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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产业发展·创造项目 学习·育儿环境创造项目

地区产业活力创造项目

山梨创生推进项目 安全安心·交流基础创造项目

不断推进行政财务改革

　为强化在新地区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通过提高能源、人才供应能力，灵活运用本县优势创造新产业

等措施，维持并发展基础产业，扩大事业领域。

　为消除因人口减少而导致的负面影响并引导逐步走向良性循环，县将积极发挥触媒作用，强化多样性的主体

协作，同时全力推动地方创生的措施。

　为培育肩负山梨未来的人才，建设供所有人安心积极生育的育儿环境，打造以主动学习为核心的教育环境。 　对应频发的自然灾害与公共交通的薄弱化等状况，整修社会基础设施以便在灾害发生时维持企业活动与日常

生活，通过强化地区内的公共交通网络等，实现安全安心且交流旺盛的基础建设。

　为切实推动“活力山梨项目”，努力把握县民需求，积极果断地进行人才培育和组织建设，确保健

全、可持续发展的财政运营等，不断推动行政财务改革。
　为在县内推进充满活力的地区建设，加强农林水产与加工业、观光业等各产业间、县内各地区间以及产学官金

（产业、教育、政府、金融）等的协作，创造个性丰富、发展潜力巨大的地区产业。

【观光】
 制定并推进实现观光产业活性化的新企划
 提高并灵活运用世界遗产富士山等观光资源的魅力

【森林】
 通过合理的森林整修来保护健全的森林资源
 普及县产FSC认证木材，积极引进CLT方式等

【农业·农业山村】
 设置面向东南亚的县产农产品销售据点
 打造农产品品牌，开发原创品种
 消除耕作废弃土地，推进耕地积累
 支援新型农业就业，推进企业的农业参与

【地方产业】
 打造珠宝、葡萄酒、纺织品品牌，扩大销路
 提高中小企业的设计能力，支援人才的培育

【商业】
 使与市町村等合作的商业街再次充满活力
 对甲府站南口周边地区及甲府城周边地区等进行整修

【出产·育儿】

 打造合作育儿社会
 消除与减轻产前产后和育儿产生焦虑与负担
 第2胎以后保育费全免
 营造支援年轻人的整体社会环境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教育】

 推进提高学习能力的相关措施
 推进少人数教育、并针对校园霸凌、逃课等现象出
台政策

 推进魅力校园建设，培养国际型人才
 家庭、地区、学校携手合作，推进人才培养
 实现残障儿童学生的自立与社会参与

【体育·文化】

 打造任何人均可参与的体育环境
 积极宣传本县引以为傲的历史文化

健康·舒适环境创造项目

　为应对90岁寿命的时代，在习惯居住的地区建设可安心生活的社会，充实县民医疗保障，创造再学习与发展的

机会。此外，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环境，创造对大都市圈居民充满魅力的生活、工作形态。

【生涯现役】
 通过与相关机构协作，提供再学习或职业训练等机会
 活用高龄者知识经验，提供展示机会

【安心】
 建设地区全体支持高龄者的机制
 应对障碍与重病等，对可安心居住的自立生活予以支援
 制定消费者基本计划，综合推进政策实施

【健康·医疗】
 为延长健康寿命，预防生活习惯病及重症化
 确保医生人数，消除偏差不均
 推进癌症等疾病的治疗

【生活·工作形态】
 打造磁悬浮环境下的未来城市
 强化促进移居、常住的洽询支援

【景观·环境】
 培育地区景观领路人，规范户外广告
 推进自然环境的保护及地球温暖化对策、废弃物对策

主要措施

【基础产业】

 积累燃料电池、医疗机器等新产业及成长产业
 修建智能工业园区

【能源】

 向县内企业提供低价稳定的电力
 导入高效发电系统、开发蓄电系统

【人才】

 在工科高校设置专业学科
 为地区产业充实人才供应体制
 保障并留住专业型人才
 通过奖学金促进技术性人才在县内就职

【中小企业】

 制定中小企业等振兴条例，综合推动政策实施
 整顿创业环境，发掘并保护知识产权

【地区创生】

 县人口方针及综合战略的制定与推进
 国际综合战略的制定与有效推进
 举办在县政运营中融入全新创意的“山梨未来会议”
 灵活运用山梨县大村智人才培育基金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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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措施 主要措施
【灾害对策】

 推进强韧的县土建设及公共设施的长寿命化发展
 加强灾害时的信息传达基础
 通过防灾训练等强化地区防灾能力
 推进富士山火山喷发对策
 实施本县独有的受灾者生活支援措施

【交通网】

 整修干线道路网络
 整修促进高速公路等
 整修促进磁悬浮中央新干线
 整修作为新大门的磁悬浮车站周边
 加强磁悬浮开通后向全县的波及效果
 再编整备高便捷性的公共交通网络

【县政府改革】

 培养利于政策实施的人才，对事务事业进行重新规划
 强化宣传普及功能；广泛聆听县民之声
 探讨个人编号制度的独自利用
 推进公共数据的民间开放（开放数据）

【县财政运营】

 推进税收确保对策
 计划性削减县债务等余额
 发行县民可购买的市场公募地方债券

主要措施

主要措施

　本县总人口在2000年9月达到单月记录最高值，但其后开始减少， 2016年1月仅为83万多人，长此以往，将对

地区经济和福利服务等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本县将充分利用临近东京圈这一天然地理条件的优越性，发挥磁悬浮中央新干线等的整备效果，采取

多项举措维持并提高地区活力，从而确保2060年的县人口数量达到75万。此外，努力使常住人口及与本县相关

的“流动人口”，即“山梨共生·合作人口”达到100万人。

创建 扎根 地区的

新 型 雇 用

培 育 肩 负 山 梨

未 来 的 人 才

创 建 有 益 生育、

育儿的 舒 适 环 境

促进人口流动，

创 生 地 区 经 济

创 建 面 向 未 来 的

活 力 型 社 会

雇用

地区

育儿
环境

人才

人口
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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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特殊出生率

搬出人数搬入人数

1.6

增加10%

（2019年）

（2019年）

1.43（2014年）

14,593人（2014年）

12,029人（2014年） （2019年）
减少10%

山梨县城市·人口·工作创生人口方针（2015年9月制定）

山梨县城市·人口·工作创生综合战略（2015年12月制定）

低价的电力供给量企业创立件数
（累计）

县内大学等毕业生的
县内就业率

新开业·创业件数
（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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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习能力调查
全国平均值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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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2014年）

男性产假取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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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2年）

地区育儿支援据点设施
设置点数（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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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体育实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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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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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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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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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税征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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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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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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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82.7%（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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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产业发展·创造项目 学习·育儿环境创造项目

地区产业活力创造项目

山梨创生推进项目 安全安心·交流基础创造项目

不断推进行政财务改革

　为强化在新地区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通过提高能源、人才供应能力，灵活运用本县优势创造新产业

等措施，维持并发展基础产业，扩大事业领域。

　为消除因人口减少而导致的负面影响并引导逐步走向良性循环，县将积极发挥触媒作用，强化多样性的主体

协作，同时全力推动地方创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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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通过强化地区内的公共交通网络等，实现安全安心且交流旺盛的基础建设。

　为切实推动“活力山梨项目”，努力把握县民需求，积极果断地进行人才培育和组织建设，确保健

全、可持续发展的财政运营等，不断推动行政财务改革。
　为在县内推进充满活力的地区建设，加强农林水产与加工业、观光业等各产业间、县内各地区间以及产学官金

（产业、教育、政府、金融）等的协作，创造个性丰富、发展潜力巨大的地区产业。

【观光】
 制定并推进实现观光产业活性化的新企划
 提高并灵活运用世界遗产富士山等观光资源的魅力

【森林】
 通过合理的森林整修来保护健全的森林资源
 普及县产FSC认证木材，积极引进CLT方式等

【农业·农业山村】
 设置面向东南亚的县产农产品销售据点
 打造农产品品牌，开发原创品种
 消除耕作废弃土地，推进耕地积累
 支援新型农业就业，推进企业的农业参与

【地方产业】
 打造珠宝、葡萄酒、纺织品品牌，扩大销路
 提高中小企业的设计能力，支援人才的培育

【商业】
 使与市町村等合作的商业街再次充满活力
 对甲府站南口周边地区及甲府城周边地区等进行整修

【出产·育儿】

 打造合作育儿社会
 消除与减轻产前产后和育儿产生焦虑与负担
 第2胎以后保育费全免
 营造支援年轻人的整体社会环境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教育】

 推进提高学习能力的相关措施
 推进少人数教育、并针对校园霸凌、逃课等现象出
台政策

 推进魅力校园建设，培养国际型人才
 家庭、地区、学校携手合作，推进人才培养
 实现残障儿童学生的自立与社会参与

【体育·文化】

 打造任何人均可参与的体育环境
 积极宣传本县引以为傲的历史文化

健康·舒适环境创造项目

　为应对90岁寿命的时代，在习惯居住的地区建设可安心生活的社会，充实县民医疗保障，创造再学习与发展的

机会。此外，充分利用丰富的自然环境，创造对大都市圈居民充满魅力的生活、工作形态。

【生涯现役】
 通过与相关机构协作，提供再学习或职业训练等机会
 活用高龄者知识经验，提供展示机会

【安心】
 建设地区全体支持高龄者的机制
 应对障碍与重病等，对可安心居住的自立生活予以支援
 制定消费者基本计划，综合推进政策实施

【健康·医疗】
 为延长健康寿命，预防生活习惯病及重症化
 确保医生人数，消除偏差不均
 推进癌症等疾病的治疗

【生活·工作形态】
 打造磁悬浮环境下的未来城市
 强化促进移居、常住的洽询支援

【景观·环境】
 培育地区景观领路人，规范户外广告
 推进自然环境的保护及地球温暖化对策、废弃物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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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产业】

 积累燃料电池、医疗机器等新产业及成长产业
 修建智能工业园区

【能源】

 向县内企业提供低价稳定的电力
 导入高效发电系统、开发蓄电系统

【人才】

 在工科高校设置专业学科
 为地区产业充实人才供应体制
 保障并留住专业型人才
 通过奖学金促进技术性人才在县内就职

【中小企业】

 制定中小企业等振兴条例，综合推动政策实施
 整顿创业环境，发掘并保护知识产权

【地区创生】

 县人口方针及综合战略的制定与推进
 国际综合战略的制定与有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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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措施 主要措施
【灾害对策】

 推进强韧的县土建设及公共设施的长寿命化发展
 加强灾害时的信息传达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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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性削减县债务等余额
 发行县民可购买的市场公募地方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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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县总人口在2000年9月达到单月记录最高值，但其后开始减少， 2016年1月仅为83万多人，长此以往，将对

地区经济和福利服务等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本县将充分利用临近东京圈这一天然地理条件的优越性，发挥磁悬浮中央新干线等的整备效果，采取

多项举措维持并提高地区活力，从而确保2060年的县人口数量达到75万。此外，努力使常住人口及与本县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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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生 地 区 经 济

创 建 面 向 未 来 的

活 力 型 社 会

雇用

地区

育儿
环境

人才

人口
流动

21

3

4

5

6

合计特殊出生率

搬出人数搬入人数

1.6

增加10%

（2019年）

（2019年）

1.43（2014年）

14,593人（2014年）

12,029人（2014年） （2019年）
减少10%

山梨县城市·人口·工作创生人口方针（2015年9月制定）

山梨县城市·人口·工作创生综合战略（2015年12月制定）

低价的电力供给量企业创立件数
（累计）

县内大学等毕业生的
县内就业率

新开业·创业件数
（累计）

4亿7千万65

50.0 290

kWh
（2019年）

件
（2019年）

％
（2019年） 件

（2019年）
44.2%（2014年）

观光游客接待量

木材生产量

贵金属产品销售额·
全国份额

观光消费额

农业生产额

3,143

310

30.0

4,102

950

万人
（2019年）

千m3

（2019年）

％
（2018年）

亿日元
（2019年）

亿日元
（2019年）

3,002万人（2014年）

156千m3（2014年）

28.3%（2013年）

3,573亿日元（2014年）

876亿日元（2014年）

与学习能力调查
全国平均值的比较

超过100 ％
（2019年）

99.3%（2014年）

男性产假取得率

10.0 ％
（2018年）

1.6％（2012年）

地区育儿支援据点设施
设置点数（总计）

74 处
（2019年）

65处（2014年）

成年人体育实施率

80.9 ％
（2019年）

77.6％（2014年）

支援育儿的企业数量
（总计）

352 家
（2019年）

277家（2014年）

高龄者就业率

医生人数

县内护理设施的
护理职员人数

借由山梨生活支援
中心帮助而移居的
人数（累计）

26.0

1,990

13,283

1,300

％
（2019年）

人
（2018年）

人
（2018年）

人
（2019年）

20.6%（2014年）

1,840人（2012年）

10,737人（2013年）

磁悬浮车站30分钟
生活圈的人口覆盖率

管理层以上的
女性职员比率

县债务等余额的削减
（除临时财政对策债务等）

71.4

16.0

–750

％
（2019年）

亿日元
（2019年）

62.5%（2014年）

8.6%（2014年）

消防队员的充足率抗震化比例（桥梁）

100％
（2019年）

巴士运输人员

1,047 万人
（2018年）

1,014万人（2013年）

92.5%（2014年）78.3%（2014年）

94.0

％
（2019年）

％
（2019年）

县税征收率
％
（2019年）

97.5%（2014年）

98.0

县保管数据的
公开数量（累计）

件
（2019年）250

抗震化比例（住宅）

88.8 ％
（2019年）

82.7%（2014年）



概要版

活力山梨

综合计划

山梨县

新地区建设的基本战略

“活力山梨综合计划”是指

建设“精彩安心的铂金社会”

山梨县　综合政策部 政策企划科
邮政编码：400-8501山梨县甲府市丸之内一丁目6番1号
电话：055-223-1553 传真：055-223-1776

咨询处

山 梨 创 生

推 进 项 目

1 学 习·育 儿
环 境 创 造
项 目

4

基 础 产 业
发 展 ·
创 造 项 目

2 健 康 ·
舒 适 环 境
创 造 项 目

5

地 区 产 业
活 力 创 造
项 目

3 安 全 安 心·
交 流 基 础
创 造 项 目

6

能源供应力

景观·农业力 安心
·防
灾力

在地区创生时代独占鳌头的新型县政府运营基本方针

为创造崭新地区社会打下坚实基础的第1阶段计划

人与信息的

交流密度

飞跃提高

最大限度发挥磁悬浮中央新干线带来的飞跃性优势的地区创造计划理想的地区社会“精彩安心的铂金社会”
＜理想形态＞生活充满活力、热情活动与交流的舞台

■100万人城市·山梨■

地区经济的活性化

临近东京圈的
地理条件

磁悬浮中央新干线带来的
交通设施的飞跃性提高

充满魅力、自然环境优越的
地区资源

创造稳定的雇用环境

通过全体县民的参与来建设新的地区社会

 《活力山梨》 

让生活更加便捷

〈价值与安心感的源泉〉

支撑山梨的
3大力量

计划构成

长期展望

●理想的地区社会（21世纪后半叶左右）
●值得期待的本县未来展望（2030年左右）

措施计划

●计划期间：2015年度（平成27年）～2019年度（平成31年）
●计划期内实施的主要措施、事业内容及工程项目等

21世纪后半叶左右

2030年左右

2015～19年度

磁悬浮中央新干线开通后，甲府

与东京都中心仅距25分钟（与新

横滨相同），从中京圈、关西圈

可轻松实现当日往返的旅行。

此外，前往主要机场的时间也大

幅缩短。

埼玉
（大宫）

松户

船桥
国分寺

甲府

横滨

东京都中心25分钟通勤圈的主要城市

磁悬浮中央新干线开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

【成为地区经济原动力的力量】

强化县内的能源供应力，通过确保低

价且稳定的能源供给，可逐步实现充

满活力的地区经济和生气勃勃的县民

生活。

【成为地区魅力源泉的力量】

通过强化各产业和各地区之间的协

作，持续发展以农业为代表、充满本

县个性的地区产业，来打造引人入胜

的美丽农村景观并创造新价值，提高

本县魅力。

【守护生活与经济活动的力量】
切实推进面向未来的自然灾害防备工

作，同时，通过地区、企业与行政等

的一体化发展，使教育、育儿、医疗

福利等更加协调而充实，推进地区建

设，以供所有人安心生活。

能源供应力 景观·农业力 安心·防灾力

支撑山梨的3大力量

·世界遗产富士山

·南阿尔卑斯生物圈保护区

·富士山（海拔日本第一）、北岳（第2

位）、间之岳（第3位）、仙丈岳、甲斐

驹之岳、八之岳、凤凰山、金峰山、甲

武信岳、瑞墙山、大菩萨岳、云取山

·从东京：1.5小时→25分钟
·从名古屋：3.5小时→40分钟

·安心舒适生活的希望地区排名第1位

·葡萄（收获量第1）

·桃子（收获量第1）

·李子（收获量第1）

·每10a的农业生产所得为14.8万日元

（第2位）

·县政府所在地日照时间第1位

·森林面积中县有森林的比例：46%

（第1位）

·国际森林管理认证（FSC）：

全国认证面积的36%（第1位）

男性72.52年（第1位）
女性75.78年（第1位）

·保育所等待儿童0个
·第2胎以后保育费全免
·领先全国的少人数学级编制

·数控机器人（销售额第1位）

·领带（生产量第1位）

·电焊机的零部件等（销售额第1位）

·珠宝·贵金属（销售额第1位）

·名水百选3处、平成名水百选4处

·矿泉水生产量第1位

·图书馆：人口100万人63.0家
（第1位）
·博物馆：人口100万人33.8家（第2位）
·美术馆：因米勒作品而著名

东京都
中心

REFRESH

日本百名山多达12座

·以残疾人为对象的活动的行动者比

率（第1位）
·自然、环境保护活动的行动者比率

（第2位）

志愿者活动生气勃勃

安心舒适的生活

日照时间长

世界认可的重要地区

通过合理的森林管理保护景观

丰富的水资源甘甜清爽

磁悬浮的开通让交通更加便利

健康寿命日本第一

安心的育儿环境

通过图书馆等丰富文化生活

美味的水果数不胜数

·甲州水晶贵石精雕

·甲州印传

·甲州手雕印章

·本县特产葡萄“甲州”已在国际葡

萄与葡萄酒组织注册

·葡萄酒中首次以地名为标识，被国

税厅指定为“山梨”

通过优秀技术与人才打造的产业

品牌化的葡萄酒

高收益的农业生产

丰富的地方产业

发行：2016（平成28）年4月

http://www.pref.yamanashi.jp/

山 梨 县

PRODUCT AMENITY

当前所需时间

磁悬浮开通后

京都

5小时 1小时

5小时 1小时

4小时 2小时

4小时 2小时

3小时 3小时

3小时 3小时

2小时 4小时

2小时 4小时

1小时 5小时

1小时 5小时

京都

大阪

名古屋

名古屋 东京
（品川）

东京
（新宿）大阪

   伊势
中部国际机场

 伊势
中部国际机场

仙台
成田机场

　     仙台
成田机场

   羽田机场
横滨

羽田机场
  横滨

甲府

甲府

※（　）内为全国排名

※截至2016年2月的最新数据。

　灵活运用并提高“能源供应力”、“景观·农业力”、“安心·防灾力”这3项支撑山梨的力量，实现令所有县民

满怀希望、安心生活的“精彩安心的铂金社会”，通过全体县民的参与来开展6项活动。

搜 索

请稍许片刻，聆听山梨的傲人成果

Chokkura Yamanashi Jiman Demo Kiite Kuryooshi

［动词、助词］出发吧。在山梨优美的
自然环境中可令身心放松恢复活力。

［形容动词］状态良好的同义词。源自
临近东京圈、平衡完善的生活环境。

［动词］制造。KOSHIRAERU（制作、创作）的同
义词。源自山梨县内各种在全国引以为傲的产品。

向山梨出发

 Yamanashi Ni Ebeshi

其他山梨县名产丰富多彩

 Hoka Nimo Yamanashi Jiman Wa Datara taihen ［副词、形容动词］数量极多

美好的山梨

 Yamanashi Wa Iyanbee

山梨制造

 Yamanashi Ga Koseer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