醫院更進一步的完善。

【透過健康創造和健康危機管理等行動，

確保市民的安心】

　在日常生活當中，能夠在感受快樂的同時，堅

持付諸行動的機制，向不同年齡層的人士廣泛進

行宣傳，藉此使健康行動能夠成為習慣並得以普

及。

參加社會活動感受到的益處 需要支援的原因

資料：內閣府「2016年高齡者經濟及生活環境相關調查」

認定需要支援的理由之中，
約半數為運動障礙症候群※

32.8

50.6

支持家人的生活

獲得了能夠在地區
安心生活的社交圈

與家人的關係變得良好

獲得了新朋友

日常生活有了節奏

獲得了在經濟方面有餘裕的生活

透過為社會做出貢獻
獲得了充實感

開始注意維護健康
及個人儀容

其他

對生活沒有產生效果

不明

骨折、跌倒
20.5％

關節疾患
14.2％

高齡
導致的衰弱
11.9％心臟病

8.3％

7.6％

癌症 4.7％

1.9％1.9％1.9％

其他
18.8％

失智症  0.8％

未回答

　7.6％

脊髓損傷 3.8％

資料： 健康福祉局「第７期橫濱市高齡者保健福祉規劃及看
護保險事業規劃」、「2016年度橫濱市高齡者實態調查」

※運動障礙症候群： 隨著年齡的增加，出現肌肉力量降低、骨及關節發生疾患等運動器官障礙，導致站立、坐臥、步行等移動能
力降低的狀態。

腦血管疾患

呼吸器官疾患

3.2

50.6

5.7

56.8

24.7

2.0

38.2

32.8

1.8

8.1

0.2

0.0 20.0 40.0 60.0
（％）

戰略 3



11 12

相關主要政策

▶在城市中心臨海地帶、新橫濱城市中心及京濱臨海地帶等進行充滿魅力的城市建設

▶人群和企業能夠發揮活力的城市建設

在包括引領橫濱成長的城市中心臨海地帶（橫濱站周邊地區、港未來２１地區、關
內・關外地區、山下碼頭周邊地區、東神奈川臨海地帶周邊地區）及新橫濱城市中
心，以及京濱臨海地帶等區域在內，整體性地推進強化能夠發揮各地區的特性和魅
力的功能。

推進利用公民協作等方法進行城市建設。

在整體性地推進產業振興和城市建設的同時，推進就業、生活環境的建設，以及安
全、安心的城市建設。

▶創出繁榮與回流性的城市建設

推進能夠創出人與人交流的、具有回流性的繁榮城市建設。

（暫稱）橫濱站西口開發大廈 在新建的MICE 設施周邊設置步行天橋

【強化充滿魅力和活力的城市中心地帶的功能】

　從作為橫濱門面的城市中心臨海地帶及神奈川東部方面線，到潛力進一步提升的新橫

濱城市中心及沿線地區、作為引領日本的產業地區的京濱臨海地帶等，推進旨在實現經

濟活性化和永續增長的城市建設。

橫濱文化體育館的重新翻修（主競技場設施） 利用銜接巴士的「高度化巴士系統」（車輛示意圖）

「建設集聚人群和企業的活力城市」
　 ∼創出成長和活力的城市中心地帶∼

・

城市中心臨海地帶各地區及新橫濱城市中心、京濱臨海地帶等

・

戰略 4（1）

城市中心臨海地帶

京濱臨海地帶

新橫濱城市中心

日吉站

新橫濱站

新綱島站
（暫稱）

羽澤站
（暫稱）

西谷站

日吉、綱島地區

神奈川東部方面線

東神奈川
臨海地帶周邊地區

橫濱站周邊地區

關內、關外地區

山下碼頭周邊地區

港未來21地區

橫
濱環狀西北線

橫
濱

北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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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要政策

▶推進緊湊的郊外地帶城市建設

▶戰略性的土地利用的誘導及城市建設的推進

在鐵路車站周邊，根據各地區的特性，對應多種多樣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等的變
化，形成支持地區生活和經濟的中心設施。

推進在住宅地區，導入能夠支持日常生活的功能，確保貼近身邊的就業場所，同時，
完善能夠發揮豐富自然環境的居住環境。

致力於維持和充實連接車站周邊與住宅地區等的巴士等公共交通，同時，透過強化
與多種多樣事業主體的合作，探討靈活運用ＩＣＴ等，推進旨在導入新交通服務的
舉措。

利用完善城市基礎設施等的機會，透過能夠吸引人群和企業的戰略性的土地利用誘
導措施，推進城市建設。

在作為市內寶貴資產的美軍遺留設施舊址等處，利用寬廣的土地和選址特性等，推
進地區及市域的活性化，並為了解決廣域性課題而對土地加以利用。

【緊湊而充滿活力的郊外地帶城市建設】

　透過強化車站周邊的生活中心設施功能，提高住宅地區的魅力等，推進建設受到以年

輕一代為首的不同年齡層人士青睞的城市。在美軍遺留設施舊址等地，確保與綠地及農

地保護的平衡，在謀求與周邊環境的調和的同時，推進戰略性的土地利用。

永續型住宅地推進地區（綠區十日市場） 舊上瀨谷通訊設施

【充實貼近市民生活的交通功能等】

　為了實現任何人都易於移動的地區交

通，推動維持和充實貼近市民的交通工

具。

透過地區的主體性舉措導入的巴士

「建設集聚人群和企業的活力城市」
　∼任何人都「希望入住」、 「希望久居」的郊外地帶∼

老齡者住宅

獨棟住宅
21街區

供多代入住的分售住宅

20街區

生活支援設施
地區交流設施

開放地區使用的
廣場

京急沿線南部地域

戰略 4（2）

使郊外地帶充滿活力的城市建設

東急田園城市線沿線地區東急田園城市線沿線地區

十日市場十日市場

相鐵Izumino線
沿線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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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線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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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澤站
（暫稱）

鶴見站

鶴峰站

二俁川站 橫濱站

上大岡站

戶塚站

新橫濱站

神奈川東部方面線

圖例
中心南站

長津田站
川和町站

日吉站

瀨谷站

大船站

金澤文庫站

金澤八景站

新杉田站

中山站

下飯田站

Azamino站

Yumegaoka站

舊上瀨谷
通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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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iyou上飯田

若葉台
Hikarigaoka

左近山

南永田 根岸住宅地區

金澤Seaside Town

永續型郊外住宅地推進地區

主要大規模住宅小區（2,000戶以上）

主要的生活中心設施

美軍設施（包括已返還的設施）

神奈川東部方面線

設置新站的地點

鐵路網

市區開發（市區再開發、土地區劃整理）
（包括正在探討的內容）

透過戰略性的土地利用誘導，進行中心設施建設
（車站及高速公路出入口周邊正在建設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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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要政策

▶兒童、育兒支援、教育推進

▶支援女性、高齡者、年輕人發揮活力

▶實現任何人均能夠發揮自身特有活力的社會

推進建設在未來能夠安心地生兒育女的環境。

推進能夠拓展孩子們潛力的教育，推進建設充滿魅力的學校。

推進能夠守護孩子們健康成長的行動。

在支援女性發揮活力的同時，推動實現任何人都能夠兼顧工作和家庭等，能夠享受
更加豐富多彩的生活的社會。

力爭實現無論是高齡者還是年輕人，均能夠充分發揮各自能力和優勢的社會。

力爭實現相互認可多樣性，相互尊重人權的社會。

實現殘障兒童、殘障人士等能夠自我選擇、自我決定的社會。

推進對生活存在困難的人士進行支援。

力爭實現多文化共生社會。

「培育能夠打造未來的多樣人才」

０歲兒童班的保育情形

與企業合作開展的電腦程式編寫教室

橫濱女性網路會議＆女性商務節

生活意義就業支援處

【對從嬰幼兒期至學齡期的兒童及育兒進行支援】

　為了滿足不斷增加的保育需求，在推進待機兒

童對策的同時，為了支援孩子能夠茁壯成長，而

促進提高保育品質。

【推進培育能夠創造未來的兒童教育】

　伴隨國家的學習指導要領的改訂，推進培育資

訊運用能力及電腦程式編寫教育等，靈活運用Ｉ

ＣＴ的學習活動。

【女性易於工作、能夠發揮活力的城市】

　舉辦旨在進行學習和交流的活動，對女性創業

者提供支援，充實能夠開發職業女性領導能力等

的機會。

【高齡者能夠發揮活力的城市】

　介紹符合高齡者生活方式的工作崗位及志工活

動等，促進高齡者能夠參與社會，繼續發揮活力

的機制得到充實。

 

經濟增長與勞動
參與適當發展的情況

經濟增長與勞動
參與未能適當
發展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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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厚生勞動省「2015年雇用政策研究會報告書」
 

資料：橫濱市「2015年國情調查　就業狀態等基本統計結果　 橫濱市的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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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要政策

▶強化危機對應能力

▶抗禦災害能力強大的人員建設和地區建設

▶抗禦災害能力強大的城市建設

探討擴充向市民及來訪者等傳遞災害資訊的手段，並使其多樣化，推進完善消防總
部辦公大樓等，強化災害對應能力。

透過針對不同年齡層的人士廣泛開展防災研修和教育，使消防隊的充足率實現並維
持 100％，對以地區為主體推進的防災活動進行支援等活動，推進自助和共助。

透過充實發生災害時，對於需要進行援護的人士等，由地區自主性地相互進行支援
的舉措，以及強化地區防災中心設施的功能等，推動充實地區的災害對應能力。

充實緊急運輸道路等城市基礎設施，推進以防火限制區域內為中心的建築物的阻燃
化等，推進抗禦地震及地震火災能力強大的城市建設。

紮實推進綜合性的淹水對策、旨在實現「無人未及逃生」的減災舉措、以及懸崖陡
壁地區的安全對策，推進抗禦局域性暴雨等的能力強大的城市建設。

【抗禦災害能力強大的城市建設

（地震、風災、水害等對策）】

　為了達成橫濱市地震防災戰略的減災目標，紮

實推進緊急運輸道路等的建設，以及道路的無電

線桿化等舉措。

　紮實推進在流域整體的河流、下水道、公園綠

地、道路等實施，與城市建設連動的綜合性的淹

水對策等。

無電線桿化示意圖

舞岡川滯洪區建設示意圖

【抗禦災害能力強大的人員建設及地區建設

（自助、共助的推進）】

　培育能夠在地區率先開展防災、減災舉措的人

才，充實針對不同年齡層的人士廣泛開展防災教

育，推進防止失火及提高初期滅火能力的舉措等。

　結合迄今為止的大規模自然災害的教訓，致力

於強化對發生災害時需要援護的人士進行支援的

舉措，從女性的觀點出發，充實防災對策。

女性消防隊員活動的情形

福祉避難所防災演練

「建設能夠開創未來的強韌城市」
　∼抗禦災害能力強大的安全而安心的城市∼

Before After

資料：總務局「橫濱市防災規劃」

地震動預測分布結果
（元祿型關東地震）

資料：總務局「橫濱市防災規劃」

地震火災導致的燒毀受害程度預測
（元祿型關東地震）

震度7

震度6強

震度6弱

震度5強

震度5弱

震度4

0 ∼ 1

1 ∼ 5

5 ∼ 10

10 ∼ 20

＞20

燒毀棟數0棟

燒毀棟數

戰略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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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要政策

▶充實支持市民生活和橫濱經濟的城市基礎設施

▶實現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港口

▶有計劃且有效地保護和更新公共設施

推進橫濱環狀道路及城市規劃道路的建設，以及道路與鐵路的銜接事業，同時，推
進對神奈川東部方面線的建設、以及鐵道構想路線進行探討，形成支持人及物往來
的道路及鐵路網。

形成一體性配置貨櫃碼頭和物流設施的綜合物流中心設施，完善汽車貨物運輸中心
設施等，推動強化東亞樞紐港口功能。

在整個港口充實能夠對應多樣化的郵輪和接納觀光客的環境，同時，推進與相關方
合作開展的戰略性招商，以推動地區經濟實現活性化。

紮實推進公共設施的保護和更新。

透過公共建築物的翻建及複合化等，推動實現翻新利用。

推進旨在確保公共事業的品質、確保和培育事業主體的舉措。

【透過充實交通網，強化城市基礎設施】

　在強化與廣域性的道路網進行連接的同時，推

動提高地區的利便性和安全性。

【強化國際競爭力、並使市民生活更加富裕的

綜合港灣建設】

　作為國際貨櫃戰略港口，推進能夠獲得支持的

港口建設。並且，力爭成為代表日本的世界級郵

輪港口。

橫濱環狀西北線（橫濱青葉 IC・JCT） 【公共設施的有計劃且有效地保護和更新】

　紮實推進以長壽化為基本的切實檢查，以及根

據優先度開展的有計劃且有效地保護和更新。

橋梁保護施工

「建設能夠開創未來的強韌城市」
　∼支持市民生活和經濟活動的城市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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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結合時代背景不斷調整
 行政營運

▶２ 推進靈活運用數據及ＩＣＴ的行政營運

在透過驗證事業的有效性和效率性等，不
斷調整事務事業的同時，構築精簡而高效
的執行體制，確保在財政吃緊的狀況下，
也能夠紮實推進採取必要的措施。

透過形成重視數據的政策和推動開放數據，高效且有效地推進行政營運，同時，實
現靈活運用ＩＣＴ的高效的行政營運，以及穩定且有效的行政服務。

▶３ 工作方式改革，以及確保和培育能夠肩負橫濱市未來的職員

實現結合職員生活狀況的靈活的工作方式，同時，透過致力於確保和培育多樣化的
人才，提升市政府整體的組織能力。

▶４ 透過強化與民間的合作，
 推進「共創」

為了能夠透過開放性技術革新來解決社會
課題和地區課題，與市內外的企業、團體
等廣泛的民間主體共同在多樣的行政領域
推進「共創」行動。

▶５ 從市民的觀點出發提供的行政服務，以及與地區的協作

為了實現任何人都能夠安心久居的地區社會，而從市民的觀點出發提供行政服務，
同時為了實現永續型的地區社會，推動強化職員的協調能力。

▶１ 透過有計劃地利用市債，開展一般會計能夠對應的借款餘額的管理

為了全面對應旨在實現橫濱的成長與發展的投資，以及公共設施的保護和翻新，在
有計劃性地利用市債的同時，為了不將過重的負擔遺留給下一代，對一般會計能夠
對應的借款餘額進行適當的管理。

▶

透過適當地推進稅務行政，以及提高納稅人的便利性，穩定確保市稅收入，同時透
過更進一步適當地推進債權管理，以推動提高應收債權的收款率，以及縮減應收債
權的金額（滯納額）。

▶３ 保有資產的適當管理及戰略性的運用

對於本市保有的土地和建築物，針對其中能夠靈活運用的資產，積極推進開展公
共公益性的利用，以及為確保財源而進行出售等。並且，推進旨在實現多功能化、
複合化等的重組、翻修，以及旨在實現高效營運等的公共建築物管理。

▶４ 推進高效的財政營運

在貫徹削減經費及確保財源的同時，透過運用多種多樣的公民聯合的方法及利用民
間資金，高效而有效地推進採取各項措施，開展事業。

▶５ 確保和提高財政營運的透明性

在從中長期的觀點出發推進財政運營的同時，推動透過發布財政資訊來提高財政
營運的透明度。

２ 透過穩定地確保財源，強化財政基礎

現場主義的行政營運及市民服務的進一步提高 財政營運 兼顧「措施的推進與財政健全性的維持」

按照「橫濱市公共建築物管理思路」開展保護及重組、翻修等的舉措的示意圖

翻建 翻建 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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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提供

錯開時期

①高效且有效地保護 ②高效且適當地營運 ③高效的設施量 ④開創新的財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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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橫濱市公共建築物管理思路」開展保護及重組、翻修等的舉措的示意圖

翻建 翻建 翻建
實現服務的
永續提供

錯開時期

①高效且有效地保護 ②高效且適當地營運 ③高效的設施量 ④開創新的財源

使規模實現效率化 使翻建量實現平準化

平準化重組、翻修長壽化

2015年度

1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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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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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件數
（件）

調整效果金額
（億日圓）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1092 1101 1100 1176

104 105

116

調整效果金額

調整件數

資料：橫濱市總務局網頁「事業的調整」

事業調整效果金額及件數的變化

 

開放性技術革新

橫濱市追求的共創形態

各種各樣的公民網路

市民活動團體
NPO等

行 政

兼顧措施的推進與財政健全性的維持

從中長期的觀點出發，計劃性地利用市債

∼　關於展望橫濱市未來而推進負責的財政運營的條例　∼

 

確保實現橫濱方式的基礎財政收支平衡  

使財政資訊實現可視化，靈活運用財政指標（遵守健全化判斷比率，與主要指定城市進行比較等）

開展一般會計能夠對應的借款餘額管理  

對  

話

大學等

企業等

行政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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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濱市
中期４年規劃

概要版

2 0 1 8 - 2 0 2 1

本概要版摘自「橫濱市中期４年規劃2018 ∼ 2021」的部分內容進行介紹。

本規劃的詳細內容可透過政策局網頁及小冊子（收費）進行瀏覽。
（URL：http://www.city.yokohama.lg.jp/seisaku/seisaku/chuki2018-/）

※小冊子在市民資訊中心（橫濱市政府內）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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