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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 思 考 神 奈 川 的 未 来



制定神奈川整体远景规划东日本
大地震发生

　　县政府于 2012 年 3 月制定了“神奈

川整体远景规划基本构想”及“实施计划”，

2015 年 7 月制定了“第 2 期实施计划”，

制定了以 ME-BYO 为关键词，跨越超高

龄社会的措施以及灵活运用国家战略特区

等特区制度带动经济引擎的措施等，扎实

推进“让生命闪耀紧密联系的神奈川”以这

一基本理念为基础的措施。

　　2018 年度“第 2 期实施计划”的计划

期已结束，本次在广泛听取县民和市町村

等意见后，制定了“第 3 期实施计划”。

　　本手册为“第 3 期实施计划”要点内

容的概要版。

　　“第 3 期实施计划”中，为了实现“让

生命闪耀紧密联系的神奈川”，进一步打造

神奈川地区的魅力，将在 SDGs 的理念基

础上进一步升级迄今为止的措施政策，提

出了县政府从 2019 年到 2022 年的四

年间措施政策。 

　　今后敬请大家给予理解和支持。

2019 年７月

神奈川县知事

黑岩祐治

致各位县民

▼ 基本理念

实现“让生命闪耀紧密联系的神奈川”

“让生命闪耀紧密联系的神奈川”是指县民能够感受到生活

的喜悦，生命的美好，长寿的欣慰，对人们和事物产生吸引向

往力，打造出人们希望在此居住，希望再次到访的魅力城市。

▼ 神奈川的未来蓝图

○想去看看、想在此居住、让人们吸引向往，
　充满魅力的神奈川

最大限度地发挥地区魅力，推进建设让人们希望再次到访，希

望在此居住，引人向往的神奈川。

○生命闪耀，任何人都能健康长寿的神奈川

在保护县民免受灾害和犯罪的同时，推进不患病的措施，打造

让县民生命充满美好、任何人都能健康长寿的神奈川。

○县民全力打造神奈川

与县民、NPO、企业、团体、市町村等共享信息和目标，集结神

奈川的全力，在新的政策下共同创造，并率先在日本全国推广

“神奈川模式”。

基本构想

20122011 2015

第 1 期实施计划
（2012-2014）



　　“第 3 期实施计划”以 2025 年为目标年度，旨在实现“基本构想”，提出了

2019 ～ 2022 年度 4 年间的措施政策。

　　县的政策是将整体的规划综合性・总括性的总结出“主要施策”等的措施。

其构成有“主要施策・计划推进篇”以及“项目篇”, 而“项目篇”中为了应对紧

迫的课题，跨领域总结了具有先进性和发展性的重点政策措施，并提出了目标

和具体措施。

　　随着第 3 期实施计划的提出，将与县民、NPO、企业、大学、团体、市町村

等共享关于县政策的信息和目标，全体县民团结一致推进实施措施。

东京 2020
奥运会·残奥会

实现“让生命闪耀紧
密联系的神奈川”

第 3 期实施计划

项目

▼ 项目中跨领域总结了县的重点政策，并提出了目标和具体措施。

政策的汇总分类中定位了 5 个重点支柱、23 个项目。

改善 ME-BYO、建设健康长寿的神奈川

发动经济引擎，打造充满活力的神奈川

建设安全、安心生活的神奈川

人的能力发挥到最大极限神奈川

展现地区个性，充满魅力的神奈川

4 年后努力实现的姿态——“通过社区的再生·活性化，

迎接充满欢笑的 100 岁时代”

2019 2022 2025

第 3 期实施计划
（2019 -2022）

第 2 期实施计划
（2015 -2018）



支柱 Ⅰ 健康长寿

无论多少岁都能充满欢笑、健康积极生活的神奈川

实现让所有人都能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地区社会

1

2

3

4

追求最尖端医疗、最新技术，充实完善令人放心的地区医疗

努力建设让高龄者安心、健康、积极生活的神奈川

A 根据生活氛围采取 ME-BYO（未病）对策

B 建设改善 ME-BYO（未病）的社会环境

C 活用健康信息来有效推进政策措施

A 推进先进医疗·追求最新技术

B 推进地区医疗

C 培养·确保医疗人才

A 推进地区一揽护理系统

B 建设适合痴呆患者的地区环境

C 打造健康·有意义的生活

A 充实残疾人、残疾儿童的生活支援服务

B 排除残疾人、残疾儿童所处社会环境的障碍

C 促进对残疾、残疾人和残疾儿童的理解

ME-BYO

（未病）

医疗

高龄者

残疾人、

残疾儿童

通过饮食、运动、参加社会实践，根据生活氛围改善

ME-BYO 状态，充实地区医疗，完善看护 · 福利服

务，促进对残疾的理解，以建设福利先进县为目标，

让所有人都能按照自己意愿开心积极地生活，实现健

康长寿的神奈川。

项 目



支柱 ⅠⅠ 经济引擎

推进神奈川智能能源计划

打造可支撑未来县内经济的产业

努力实现观光立县的神奈川

通过农林水产业的灵活运用推进地产地消

支柱 ⅠⅠⅠ 安全·安心

抗灾能力强的神奈川

建设没有犯罪、事故，让人们感到安全、放心的城市

在日常生活中过得安心

5

6

7

9

10

11

8

A 促进引入可再生能源等

B 促进引入稳定的分散型能源系统

C 促进节省能源措施与智能化社区的建设

A 创造、培养成长型产业

B 通过招商汇集产业

C 县内企业的灵活运用

A 旅游资源的开拓与发展

B 推进战略宣传

C 完善接待环境

A 确立可持续的经营基础

B 加强农林水产品的品牌力，扩大利用

A 促进自助·共助措施

B 加强灾害应对能力

C 抗灾能力强的城市建设

A 检举、制止让县民感到不安的犯罪

B 防止交通事故

A 建设不易发生犯罪的地区社会

B 对犯罪受害者进行支援

C 消费者纠纷的应对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

能源

产业振兴

观光

农林水产

减灾

治安

安心

构筑稳定的分散型能源系统，活用国家战略特区制度

等创造成长型产业，促进旅游资源的开拓与发展，灵

活运用农林水产业，通过这些措施带动经济引擎运

转，实现充满活力的神奈川。

更加积极推进自助·共助·公助的合作，采取大规模

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应变对策，应对犯罪和交通事故等

治安上的课题，由消除县民生活中的不安，实现安

全、安心生活的神奈川。



支柱 Ⅴ 城市建设

活用地区资源努力实现地区活性化

建设多文化共生的地区社会

通过 NPO 等多样化的主体实现协动型社会

培育多样性生物的自然环境保全与活用

传承新世代，让生命闪耀的环境建设

努力实现传承新世代，可持续发展的县内土地

支柱 Ⅳ 人的力量

建设所有人相互尊重，共同参与、大显身手的社会

伴随一生的神奈川人文建设

实现所有人在一生中都能亲近爱好体育的社会

让每个人大显身手参与工作的神奈川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努力实现让儿童·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神奈川

通过文化艺术的魅力吸引人，实现内心充实，富有活力的地区建设

A 建设可吸引众多人群的地区

B 创造相关的人口，促进移居、定居

C 地区产业的振兴支援

A 推进多文化理解

B 建设让外籍县民等也能安心生活的地区社会

C 建设让外国人能够积极参与的环境

A 通过多样化主体推进合作协动 

C 对 NPO 的自立性活动进行支援

A 生物多样性的保全

B 森林和里地里山的保全与活用

C 都市绿化的保全与活用

D 动物爱护管理的推进

A 气候变化的应对

B 循环型社会的建设

C 大气、水环境的保全

A 对支撑交流、联动的交通网络进行充实

B 推进富有活力和魅力，坚固的城市建设

A 所有领域男女共同参与

B 职业生活的充实和工作·生活平衡的实现

C 无暴力与歧视能健全安心的生活

A 从结婚到育儿提供不间断的支援

B 对需要支援的儿童建立保护体制

C 青少年的健全培养和自立支援

A 推进活到老学到老

B 建设活到老学到老的支持环境

A 县民文化艺术活动的充实

B 活用文化资源推进地区建设

C 为振兴文化艺术而整备环境

A 推进所有人在一生中都可参与享受的体育活动

B 推进扩大体育活动的环境建设

C 举办大规模的体育盛会，创造、继承功绩的措施

A 就业支援的充实

B 培养支撑产业的人才

C 外国人才培养·参与工作的支援

男女共同

参与

儿童·

青少年

学习·

教育

文化艺术

体育

雇用

地区

活性化

多文化

共生

合作

协动

自然

环境

都市基础

致力于女性参加社会事务的支援、儿童·育儿的支

援、提高生活能力的学习和学校教育、充实文化艺术

和体育的亲近接触机会、培养产业人才以及就业支援

等措施，让所有人都能发挥自己的能力，每个人大显

身手，实现让人内心充实、跃动的神奈川。

致力于建设富有魅力的地区，推进多文化理解，推进

多样化主体的合作协动，保全自然环境，应对环境问

题，充实交通网络，展现地区个性，吸引众多人群，实

现能让新世代传承，富有魅力的神奈川。



神奈川的战略
为了克服超高龄社会和人口减少社会的应对等重大课题，对于跨领域汇总的重点措施项目，进一步制定了复合化

实施的措施，归纳为“神奈川战略”。

○改善 ME-BYO（未病）
○追求最先进的医疗·最新技术
○迈向新世代社会的基础建设

构成项目　

推进健康护理·社会发展的新举措

○推进积极生活的健康建设
○促进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充实人生
○在地区·社会创造适合自己活动的环境

构成项目　

人生 100 岁时代

○在各个领域有效利用机器人
○机器人的实用化支援
○机器人的普及·固定化

构成项目　

实现与机器人共生的社会

○建设所有人相互尊重，没有歧视、排斥的社会
○实现所有人都能按照自身意愿积极参与的社会
○建设所有人相互支援的地区共生社会

构成项目　

实现共同生存的神奈川社会

○创造稳定的雇用环境
○展现地区的魅力，促进移居、定居
○实现年轻世代的希望
○建设富有活力和魅力的城市

构成项目　

推进地方创生

○以文化发展打造地区魅力，推动吸引人们
　紧密联系的“磁铁文化”
○培养承担文化发展的人才
○加强信息发布

构成项目　

推进吸引人们紧密联系的“磁铁文化”

○发挥神奈川的优势开展国际事务
○支撑国际事务的人才·网络建设
○实现多文化共生社会

构成项目　

推进全球战略

○活用最先进技术加速实现未来社会
○通过 SDGs 实现未来社会

构成项目　

创造未来社会

1,２,３,６,16,18 １,３,６,

12,14,16,17,20

１,２,３,４,６,８,

９,10,21,23

１,３,４,７,９,

12,13,14,15,16,17,

19,20,23

１,３,６,７,８,

12,13,15,17,

18,23

３,４,７,

13,14,15,18,19

１,２,６,７,

14,15,16,17,19

１,２,６,７,８,９,

14,17,18,20,21,

22,23



各政策领域的体系

 Ⅰ 能源·环境

 ⅠⅠ 安全·安心

ⅠⅠⅠ 产业·劳动

Ⅳ 健康·福利

Ⅴ 教育·育儿

Ⅵ 县民生活

Ⅶ 县内土地·城市建设

各地区的体系

● 川崎·横滨地区圈

● 三浦半岛地区圈

● 县中央地区圈

● 湘南地区圈

● 县西地区圈

　　神奈川县在“神奈川整体远景规划基本构

想”的基本理念中提出了“让生命闪耀紧密联系

的神奈川”内容，该措施与 SDGs 的理念保持

一致，县政府将推进现有的政策措施，努力为全

球实现可持续化社会做出贡献。

神奈川整体远景规划和 SDGs 推进计划的行政运营

DO
实施

ACTION
改善

CHECK
评价

PLAN
计划

每年度的
循环措施

计划的进程管理

　　主要政策措施包含以项目推进的内容，将县内扎实推进的政策措施、事业建成

体系化，综合性、一揽化提出了县政策的整体蓝图。

主要政策措施·计划推进篇

　　为了扎实推进计划，开展进程管理，

将对实施计划中提出的相关政策措施实

施情况进行政策评价，根据其评价结果

确立旨在改善政策运营的“政策管理循

环措施”，实行高效化的政策运营。

● 活用 ICT·数据

● 提供可持续的
　 行政服务

● 与各类责任主体
　 合作

● 交叉开展政策措施

● 进行战略宣传推广

神奈川县 
政策局政策部综合政策课
〒231-8588　横滨市中区日本大通１
电话 (045)210-3061（直拨）　FAX(045)210-8819
http://www.pref.kanagawa.jp/docs/r5ｋ/cnt/ｆ4895/p434921.html

我 们 每 个 人 的

行 动 将 决 定 未 来。

S D G s 未 来 都 市 　 神 奈 川 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