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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来建设！千叶市的未来
　　每一位市民都来想象一下想实现的城市应有姿态，面向目标，大家一起前进，

这将将成为“推动城市建设的力量”。

　　为了建设千叶市的未来，大家一起来考虑一下有什么具体行动可以做的吧。



　　少子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全球变暖导致气候异常风险加大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

受此种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的未来难以预测。

　　面对这样的环境，为了把我们的千叶市建设成为一个更加美丽宜居的城市，我们制定了

这个放眼 10年后的城市建设基本方针，这就是《千叶市基本规划》。

　　千叶市所在地，从绳文时代起，就早已有

人生活于此。经过长久发展，千叶市逐渐成长

为一个约 98 万市民安居乐业的大城市，在这个

过程中积累形成的我们应该传承下去的城市特

性就是“城市宝藏”。

基本构想
　　作为市政运营的准则，《基本构想》明示出即使在变化激烈的时代，依然

恒久不变的城市建设基本理念，目标以及城市的理想形态。 基本规划
　　为了实现《基本构想》中制定的基本目标等，《基本规划》明示出城市建设的

基本方针以及今后市政工作的方向性等。

实施计划
为了有计划地推进基于《基本规划》的城市建设，《实施计划》明示出各项具体方案。

千叶市的“宝藏”有什么呢？千叶市基本规划是什么？

　　在千叶市，有很多像加曾利贝

冢的贝冢，表明了在绳文时代这里已

经是自然环境良好的地方。即使是现

在，市内有可以进行海水浴的海滩，

内陆地区有郁郁葱葱的小山，稻田河

川等，环境优美。

　　千叶市有多条铁路与高速公路汇集，是千叶县的中心

地区，从县内各地到千叶市非常方便，人们汇聚于此工作学

习购物。形成了以千叶市为中心的生活圈与经济圈，孕育出

多元的交流。

　　千叶市是日本民间航空发祥之地，也是日本重工业发展的奠基之地。

　　为文物保护方法带去巨大影响的加曾利贝冢保存活动、利用国家战

略特区制度实际验证新技术等，作为一个喜欢挑战新事物的城市，这种

精神将永续传承。

基本构想

各部门计划

根据

合作

基本规划

实施计划

基本理念
以人为本 市民生活优先

基本目标
人与城市 生机勃勃幸福无限的城市

城市的理想形象
①自然环境良好的城市  千叶市

②能健康、安心地生活的城市 千叶市

③安全舒适的城市 千叶市

④能提升创新能力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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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2

03

04

05
开拓未来 作为“挑战城市”的自豪计划期间 :10年

（2023年度～ 2032年度）

※兼人口愿景与综合战略

计划期间 :3年

从远古的绳文延续至今的丰饶
大自然

　　千叶市气候温暖，人员往来频繁，是个繁荣的商业城市。明治

之后，更成为千叶县中心。二战后的高度经济增长期，大量人口从

全国各地流入定居于此。

　　多元交流和城市变化当中，培育出心胸宽广的市民气质，直至

现在也依然脉脉传承。

温暖气候与多元交流培育出心胸
宽广的市民气质。

　　在千叶市，工作岗位多，很多人都在此居住，工作。另外，享受

学习、文化艺术体育的场所也很多，而海边与内陆地区自然环境优

越，是个方便悠然的宜居城市。

工作、生活设施齐备 因便利性与
悠然带来的松裕感

多元交流产生节点，节点带出
多元交流

※人口愿景与综合战略 :目标人口愿景以及为达标应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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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发展 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市总人口于2020年代前期将达到
顶峰，之后转向人口减少。
　　根据预测劳动力人口将减少，65岁
以上人口将大幅度增加，为此有必要考虑
将来真正人口减少时将发生的各种问题。

　　AI等科技的飞跃性发展，将实现每位市民都能更
方便的生活。另外，人们期待通过电子化解决社会课
题，为此需要打造、完善一个让所有市民能够享受其
恩惠的环境。

　　因地球变暖导致气候激烈
变化，从而引发的风害水害；
首都垂直型地震，新冠肺炎等
传染病等等，为此有必要推进
能应对这些风险的城市建设。

　　除了地球规模的问题，我们还面临着少子老龄化、贫富差距加大等各种各样的
社会问题。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实现全
体市民“一个也不落下”的社会，需要
大家的合作和努力。

千叶市的目标是什么？

市民各尽其才  城市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千叶市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将从以下 4个战略角度开展工作。 

2040 年将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社会呢？

人口的变化1

3 4

灾害等风险增加2

10 年后
千叶市应有的姿态

千叶市历史悠久，生活在这里的我们必须要进一步提高地方的经济实力和魅力，并让下一代传承下去。

大家一起来认识10年后千叶市的愿景，共同来参与城市建设吧。

每3人中就有1个
老年人

※inclusive 通常被翻译成“犹如包裹起来”。 

inclusive 城市建设就是，旨在创建一个不管

属性如何，“每位市民都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各

尽所能”、全体市民“一个也不落下“的城市。

展望百年后
可持续发展的
城市建设

联系世界
充分利用多样性的
inclusive※城市建设

充分利用城市功能
集聚优势
盘活地区经济与
社会

创造与利用闲暇

富有创意的

城市建设

千叶市总人口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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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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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见川区

稻毛区

若叶区

美浜区

中央区

绿区

花见川区

美浜区

中央区

稻毛区

我们所住的区的
目标是什么呢？

　　在整个城市内，与千叶市的根基即良好的绿化与水岸环境共存，通过提供紧贴地区的生活

服务以及优化公共交通服务，旨在实现“千叶市网络型紧凑城市”，保障多样化的经济活动与

市民的生活正常进行，即使人口减少和少子老龄化问题不断恶化，市民也能安心生活。

要打造怎样的一个城市？

　　根据 4 个战略性角度，充分利用与发挥各

个区的特征，提高各区的魅力，从而提升千叶

市整体的魅力和活力。

山林 田园

海滨

海边

制造业中心

东金 外房成田东葛

内房东京
城市 

河边河边 河边

※紧凑型加网络型城市:在维持地区活力的同时，集中建设医疗、福祉设施、商业设施、
住居等，市民通过公共交通往来于这些设施，是一个重新审视城市整体结构的战略构想。

～下总台地的绿风、东京湾的海滨、快来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千叶定居吧～

蓝图

千叶市网络型紧凑城市※
● 河川与花草等，缔造出充满自然气息、
安宁与润泽的生活

● 通过以花见川等为中轴的地区资源的
网络化，提供城市近郊型户外活动

● 利用距离高速公路出入口近的地理优
势，集聚产业，盘活地区经济

区的目标

方向性

被河川、绿化、花草包围的，安宁
与润泽的城区

跳动着学习与创造脉搏的文教城区

区的目标

方向性

● 建设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的居住与教育环境的文教之区

● 充分发挥教育机构林立的优势，打造一个能培养出多样化人才的人才教育基地。

● 充分利用地区特性，振兴农业，打造一个能近距离享受良好自然的环境

● 充分利用加曾利贝冢这一资源，继承与自然环境共同生存的精神

● 充分利用内陆部的地区资源，推动城市与农村的交流

共同生存的始点  洋溢着绳文时代气息 自然环境优美的城区

若叶区
区的目标

方向性

享受海滨  联系世界的城区

区的目标

方向性

● 充分发挥距离东京都近的地理优势，
打造富有魅力的城市型海滨

● 提供充分利用多样化实现包容性城市
的先驱型经验

● 以幕张新城市中心为核心，实施未来
技术，创造新的价值

人来人往，创造繁荣与文化的城区

区的目标

方向性

● 利用千叶县最主要的据点这一特性，在振兴广域地区经济中发挥作用。

● 通过集聚多种多样的城市功能，创造出更多的交流与繁荣。

● 发挥文化设施等集聚的优势，创造新的文化和培养新的接班人。

● 充分利用丰富的大自然与居住环境，达到自然环境与城市功能的和谐共处

● 充分利用广阔的空间，振兴产业，实现职场与住居相近的生活方式

● 充分利用昭和之森等资源，创造出多彩的活动

与乡村环境和谐共处的广阔舒适的城区

绿区
区的目标

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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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总台地的绿风、东京湾的海滨、快来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的千叶定居吧～

蓝图

千叶市网络型紧凑城市※
● 河川与花草等，缔造出充满自然气息、
安宁与润泽的生活

● 通过以花见川等为中轴的地区资源的
网络化，提供城市近郊型户外活动

● 利用距离高速公路出入口近的地理优
势，集聚产业，盘活地区经济

区的目标

方向性

被河川、绿化、花草包围的，安宁
与润泽的城区

跳动着学习与创造脉搏的文教城区

区的目标

方向性

● 建设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的居住与教育环境的文教之区

● 充分发挥教育机构林立的优势，打造一个能培养出多样化人才的人才教育基地。

● 充分利用地区特性，振兴农业，打造一个能近距离享受良好自然的环境

● 充分利用加曾利贝冢这一资源，继承与自然环境共同生存的精神

● 充分利用内陆部的地区资源，推动城市与农村的交流

共同生存的始点  洋溢着绳文时代气息 自然环境优美的城区

若叶区
区的目标

方向性

享受海滨  联系世界的城区

区的目标

方向性

● 充分发挥距离东京都近的地理优势，
打造富有魅力的城市型海滨

● 提供充分利用多样化实现包容性城市
的先驱型经验

● 以幕张新城市中心为核心，实施未来
技术，创造新的价值

人来人往，创造繁荣与文化的城区

区的目标

方向性

● 利用千叶县最主要的据点这一特性，在振兴广域地区经济中发挥作用。

● 通过集聚多种多样的城市功能，创造出更多的交流与繁荣。

● 发挥文化设施等集聚的优势，创造新的文化和培养新的接班人。

● 充分利用丰富的大自然与居住环境，达到自然环境与城市功能的和谐共处

● 充分利用广阔的空间，振兴产业，实现职场与住居相近的生活方式

● 充分利用昭和之森等资源，创造出多彩的活动

与乡村环境和谐共处的广阔舒适的城区

绿区
区的目标

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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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设呢？

为实现未来的千叶市

为了实现“市民各尽其才  城市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千叶市”的目标，市民们与团体、企业、大学、行政等携起手来，大家共同推进城市建设。

■ 　政策 1 　■ 　
11

环境与自然

22

政策
体系

政策
体系

政策
体系

应对气候变动，实现与丰富的自然环境共同生存的可持续发展城市

推动地球变暖对策
保护自然环境与生活环境
考虑环境负荷，减少垃圾排放量和正确处理

措施1

措施2

措施3

充实和强化消防能力
加强应对急救需求
推进预防火灾

措施1

措施2

措施3

推进风水灾害对策
切确完善和管理能对应地震等灾害的生活基础设施

措施1

措施2

充分利用和充实绿地与水岸
保护和打造绿地
保护和利用水岸环境

措施1

措施2

措施3

强化灾害应对体制
提高市民防灾意识和地区防灾能力

措施1

措施2

33

11

环境与自然

22 33 44 77 8855 66

遵循城市建设基本方针，从 8个领域，打造领域之间的合作，推进城市建设。

安全与安心 健康与福祉 儿童与教育 地区社会 文化艺术与
体育运动

城市与交通 地区经济

推动脱碳化等保护地球环境，
创造可持续发展社会

■ 　政策 2 　■ 　 打造可亲近绿地与水岸，能让人产生眷念故土之
情的环境

■ 　政策 1 　■ 　

应对灾害等各种风险，实现可安全与安心地生活的城市

完善抗灾害城市的基础 ■ 　政策 2 　■ 　 通过多样化主体的合作，提高防灾能力

安全与安心

■ 　政策 3 　■ 　 充实与强化消防与急救体制 ■ 　政策 4 　■ 　 守护安全安心的市民生活

打造一个充满朝气，人人健康，安心生活的城市

健康与福祉

推进防止犯罪对策
推进交通安全
稳定和提高消费生活

措施1

措施2

措施3

促进对残疾人的理解和残疾人的社会参与
建立一个人们可以在社区中独立生活的环境
加强对残疾儿童及其家庭的支持
加强对心理健康的咨询和支援体系

措施1

措施2

措施3

措施4

开展促进市民健康运动
充实医疗提供体制
完善安全安心的生活、卫生环境

措施1

措施2

措施3

建立生活目标和促进参与社会 
构建让市民安心生活的社区环境 
建设与痴呆症共存的社会
建立护理保险服务提供体系

措施1

措施2

措施3

措施4

■ 　政策 1 　■ 　 创建一个可健康生活的社会 ■ 　政策 2 　■ 　 打造一个老年人也可积极发挥作用的社会

■ 　政策 3 　■ 　 创建一个共生社会，让残疾人和非残疾人都可以按照
自己的方式生活 ■ 　政策 4 　■ 　 创造一个让每位市民和社区共同建设生活和生活

目标的社会

相互扶持，推动活力社区建设
构建完善的支援体系

措施1

措施2

“推动城市建设的力量”
　　以市民为首的多样化主体的进一步合作、以及重新评估公共与个人

的职责分担，通过以上两点，打造一个多样化主体能挑战参与城市建设

的环境。

“4个战略视角”
●展望百年后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设

●创造与利用闲暇 富有创意的城市建设

●联系世界   充分利用多样性的 inclusive 城市建设

●充分利用城市功能集聚优势  盘活地区经济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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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城市建设基本方针，从 8个领域，打造领域之间的合作，推进城市建设。

安全与安心 健康与福祉 儿童与教育 地区社会 文化艺术与
体育运动

城市与交通 地区经济

推动脱碳化等保护地球环境，
创造可持续发展社会

■ 　政策 2 　■ 　 打造可亲近绿地与水岸，能让人产生眷念故土之
情的环境

■ 　政策 1 　■ 　

应对灾害等各种风险，实现可安全与安心地生活的城市

完善抗灾害城市的基础 ■ 　政策 2 　■ 　 通过多样化主体的合作，提高防灾能力

安全与安心

■ 　政策 3 　■ 　 充实与强化消防与急救体制 ■ 　政策 4 　■ 　 守护安全安心的市民生活

打造一个充满朝气，人人健康，安心生活的城市

健康与福祉

推进防止犯罪对策
推进交通安全
稳定和提高消费生活

措施1

措施2

措施3

促进对残疾人的理解和残疾人的社会参与
建立一个人们可以在社区中独立生活的环境
加强对残疾儿童及其家庭的支持
加强对心理健康的咨询和支援体系

措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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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促进市民健康运动
充实医疗提供体制
完善安全安心的生活、卫生环境

措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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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 3 　■ 　 创建一个共生社会，让残疾人和非残疾人都可以按照
自己的方式生活 ■ 　政策 4 　■ 　 创造一个让每位市民和社区共同建设生活和生活

目标的社会

相互扶持，推动活力社区建设
构建完善的支援体系

措施1

措施2

“推动城市建设的力量”
　　以市民为首的多样化主体的进一步合作、以及重新评估公共与个人

的职责分担，通过以上两点，打造一个多样化主体能挑战参与城市建设

的环境。

“4个战略视角”
●展望百年后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设

●创造与利用闲暇 富有创意的城市建设

●联系世界   充分利用多样性的 inclusive 城市建设

●充分利用城市功能集聚优势  盘活地区经济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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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77

88
55

66

政策
体系 加强孕前到育儿期的支援

充实保育环境，让养育孩子变得轻松起来
加强对处境困难的儿童和家庭的支持
加强防止虐待儿童的措施
加强对残疾儿童及其家庭的支持（再次提出）

措施1

措施2

措施3

措施4

措施5

加强通向未来的学习
改善支持学习的教育环境
加强对校园生活的支持
增加孩子们放学后去处，丰富各种体验活动
和运动。
培养儿童和青少年在社会中思考和行动能力

措施1

措施2

措施3

措施4

措施5

■ 　政策 1 　■ 　 创造舒适环境，让生育和养育孩子变得轻松起来 ■ 　政策 2 　■ 　 培养能够能动地开创未来的孩子 政策
体系 推进魅力舒适的城市建设

提高 3个城市中心的魅力
发掘和利用地区资源
深化广域合作

措施1

措施2

措施3

措施4

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公共交通网络
建设道路网络
完善安全与安心的出行环境

措施1

措施2

措施3

■ 　政策 1 　■ 　 推进可持续发展充满魅力的城市建设 ■ 　政策 2 　■ 　 完善网络，提升整个城市格局

推进发展智能城市
加快新技术、新机制的应用

措施1

措施2

完善居住环境和生活基础
推进可持续的上下水道事业

措施1

措施2

■ 　政策 3 　■ 　 充分利用科技力量，促进城市发展 ■ 　政策 4 　■ 　 打造支撑生活的基础

政策
体系 培养地区经济的中坚力量

强化经营能力，确立可持续发展的地区经济
切实保障以及扩大雇佣，加强培养人才
加强产业界学界政府等的联系

措施1

措施2

措施3

措施4

提高旅游观光资源的价值
推进会展（MICE）产业的发展

措施1

措施2

■ 　政策 1 　■ 　 支持与培养地区产业 ■ 　政策 2 　■ 　 通过振兴旅游业、推进会展（MICE）产业发展，
提高城市的魅力

农业成长的产业化
确保和培养农业的中坚力量
保护和利用农业与森林所拥有的多方面功能

措施1

措施2

措施3

■ 　政策 3 　■ 　 扶持农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政策
体系 促进利用多样性，建设包容性社区

实现多种文化共同生存的社会

措施1

措施2

促进以市民为主导的可持续社区建设
通过终身学习推动社区活动发展

措施1

措施2

■ 　政策 1 　■ 　 创造一个人人都可舒展自己个性并发挥积极作用的环境 ■ 　政策 2 　■ 　 通过不同实体之间的合作，促进社区发展

政策
体系 创造和支援文化艺术活动

保护和利用文化财产

措施1

措施2

促进和支援市民体育活动
发展以体育运动为核心的地区经济

措施1

措施2

■ 　政策 1 　■ 　 创造一个能孕育出和发展文化艺术的环境。 ■ 　政策 2 　■ 　 创造让市民能轻松地参与体育运动的环境

儿童与教育

打造一个能培养出勇于开拓未来、富有理想和关爱心儿童的城市 建设一座让市民生活舒适，交流活跃，并能感受城市魅力，产生眷念故土之情的城市。

培养支撑地区经济的产业与人才，打造可产生新价值的城市

地区社会

积极利用多样性，实现一个市民共同推进社区建设的地区社会

文化艺术与
体育运动

建造一个市民的文化艺术体育运动蓬勃发展，具有丰富创造性的城市

城市与交通

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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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个能培养出勇于开拓未来、富有理想和关爱心儿童的城市 建设一座让市民生活舒适，交流活跃，并能感受城市魅力，产生眷念故土之情的城市。

培养支撑地区经济的产业与人才，打造可产生新价值的城市

地区社会

积极利用多样性，实现一个市民共同推进社区建设的地区社会

文化艺术与
体育运动

建造一个市民的文化艺术体育运动蓬勃发展，具有丰富创造性的城市

城市与交通

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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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市基本规划

精简版

市民各尽其才
城市与自然和谐共存的
千叶市

2023 年度至 2032年度

计划的详细可上
千叶市官网查询

大家一起来建设！千叶市的未来
　　每一位市民都来想象一下想实现的城市应有姿态，面向目标，大家一起前进，

这将将成为“推动城市建设的力量”。

　　为了建设千叶市的未来，大家一起来考虑一下有什么具体行动可以做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