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叶市新基本规划

千叶市



什么是千叶市新基本规划
　指在少子超老龄化以及人口减少等等社会结构的大转型期，着眼于10年、20年之后，为使千叶市的未来更加丰富多彩而

制定的中长期市政运营的基本方针。

基本构想

基本规划

实施计划

目标年度
对21世纪的展望

规划年限:2012年度～2021年度的10年间

计划年限:3年

基本构想

　·作为市政运营的基本方针，基本构想指出了即使是在日新月异不断变化的时代也将

保持恒久不变的都市建设的基本理念、基本目标以及理想的都市面貌。

〔基本理念〕以人为本、市民生活优先

〔基本目标〕人与城市  生机勃勃幸福洋溢的都市

〔理想的都市面貌〕 ①自然环境良好的城市·千叶市

 ②能够健康、安心生活的城市·千叶市

 ③安全舒适的城市·千叶市

 ④培养丰富创造力的城市·千叶市

 ⑤充满活力的城市·千叶市

 ⑥大家共同建设的城市·千叶市

基本规划

　·为了实现在基本构想中所制定的基本目标，基本规划指出了都市建设的方向性以及

应具备的城市个性等的基本方针，今后政策实施的方向性等。

实施计划

　·实施计划是指基于基本规划的各项具体事业。

千叶市概况

总人口与3个年龄段人口的变化千叶市总人口的预测

减少

市内人口于2015年达到顶峰约97万人，预计此后将逐渐减少。

从年龄段来看，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大幅增加，预计到2035年大约3人中就将有1人为65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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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成为与其他城市相比人口减少速度相对缓慢，年龄层结构合理的都市，应努力增加城市魅力，使
之成为适合居住、适合工作、适合访问的城市，这一点非常重要。

●为了兼顾市民生活的舒适度与城市运营的效率性，在防止市区进一步扩散的同时，转向以强化、集中
城市机能为主的城市建设，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应对人口减少社会

●对于健康的老年人，应该为其创造能够继续健康生活的环境；对于需要护理或帮助的老年人，则需要
为之提供相应的服务。

●为应对少子化，应为市民提供能够安心生育、养育孩子的环境。

●支持以健康老年人为中心的自主活动，让市民的力量成为建设城市的力量。

应对少子超老龄社会

●从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建设观点出发，应继续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以及稳步推进执行3R原则。

●从与环境和谐共存角度来说，保护和维护本市既有的良好的自然环境，同时也应考虑城市机能与自
然的和谐共处。

应对环境问题

●培育拥有全球视野的人才，建设使企业能够发挥其优势的环境，同时也应促进与包括外国在内的优
秀人才、企业等的合作。

●为确保人才、物资的流通便利，应完善综合性交通网络。

●为应对信息网络社会，应提供使市民在生活中能够体会到ICT（信息通讯技术）便利性的行政服务。

对全球化社会的对策

●应推行有效且有计划性的行政、财政措施。

●应与其他自治体或企业等携手推进站在中长期角度的资产经营等措施。

●应支持市民和NPO等进行的城市建设活动，政府应积极进行协调以增进相互间的联合。

自立、分权型都市经营

城市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城市建设的理念
　作为市民、团体、企业、大学等共同推进城市建设工作的行动指针，制定了“城市建设的理念”。以此理念为基础，推进从

市民的每个人做起，着眼于未来的城市建设。

从我做起！面向未来的城市建设
着眼于10年、20年之后的未来，

从我做起！由我推广！

将每一个人的力量拓展成“支援城市建设的力量”。

将千叶建设成为适合居住，充满魅力与活力的城市。

着眼于10年、20年后的城市建设，目前存在以下5个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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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城市结构
　以转型到“集约型城市结构”为基础，也就是将日常生活所须的商业设施等都集中在步行即可到达的范围内，以此来规划土

地的利用以及城市的各项机能。

将交通方便、各项功能完备的市中心与车站周

边作为“据点”，进一步完善各项功能，提高公

共交通的便利性，建成一座即使没有私家车也

能自在生活的城市，这就是千叶市的“集约型都

市结构”的基本构想。 

以此构想为基础，今后千叶市将以何种城市形

态为目标，希望与广大市民共同商讨。

集约型都市结构的基本构想

为建设符合大城市需要、并且各项功能平衡的城市，将建
成“市中心”与“生活功能区”的2大类区域。

将一些客流量大，同时集中了
生活必须功能的主要车站周边
作为“生活功能区”，提高交通
的便利性，充实商业机能。

市中心

生活功能区

是城市的经济、产业、集会等的
中心。在充实各项机能的同时，
通过适当的功能分担与配合，
提升城市魅力。



比如，成为这样的城市

比如，成为这样的城市

比如，成为这样的城市

应具备的城市个性
以具备3个“城市个性”为目标，构筑充满魅力与活力的城市。

培养创造未来的人才的城市

齐心协力相互扶持的城市

想要访问、希望居住的城市

○具备各类育儿服务，生活方便，使年轻人感到能够安心生育、养育

下一代。

○由于学校教育的完善，培养出能够独立思考、行动，兼具社会性、拥

有丰富心灵的孩子。

○增加近距离感受高科技的机会，以培养肩负将来地区经济发展的

人才。

○包括健康的老年人在内的广大市民和团体在积极参加城市建设的

同时，相互间的联系也增加了。

○在社区中心、公民馆、学校等广泛开展区域交流活动。

○儿童、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相互理解、相互扶持。

○在稻毛的海滨、千叶港、苏我沿海地区等地，通过有效地利用海洋，

逐渐繁荣起来。绿地与海岸，人们的生活与自然亲密接触。

○产生新的产业，就业场所逐渐增加，地域经济正在被激活。

○以运动为核心的各项交流广泛进行，同时市民能够亲近历史、文

化、艺术等环境也不断充实。



2-5
2-4
2-3
2-2
2-1

创造残障人士能够自力更生的和谐社会
创造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的长寿社会
创造相互扶持的地区福利社会
创造便于生育、养育孩子的环境
创造健康、充满活力的社会

4-3
4-2
4-1

构筑保障人才、物资、信息相连相通的基础
建设舒适的生活基础设施
保护市民的安全，使之安心生活

5-3
5-2
5-1

振兴都市农林业
搞活地区经济
提高城市魅力

1-3
1-2
1-1

致力于环境保护，创造低碳、循环型社会
创造充满绿意与鲜花的城市空间
守护、发展良好的自然环境

3-5
3-4
3-3
3-2
3-1

将市民的力量转化为城市建设的力量
通过丰富多彩的交流与合作创造新型价值
守护、发展文化
支持贯穿终生的学习与体育运动
培育肩负未来的人才

城市建设的方向性
在“ 城市建设理念 ”的基础上 , 为应对包括“ 城市建设的重要课题 ”在
内的各种问题 , 将 5 个“ 城市建设的方向性”以及推进其实施的“支援
城市建设的力量 ”赋予重要地位。根据这些“ 城市建设的方向性 ”，切
实推进各领域政策的实施。

各领域计划
根据“城市建设的方向性”，阐述各政策领域的现状、存在课题以及今后政策实施的方向性。

　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人口减少与少子超老龄化加剧，单纯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建

设将会显现其局限性， 

　因此今后，城市建设的观念将会回到由市民解决城市问题等，自己的城市自己

建设这个市民自治的出发点，转向“市民人人参与城市建设”。

　也就是说，通过政府的协调，使市民每个人的活动以及互相之间的协作转换成

城市建设的巨大力量。市民、团体、企业、大学等与政府一起，成为城市建设的主体，

分担责任，相互协作。以此，逐步培育“城市建设的潜在力量”，以支撑未来城市建设。

关于“支撑城市建设的力量” 

充分利用良好的绿化环境及水边资源，建设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城市

人人相互扶持带来安详平和，建设温馨城市

建设拥有丰富心灵，衍生新型价值的城市

人才、物资、信息相连相通，建设生活基础设施完善安全舒适的城市

建设人才汇聚勤奋工作，充满魅力与活力的城市

支援城市
建设的力量
由各方参与者
携手交织成的

“城市建设的潜在力量”

方向性1
充分利用良好的绿化

环境及水边资源，建设与
自然和谐共存的城市

方向性2
人人相互扶持带
来安详平和，
建设温馨城市

方向性5
建设人才汇聚勤奋
工作，充满魅力与
活力的城市

方向性4
人才、物资、信息源源
不断，建设生活基础设施
完善安全舒适的城市

方向性3
建设拥有丰富心灵，
衍生新型价值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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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性

方向性

方向性

方向性



政策实施的
方向性

１　创造安全、安心的中央区
２　创造相互扶持、适合居住的中央区
３　创造能够代表千叶、有魅力的中央区
４　创造充满活力与繁荣的中央区
５　通过市民齐心协力建设中央区

能感受到市中心的繁华
与人间温情的街区  中央区

中央区基本规划
区的未来蓝图

政策实施的
方向性

１　自然环境良好与文化气息浓厚的街区
２　充满儿童与老年人笑容的街区
３　安全与安心的街区
４　心灵相通的街区
５　充满繁荣与活力的街区

市民齐心协力建设
河流、绿地与笑容相互辉映的街区   花见川区

花见川区基本规划
区的未来蓝图

区基本规划的定位

　·市基本规划，提出了千叶市基本构想等基本理念及都市建设的
基本目标，指出了全市城市建设的方向性。

　·另一方面，区基本规划是根据市基本规划中的“城市建设的重要
课题”以及“城市建设的基本方针”等，并根据各区的特色及存在
课题，由市民身边的行政机关——区政府所制定出的应推行的
各项措施等。

区基本规划
为有效利用市民周围各区的特性，特制定了指明各区
城市建设方向性的区基本规划。

花见川区

稻毛区

美滨区

中央区

若叶区

绿区

市政运营的基本理念，
都市建设的基本目标

基本构想

市政运营的
中长期方针

市基本规划

基本规划

区基本规划

区内城市建设的
方向性



政策实施的
方向性

１　以人为本  建设能够安心生活 安全的街区＜安全·安心＞
２　建设心灵丰富 相互扶持 福利的街区＜福利＞ 
３　保护自然与环境 建设绿意盎然 适合居住的街区＜环境＞
４　建设扎根于本地区 充满活力的产业街区＜产业＞
５　重视传统、文化等地域资源  个人、地区、学校开展广泛交流
　　建设齐放异彩的街区＜文化·教育＞

充满关怀与微笑
人、地区与文化相互交流  文教区  稻毛区

稻毛区基本规划
区的未来蓝图

政策实施的
方向性

１　由居民每个人参与的街区建设
２　相互扶持、相互守护的街区建设 
３　生活安心、便捷的街区建设 
４　充满热爱与骄傲的街区建设

合理利用丰富的自然环境与地域资源 
拥有魅力、活力与骄傲的街区  若叶区

若叶区基本规划
区的未来蓝图

政策实施的
方向性

１　建设不分年龄，互相交流，互相帮助的街区
２　建设合理利用绿地的街区
３　建设易于养育孩子的街区 
４　建设生活便利，希望继续居住的街区
５　建设合理利用地域特色的街区

合理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地区特点　
互相帮助  希望继续居住的街区  绿区

绿区基本规划
区的未来蓝图

政策实施的
方向性

１　合理利用海岸 建设繁荣的街区
２　建设有魅力，居住舒适的街区
３　建设生机勃勃，能够安全、安心生活的街区
４　建设人与人之间、组织之间广泛交流的街区

拥有美丽海岸与各种交流频繁 
合力创造繁荣与充满活力的街区  美滨区

美滨区基本规划
区的未来蓝图

～以成为希望居住街区，希望一直居住街区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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