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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创新海岸构想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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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辐射中心：2015年11月
启用

南相马市

中期储存设施：2015年3月
开始运入

大熊町
双叶町

环境创造中心：2016年7月
全面启用

三春町

除染：2023年12月
对特定回归居住区域启动除染工作

环境恢复情况

促进生活环境建设与移居

可再生能源的推进

◆特定复兴再生据点

2017年5月，日本政府修订了《福岛重建再生特别措施法》，在回
归困难区域内设立“特定重建再生据点区域”，以推动居民返乡与
重新定居。截至2023年11月，所有该类区域的避难指示已全面解除。

避难等情况

【出处】福岛县灾害对策总部
「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受灾状况快报」◆避难者人数的推移

浪江町：道之驿浪江 双叶町：站西住宅

富冈町：双叶医疗中心附属医院 大熊町：学舍梦之森

“未来工作福岛移居说明会”的情景

“移居试验之旅”现场

国道349号

（福岛复兴再生道路）
（川俣町大纲木工区）
2023年3月21日 完工

县道吉间田泷根线
（福岛复兴再生道路）

（广濑工区）
2024年4月13日 开通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磐城市：海岸堤防 新地町：钓师防灾绿地公园

动支撑重建的“福岛复兴再生道路”以及堤防、防灾绿地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一方面推动为避难人员营造返家环境，另一方面也致力于扩大相关人口与交流人口，并推动移居与定居。

福岛县农业经营与务农支援中心

农林渔业的状况

◆关于农产品的出口状况

◆主要农产品价格的推移以及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价格差异

出口情况相比震灾发生前有所改善，2023年度出口量创下历史
新高。另一方面，县产农产品价格虽呈回升趋势，但部分品类
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价格差异至今仍未恢复。

◆可再生能源引进目标
（力争于2040年左右达到100%）

观光、县产品的振兴 随着新冠疫情的结束，观光人潮逐渐回温。
2022年度的县产品出口金额创历史新高。

只见线 第一只见川桥梁

◆福岛县游客接待情况

地震受灾：须贺川市 海啸害受：浪江町
核事故：1号机厂房氢气
爆炸（2011年3月12日）

随着返乡环境的逐步完善，避难指示也陆续解除。
福岛县内外的避难人数已从高峰期的约16万人减少至约2万5千人。

避难指示区域及特定复兴再生据点的
避难指示解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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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馆村
2023年5月1日解除

约186公顷

浪江町
2023年3月31日
解除 约661公顷

大熊町
2022年6月30日解除

约860公顷

葛尾村
2022年6月12日解除

约95公顷

双叶町
2022年8月30日
解除 约555公顷

富冈町
2023年4月1日

2023年11月30日
解除 约390公顷

回归困难区域

避难指示已解除区域

原则上禁止进入与住宿

特定复兴再生据点（已解除）

(年)

图表来源：福岛县观光交流课“福岛县游客接待情况”

本项国家级计划旨在构建新兴产业基础，以恢复失去的滨通地区产业。
岛创新海岸构想推进机构在将该构想具体化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作为引领全球的“创造性复兴核心据
点”，福岛国际研究教育机构（F-REI）于2023年4月1日在浪江町成立。

以打造“可再生能源先导地区”为目标，福岛县正积极扩大再生能源的引进，
并推动迈向氢能社会的各项举措。

（年度）

（kg）

もも なし りんご かき 野菜類 米 薬用にんじん 牛肉 鶏肉 その他

(（単位：万人）

◆农林渔业人才的培养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2011年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记录下里氏规
模9.0的地震，是日本国内观测史上最大级别的地震之一。此次地震不仅造
成地震与海啸的灾害，还引发了核事故，导致周边居民被迫避难。

人的被害 【2025年2月1日現在】

■牺牲者 4,179人(其中震灾关联牺牲者:2,348人)

房屋受损  【截止2025年2月1日】

■全部毁坏 15,483栋 ■半毁 83,698栋

福岛县知事访问欧盟地区
的县产品进口企业

2023酿酒年度全国新酒评鉴会上，
福岛有18种品牌的酒获得金奖！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放射性物质的自然衰减，加上除染工作的持续进行,
福岛县大部分地区的空间辐射剂量率已大幅降低。

◆核能灾害

由于地震和海啸的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
的所有电力系统（包括应急电源）全部瘫
痪，导致反应堆冷却功能完全丧失。反应
堆受损后，大量放射性物质释放到大气中，
周边居民被迫长期疏散避难。

图片来源：福岛县警

事故前的样貌

◆地震灾害 ◆海啸害受

东日本大地震·原子能灾害传承馆

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
福岛可再生能源研究所

清洁发电会津木质
生物质发电站

郡山布引高原风力发电站

生物质研究据点

风力

绿色氢能巴士 于东京的氢能源利用

◆美丽的自然 ◆希望之旅 ◆促进县产品出口

福岛机场百万太阳能

太阳光

图片来源：东京电力控股

◆福岛县产品出口额推移

（年度）

(百万日元)

林业人才培养研修

为稳定渔业从业者的培训

※已追加在回归困难区域内于“2024年9月18日～10月11日
实施”的行车巡测结果。

◆基于福岛县环境辐射监测网格调查结果等的空间剂量率地图

范例
县厅、市町村政府

  主要道路
推测值(μSv/h)

0.0 - 0.1

0.1 - 0.2

0.2 - 0.3

0.3 - 0.4

0.4 - 0.6

0.6 - 0.8

0.8 - 1.0

1.0 - 1.2

1.2 - 1.4

1.4 - 1.6

1.6 - 1.8

1.8 - 2.0

2.0 – 2.5

2.5 – 3.0

3.0以上

◆六大重点领域 ◆福岛国际研究教育机构（F-REI）

JAEA楢叶远程技术开发中心

Ⅱ 机器人·无人机 Ⅲ 能源·环境·循环
再生

Ⅳ 农林水产业

ICT与机器人技术的运用

Ⅴ 医疗相关

福岛医疗器械开发支援中心

Ⅵ 航空宇宙

空中飞行汽车的开发
参与创新构想促进研讨会・
F-REI市町村座谈会（县南地区）

福岛氢能研究基地福岛机器人试验场 2023年4月 总部启用

Ⅰ 废炉

2025.3.24

福岛县企画調整部
復興･総合計画課

(TEL)024-521-7109迈向“新生福岛”的实现～复兴的轨迹～ (1/2)
★ …福岛国际研究产业都市构想相关信息

2025年3月24日

新生福岛复兴推进总部

县外避难者

县内避难者

避难场所不明者

酒类、加工食品等的出口额増加

酒类 加工食品 工艺品农畜产品

大米、蜜桃等出口量增长

震灾之后大约减少9成

县内能源需求 可再生能源引进目标

2023年度实绩
(最终确认值)54.9%

相较震灾前，
所占比例

会津
会津地区・南会津地区

冬季为积雪较多的地区。
四季分明是该地区的一大特点。

气候

文化
传统产业、农业和林业等十分兴盛，其中
还融入了各地区的特色。

中通
县北地区・县中地区・县南地区

气候

文化

有些盆地地区夏季潮湿闷热。冬季有一定
程度的积雪。

交通网络完善，是城乡共存的复合型地
区。

滨通
相双地区・磐城地区

气候

文化

夏季气温不算太高，冬季则是县内最温暖
的地区。几乎不会积雪。

氢能产业兴盛。作为国家项目的机器人
产业与可再生能源产业也备受瞩目。

福岛县

福岛县总面积为13,783平方公里
（日本第3大县）



大熊町

迈向“新生福岛”的实现 ～复兴的轨迹～ (2/2)

医疗…● 教育…● 福祉…● 商业…● 其他…●

饭舘村

葛尾村

川俣町

田村市

川内村

磐城市

2016.8 ●交流中心“Fure爱馆” 开馆
2016.9 ●医疗机构“饭舘诊所”恢复诊疗
2017.3 【除回归困难区域以外，避难指示解除】
2017.8 ●饭舘村道之驿 Madei馆 开馆【右图】
2018.4 【饭舘村特定复兴再生据点复兴与重建计划 认定】
2018.4 ●村内中小学校及认定儿童保育园复学复课
2018.9 ●社区巴士恢复运行
2020.4 ●义务教育学校(9年制)“饭舘希望之乡学园”建校
2023.5 【特定复兴再生据点及长泥曲田公园解除避难指示】
2024.7 ●农业研修馆Kirari 开业

2015.7  ●山木屋地区启动大型复兴太阳能发电工程
2016.10  ●山木屋诊所 恢复诊疗
2017.3  【避难指示全面解除】
2017.7  ●复兴据点商业设施“Tonya之乡”开业【右图】
2018.4  ●山木屋地区 中小学复学复课
2023.3  ●国道114号山木屋工区·国道349号大纲木工区 完成

2016.6  【除回归困难区域以外，避难指示解除】
2017.11  ●葛尾村诊所 恢复诊疗
2017.4  ●Maruichi商店 重新开张
2017.7  ●石井食堂、山崎Y商店Yamasa 重新开张
2018.4  ●村内中小学及幼儿园复学复课
2018.5  【葛尾村特定复兴再生据点复兴与重建计划 认定】
2018.6  ●葛尾村复兴交流馆“Azalea”开馆
2022.6 【复兴据点避难指示解除】
2024.3  ●葛尾村住宿交流馆“细流庄”内的“餐厅 政”开幕【右图】

2011.7 ●都路诊所、牙科诊所 恢复诊疗
2012.3 ●特殊养老院都路Madoka庄 重新开放
2014.4 【避难指示全面解除】
2014.4 ●都路町内中小学校复学复课
2014.4 ●公设商业设施“Domo”开业
2016.3 ●西点店“都路甜品Yui”开业
2017.4 ●都路小学 建校
2019.7 ●田村市民病院 开院
2023.4  ●太阳公公巨蛋儿童游乐场开幕
2024.6 ●都路生活驿站 开业【右图】
2024.10 ●田村市东部产业园区（常叶町山根地区）完工

2012.4  ●村立保健、福祉及医疗综合设施“Yufune”重新开放
2012.4  ●村内中小学校及保育园复学复课
2014.10 【避难指示准备解除区域解除避难指示】
2015.11  ●特殊养老院川内开业
2016.3  ●“购物中心YO-TASHI”开业
2016.4  ●“Moritaro游泳馆”开馆【右图】
2016.6  【避难指示全面解除】
2021.4  ●小升初一贯制义务教育学校建校
2021.4  ●认定儿童保育园 开园
2021.6   ●“川内葡萄酒庄”开业
2024.11  ●精酿琴酒蒸馏所“naturadistill”开业

2017.4  ●磐城绿色基地广场开幕
2017.7  ●磐城FC公园开园
2018.6  ●“永旺梦乐城磐城小名滨”开幕
2018.12  ●开设磐城医疗中心
2019.9  ●橄榄球世界杯萨摩亚国家队集训
2020.5   ●磐城震灾传承未来馆开业【右图】  
2022.4  ●国内最大规模木制生物质燃料发电站运作
2022.9  ●国道399号十文字工区 开通
2022.11  ●磐城FC、J3优胜、J2升级确定
2023.4   ●福岛国际研究教育机构（F-REI）磐城派出机构开设
2024.12 ●CIFAL 日本国际研修中心成立

稳步推进中的避难地区等的复兴
◆15个市町村生活环境的改善情况（居住率为截至2025年1月末的数值）

2025.3.24

广野町

楢叶町 富冈町

2011.8  ●马场医院 重新开放
2012.1  ●广野药局 重新开放
2012.3  【公所回归，町长避难指示解除】

（紧急避难准备区域(国家指示)于2011.9.30解除）
2012.4  ●特殊养老院花房苑重新开业
2012.8  ●町内中小学校复学复课
2015.4  ●双叶未来学园高中 建校
2016.3  ●“广野Terrace”开馆
2019.4  ●双叶未来学园中学校 建校
2019.4  ●认定儿童保育园 开园
2019.4  ●J-VILLAGE 盛大开幕
2022.3  ●新建“未来之桥”天桥电梯
2023.3  ●东町产业园区建成
2023.5  ●打造广野站东侧住宅用地（广野站东新城）【右图】
2023.9   ●新设广野站内电梯 2014.6  ●JR常磐线龙田站 恢复运行

2015.9  【避难指示全面解除】
2016.2  ●双叶医疗中心附属双叶复兴诊所 开张
2016.3  ●特殊养老院百合园 重新开放
2017.4  ●町内中小学校、认定儿童保育园复学复课
2018.6 ●“Kokonara笑店街”、“楢叶CANvas”开业
2018.7  ●J-VILLAGE部分重新开放
2019.4  ●市内体育设施“楢叶天空竞技场”开业
2019.4  ●J-VILLAGE 盛大开幕
2019.4  ●道之驿楢叶温泉保养设施 重新开放
2020.6 ●道之驿楢叶物产馆 重新开放
2020.6   ●楢叶药局开张
2022.6 ●移居定居支援据点“CODOU”开所
2023.4   ●地区活动据点设施“Mazarasse” 开业【右图】
2025.1   ●双叶支援学校 迁至新校舍

2017.3  ●“樱花商城富冈”盛大开幕
2017.4  【除回归困难区域以外，避难指示全部解除】
2017.10  ●JR常磐线富冈站 恢复运行
2018.3  【富冈町特定复兴再生据点复兴再生计划 认定】
2018.4  ●双叶医疗中心附属病院 开设【右图】
2018.4  ●町内中小学校复学复课
2020.3  ●JR常磐线夜之森站 恢复运行
2021.7  ●福岛12市町村移居支援中心 开所
2022.1  【特定复兴再生据点出入限制放宽】
2022.4  ●特殊养老院樱之园 开园
2022.4  【面向避难指示解除的住宿准备 开始】
2023.4   【特定复兴再生据点避难指示解除】
2023.6   ●定期巡回及随时应对型上门护理看护设施“HAMA福TOMIOKA”开设
2023.9   ●卫星办公室“富冈办公基地”开业
2023.11  【回归困难区域内的墓地或集会所等（点据点）以及沟通上述地方的相关道路（线据点）

的避难指示已解除】
2024.2   【富冈町特定回归居住区域复兴与重建计划 认定】

新地町

浪江町

南相马市

双叶町

相马市

2016.9    ●消防·防灾中心完工
2016.12 ●JR常磐线（相马～滨吉田间）恢复运行
2018.11  ●“新地能源中心”完成
2019.4    ●海钓公园恢复开放
2019.4    ●综合商业设施完工
2019.7  ●钓师滨海水浴场 重新开放
2019.10   ●日本“3·11”大地震慰灵碑揭幕式
2019.12   ●钓师防灾绿地公园开园【右图】
2020.8    ●新地町文化交流中心开馆
2020.12   ●新地地方批发市场恢复开放（钓师滨渔港）

2015.4  ●相马市传承镇魂祈念馆开业
2017.4  ●松川浦大桥开放通行，恢复点灯
2018.2  ●青海苔恢复收获·出货（地震后首次恢复）
2018.3  ●相马港LNG等基地 操业开始
2020.10 ●浜滨之驿“松川浦”开业 【右图】

2014.4   ●市立小高病院每周恢复3天门诊
2016.7   【除回归困难区域以外，避难指示全部解除】
2017.4   ●小高调剂药局 重新开放
2017.4   ●小高产业技术高中 建校
2018.3   ●县道12号原町川俣线八木泽隧道 开通
2018.4   ●特殊养老院梅之香 重新开放
2018.12  ●老健Yosshi Land 重新开放
2018.12  ●公设商业设施“小高商店”开业
2019.1   ●小高区复兴据点“小高交流中心”开设
2020.3   ●福岛机器人实验场 全面开所
2020.4   ●小高认定儿童保育园 开园
2021.4    ●小高区儿童游乐场“NIKO乐园”开业
2021.12   ●小高诊疗所 开业
2023.7    ●小高园艺园区 开业
2024.4    ●未来农业交流空间“TSUMUGI”开业
2024.4    ●未来农业学校 建校【右图】

2017.3  【除回归困难区域以外，避难指示全部解除】
2017.3  ●浪江诊所 町内开设
2017.4  ●JR常磐线浪江站 恢复运行
2017.12  【浪江町特定复兴再生据点复兴与重建计划 认定】
2018.4  ●中小学校、认定儿童保育园 建校
2020.3  ●福岛氢能研究基地 开所
2021.3  ●道之驿“浪江”盛大开业
2021.8  ●公共住宿设施“休憩之村浪江”盛大开业
2021.10  ●震灾遗址：浪江町立请户小学 开馆
2022.6   ●社区交流中心“浪江” 开所
2023.3   【特定复兴再生据点避难指示解除】
2023.4 ●福岛国际研究教育机构（F-REI）总部开幕【照片】
2023.10 ●浪江调剂药局 开业
2024.1   【浪江町特定回归居住区域复兴与重建计划 认定】
2024.4   ●浪江町防灾交流中心 开业

2017.9  【双叶町特定复兴再生据点复兴与重建计划 认定】  
2019.9  ●两竹地区开始菠菜等的试验栽培
2020.3  【除回归困难区域以外，避难指示全部解除】
2020.3  ●JR常磐线双叶站 恢复运行
2020.9  ●东日本大地震及原子能灾害传承馆 开馆
2020.10  ●双叶町产业交流中心 开馆
2022.8  【特定复兴再生据点避难指示解除】
2023.2   ●双叶町诊所 开业
2023.4   ●「双叶Super Zero Mill」盛大开幕
2023.9   【双叶町特定回归居住区域复兴与重建计划 认定】
2024.3   ●双叶邮局重新开业
2024.4   ●与永旺东北（株）签订商业设施建设相关备忘录
2024.6   ●公营住宅“站西住宅”全86户完工【右图】
2024.11  ●双叶町移居定居咨询中心开业

2017.11  【大熊町特定复兴再生据点复兴与重建计划 认定】
2019.4  【除回归困难区域以外，避难指示全部解除】
2019.4  ●大川原地区公所新办公楼完工
2019.8  ●草莓屋“Nexus farm大熊”首次出货
2020.3  ●JR常磐线大野站 恢复运行
2020.4  ●集团老人院“大熊 冷杉苑”开所
2021.2  ●大熊町诊所 开所
2021.4  ●商业设施“大熊多元市集”开业
2021.10  ●温泉度假村“Hotto大熊”、社区交流中心“Link大熊”开业
2022.4   ●会津若松市小升初一贯制义务教育学校建校
2022.6 【特定复兴再生据点避难指示解除】
2022.7 ●创业支援设施“大熊企业孵化中心”开业
2022.7   ●国道288号 野上小塚工区 开通
2023.4   ●大熊町立“学舍梦之森”（义务教育学校・认定幼儿园）于町内成立，同年8月搬迁至新校舍。
2023.9   【大熊町特定回归居住区域复兴与重建计划 认定】 （2024.2 变更认定）
2025.3 ●大野站西侧的产业交流设施“CREVA大熊”、

商业设施“熊SUN露台”以及站前广场盛大开幕【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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