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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馬県

宮城県

福島創新海岸構想的推進

震度6強

震度6弱

震度5強

震度4以下

震度5弱

◆縣內各地震度

海
啸
受
害

受災情況

環境輻射中心：2015年11月
啟用

南相馬市

中期儲藏設施：2015年3月
開始運入

大熊町
雙葉町

環境創造中心：2016年7月
全面啟用

三春町

除污：2023年12月
對特定回歸居住區域啟動除染工作

環境恢復狀況

促進生活環境建設與移居

可再生能源的推進

◆認定特定復興再生據點區域

2017年5月，日本政府修訂了《福島重建再生特別措施法》，在回
歸困難區域內設立「特定重建再生據點區域」，以推動居民返鄉與
重新定居。截至2023年11月，所有該類區域的避難指示已全面解除。

避難等情況

【資料來源】福島縣災害對策本部
「2011年日本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的受災狀況快報」◆避難人數的推移

浪江町：道路休息站浪江 雙葉町：站西住宅

富岡町：雙葉醫療中心附屬醫院 大熊町：學舎夢之森

「未來工作福島移居說明會」的情景

「移居Monitor Tour」的情形

國道349号
（福島復興再生道路）
（川俣町大綱木工區）
2023年3月21日 完成

縣道吉間田瀧根線
（福島復興再生道路）

（廣瀬工區）
2024年4月13日 開通

公共基礎設施建設

磐城市：海岸堤防 新地町：釣師防災綠地公園

推動支撐重建的「福島復興再生道路」以及堤防、防災綠地等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

方面推動為避難人員營造返家環境，另一方面也致力於擴大相關人口與交流人口，並推動移居與定居。

福島縣農業經營、就農支援中心

農林漁業的狀況

◆農產品的出口狀況

◆主要農產品價格的推移與全國的價格差距

出口狀況比震災前增加，2023年度的出口量為史上最多。
另一方面，福島縣農產品的價格雖呈回升趨勢，但部分品
項的價格尚未恢復與全國價格的差距。

◆可再生能源引進目標
（以在2040年左右達到100%為目標）

觀光、縣產品的振興 隨着新冠疫情的結束，觀光人潮逐漸回溫。
2022年度的縣產品出口金額創歷史新高。

只見線 第一只見川橋梁

◆福島縣觀光客入縣狀況

震受災：須賀川市 海啸受害：浪江町 核能災害：1號機廠房氫
氣爆炸（2011年3月12日）

隨著返鄉環境的逐步完備，避難指示也陸續解除。
福島縣內外的避難人數已從高峰期的約16萬人減少至約2萬5千人。

避難指示區域・
特定重建再生據點區域的避難指示解除

いわき市

南相馬市

飯舘村

川俁町

浪江町

葛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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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岡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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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館村
2023年5月1日解除

約186公頃

浪江町
2023年3月31日解除

約661公頃

大熊町
2022年6月30日解除

約860公頃

葛尾村
2022年6月12日解除

約95公頃

雙葉町
2022年8月30日

解除
約555公頃

富岡町
2023年4月1日
2023年11月30日
解除 約390公頃

回歸困難區

域避難指示已解除區域

原則上禁止進入與住宿

認定特定復興再生據點區域
（已解除）

(年)

圖表出處：福島縣觀光交流課「福島縣觀光客入縣狀況」

為了恢復失去的濱通地區產業，以構築新產業基礎為目標的國家級計畫。
福島創新海岸構想推進機構在將該構想具體化方面，發揮著核心作用。作為引領全球的「創造性復興核心據
點」，福島國際研究教育機構（F-REI）於2023年4月1日在浪江町成立。

以成為「可再生能源先導地區」爲目標，福島縣正積極擴大再生能源的引進，
並推動邁向氫能社會的各項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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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

◆農林漁業人才的培養

2011年3月11日發生的「2011年東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記錄了9.0級地震。
這是日本國內觀測史上最大級別的地震。此次不僅被地震和海嘯襲擊，還引
發了核能災害，周邊居民被迫疏散避難。

福島縣的受災狀況 【截止2025年2月1日】

■犧牲者 4,179人(中震災關聯犧牲者：2,348人)

房屋受損狀況 【截止2025年2月1日現在】

■全部毀壞 15,483栋 ■半毀 83,698栋

福島縣知事訪問歐盟地區
的縣產品進口企業

2023釀酒年度全國新酒評鑑會上，
福島有18種品牌的酒獲得金獎！

隨著時間推移與放射性物質自然衰減，再加上除污工作的持續進行，
福島縣大多數地區的空間輻射劑量率已大幅降低。

◆核能災害

由於地震與海嘯的影響，福島第一核電站
的所有電力系統（包括緊急備用電源）全
面癱瘓，導致反應爐冷卻功能完全喪失。
反應爐受損後，大量放射性物質釋放至大
氣中，迫使周邊居民長期撤離避難。

照片提供：福島縣警

事故前的樣貌

◆地震災害 ◆海啸受害

東日本大地震與核能災害傳承館

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
福島再生能源研究所

綠能發電會津
木質生質能發電所

郡山布引高原風力發電所

生質能研究據點

風力

利用綠色氫能的巴士 在東京的氫能源利用

◆美麗的自然 ◆希望旅遊 ◆促進縣產品出口

福島機場Mega Solar

太陽能

照片提供：東京電力控股

◆福島縣產品出口額推移

（年度）

(百萬日圓)

培育林業人才的培訓

為穩定漁業從業者的培訓

※已追加在回歸困難區域內於「2024年9月18日～10月11日實施」
的行車巡測結果。

◆※已追加在返家困難區域內於「2024年9月18日～10月11日實施」的行車巡測結果。

範例
縣廳、市町村政府

  主要道路
推測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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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6大重點領域 ◆福島國際研究教育機構（F-REI）

JAEA楢葉遠程技術開發中心

Ⅱ 機器人·無人機 Ⅲ 能源·環境·迴圈再生

Ⅳ 農林水産業

ICT與機器人技術的運用

Ⅴ 醫療相關

福島醫療設備開發支援中心

Ⅵ 航空宇宙

空中飛行汽車的開發
參與創新構想促進研討會・
F-REI市町村座談會（縣南地區）

福島氫能研究基地福島機器人試驗場 2023年4月 總部啟用

Ⅰ 廢爐

福島縣 企画調整部
復興･総合計画課

(TEL)024-521-7109
邁向“新生福島”的實現 ～復興的軌跡～ (1/2)

令和7年3月24日

新生福島復興推進本部

縣外避難者

縣內避難者

避難場所不明者

2011年4月12日～16日 2024年4月15日～5月14日

震災前比

酒類、加工食品等的出口額增加

酒類 加工食品 工藝品農畜產品

米、水蜜桃等的出口量增加

震災之後大約減少9成

縣內能源需求 可再生能源引進目標

2023年度實績
（最終確認值）

54.9%

會津
會津地區・南會津地區

冬季為積雪較多的地區。
四季分明是該地區的一大特點。

氣候

文化
傳統產業、農業和林業等十分興盛，
其中還融入了各地區的特色。

中通
縣北地區・縣中地區・縣南地區

氣候

文化

有些盆地地區夏季潮濕悶熱。
冬季有一定程度的積雪。

交通網絡完善，是城鄉共存的複合型地
區。

濱通
相雙地區・磐城地區

氣候

文化

夏季氣溫不算太高，冬季則是縣內最溫暖
的地區。幾乎不會積雪。

氫能產業興盛。作為國家項目的機器人
產業與可再生能源產業也備受矚目。

福島縣

福島縣總面積為13,783平方公里
（日本第3大縣）



大熊町

邁向“新生福島”的實現～復興的軌跡～ (2/2)

醫療…● 教育…● 福祉…● 商業…● 其他…●

飯舘村

葛尾村

川俁町

田村市

川內村

磐城市

2016.8 ●交流中心「Fure愛館」 開館
2016.9 ●醫療機構「飯舘診所」重新開始診療
2017.3 【除了回歸困難區域之外，避難指示解除】
2017.8 ●飯舘村的道路休息站 MADEI館 開館【照片】
2018.4 【飯舘村認定特定復興再生據點區域復興與重建計畫 認定】
2018.4 ●村内國小國中、認定幼兒園 重新開放
2018.9 ●社區巴士恢復通車
2020.4 ●義務教育學校（9年制）「飯舘希望之里學園」開校
2023.5  【特定復興重建據點區域及長泥曲田公園避難指示解除】
2024.7 ●農業研修館KIRARI 開所

2015.7  ●山木屋地區復興大規模太陽光（Mega solar）發電事業開始
2016.10  ●山木屋診療所 重新開始診療
2017.3  【避難指示全面解除】
2017.7  ●復興據點商業設施「問屋之鄉」開幕【右圖】
2018.4  ●山木屋地區國小國中 重新開放
2023.3  ●國道114號山木屋工區、國道349號大綱木工區 完成

2016.6  【除了回歸困難區域之外，避難指示解除】
2017.11  ●葛尾村診療所 重新開始診療
2017.4  ●MaruIChi商店 重新開張
2017.7  ●石井食堂、山崎Y商店 Yamasa 重新開張2018.4  ●村内國小國中、幼稚園 重新開放
2018.5  【葛尾村認定特定復興再生據點區域復興與重建計畫 認定】
2018.6  ●葛尾村復興交流館「Azalea」 開幕
2022.6 【復興據點避難指示解除】
2024.3  ●葛尾村住宿交流館「細流莊」內的「餐廳 政」開幕【右圖】

2011.7 ●都路診療所、齒科診療所 恢復診療
2012.3 ●特養都路Madoka莊 重新開張
2014.4 【避難指示全面解除】
2014.4 ●都路町內國小國中 重新開放
2014.4 ●公設商業設施「Domo」開幕
2016.3 ●西點店「Miyakoji Sweets Yui」開幕
2017.4 ●都路小學 開校
2019.7 ●田村市民醫院 開院
2023.4  ●Ohisama Dome開幕
2024.6 ●都路生活驛站 開幕【右圖】
2024.10 ●田村市東部產業園區（常葉町山根地區）完工

2012.4  ●村立保健、福祉、醫療綜合設施「Yufune」重新開放
2012.4  ●村內國小國中、保育園 重新開放
2014.10 【避難指示解除準備區域的避難指示解除】
2015.11  ●特養川內 開所
2016.3  ●「購物中心YO-TASHI」開幕
2016.4  ●「Moritaro游泳池」開幕【右圖】
2016.6  【避難指示全面解除】
2021.4  ●九年一貫課程義務教育學校開校
2021.4  ●認定幼兒園 開園
2021.6   ●「川內葡萄酒莊」開幕
2024.11  ●精釀琴酒蒸餾所「naturadistill」開幕

2017.4  ●磐城綠色基地開幕
2017.7  ●磐城FC公園開幕
2018.6  ●「永旺夢樂城磐城小名濱」開幕
2018.12  ●磐城醫療中心 開設
2019.9  ●橄欖球世界盃薩摩亞選手集訓 
2020.5   ●磐城震災傳承未來館開幕【右圖】  
2022.4  ●國內最大規模木質素生質發電所運轉
2022.9  ●國道399號十文字工區 開通
2022.11 ●磐城FC在J3優勝，決定晉級J2
2023.4   ●福島國際研究教育機構（F-REI）磐城辦事處開設
2024.12 ●CIFAL 日本國際研修中心成立

穩步推進中的避難區域等的復興
◆15個市町村生活環境的改善狀況（居住率為2025年1月當前的數值）

2025.3.24

廣野町

楢葉町 富岡町

2011.8  ●馬場醫院 重新開放
2012.1  ●廣野藥局 重新開放
2012.3  【役場返家、町長避難指示的解除】

（緊急時避難準備區域（政府指示）於2011.9.30解除）
2012.4  ●特養花房苑 重新開張
2012.8  ●町內國小國中 重新開放
2015.4  ●雙葉未来學園高中 開校
2016.3  ●「廣野露台」開幕
2019.4  ●雙葉未来學園中學 開校
2019.4  ●認定幼兒園 開園
2019.4  ●J VILLAGE 盛大開幕
2022.3  ●新設「未來之橋」天橋電梯
2023.3  ●打造東町產業團地
2023.5  ●打造廣野站東側住宅用地（廣野站東新城）【右圖】
2023.9  ●新設廣野站內電梯

2014.6  ●JR常磐線龍田站 重新開放
2015.9  【避難指示全面解除】
2016.2  ●雙葉醫療中心附屬雙葉復興診療所 開設
2016.3  ●特養百合園 重新開放
2017.4  ●町內國小國中、認定幼兒園 重新開放
2018.6 ●「Kokonara笑店街」、「楢葉CANvas」 開幕
2018.7  ●J VILLAGE部分重新開放
2019.4  ●室內體育設施「楢葉SKY ARENA」開幕
2019.4  ●J VILLAGE 盛大開幕
2019.4  ●道路休息站楢葉溫泉保養設施 重新開放
2020.6 ●道路休息站楢葉物產館 重新開放
2020.6   ●楢葉藥局 開張
2022.6 ●移居定居支援據點「CODOU」開所
2023.4  ●地域活動據點設施「MAZARASSE」開幕【右圖】
2025.1   ●雙葉支援學校 遷至新校舍

2017.3  ●「Sakura mall Tomioka」盛大開幕
2017.4  【除了回歸困難區域之外，避難指示解除】
2017.10  ●JR常磐線富岡站 重新開放
2018.3  【富岡町認定特定復興再生據點區域復興與重建計畫 認定】
2018.4  ●雙葉醫療中心附屬醫院 開設【照片】
2018.4  ●町內國小國中 重新開放
2020.3  ●JR常磐線夜之森站 重新開放
2021.7  ●福島12市町村移居支援中心 開所
2022.1  【認定特定復興再生據點區域禁入管制緩和】
2022.4   ●特養櫻之園 開所
2022.4  【為了避難指示解除的住宿準備 開始】
2023.4   【認定特定復興再生據點區域避難指示解除】
2023.6   ●定期巡視、隨時應對型到府照護看護「HAMA福TOMIOKA」開設
2023.9   ●衛星辦公室「富岡工作空間」開所
2023.11  【回歸困難區域內的墓地和集會所等（點據點）及前往這些場所的道路

（線據點）之避難指示解除】
2024.2   【富岡町認定特定回歸居住區域復興再生計畫 認定】

新地町

浪江町

南相馬市

雙葉町

相馬市

2016.9  ●消防、防災中心完成
2016.12   ●JR常磐線（相馬～濱吉田之間）恢復通車
2018.11   ●「新地能源中心」完成
2019.4    ●海釣公園重新開幕
2019.4    ●複合商業設施完成
2019.7   ●釣師濱海水浴場 重新開幕
2019.10   ●東日本大震災慰靈碑揭幕典禮
2019.12   ●釣師防災綠地公園開園【右圖】
2020.8    ●新地町文化交流中心開館
2020.12   ●新地地方批發市場重新開張（釣師濱漁港）

2015.4  ●相馬市傳承鎮魂祈念館開幕
2017.4  ●松川浦大橋恢復通行，重新點燈
2018.2  ●青海苔重新開始採收、出貨（震災後首度）【右圖】
2018.3  ●相馬港LNG等基地 開始運作
2020.10 ●濱之驛「松川浦」開幕

2014.4   ●市立小高醫院重新開始每週3天的門診
2016.7   【除了回歸困難區域之外，避難指示解除】
2017.4   ●小高調劑藥局 重新開張
2017.4   ●小高產業技術高中 開校
2018.3   ●縣道12號原町川俁線八木澤隧道 開通
2018.4   ●特養梅之香 重新開放
2018.12  ●老健Yoshi Land 重新開放
2018.12  ●公設商業設施「小高商店」開幕
2019.1   ●小高區復興據點「小高交流中心」開幕
2020.3   ●福島機器人實驗場地 全面開所
2020.4   ●小高認定幼兒園 開園
2021.4    ●小高區兒童遊樂場「NIKO公園」開幕
2021.12   ●小高診療所 開所
2023.7  ●小高園藝團地 開幕
2024.4 ●未來農業交流空間「TSUMUGI」開所
2024.4 ●未來農業學校 開校【右圖】

2017.3  【除了回歸困難區域之外，避難指示解除】
2017.3  ●浪江診療所 在町內開設
2017.4  ●JR常磐線浪江站 重新開放
2017.12  【浪江町認定特定復興再生據點區域復興與重建計畫 認定】
2018.4  ●國小國中、認定幼兒園 新設開校
2020.3  ●福島氫能源研究場地 開所
2021.3  ●道路休息站「浪江」盛大開幕
2021.8  ●公共住宿設施「憩之村浪江」盛大開幕
2021.10  ●震災遺構：浪江町立請戶小學 開館
2022.6   ●交流中心浪江開所
2023.3   【認定特定復興再生據點區域避難指示解除】
2023.4   ●福島國際研究教育機構（F-REI）總部開幕【右圖】
2023.10 ●浪江調劑藥局 開局
2024.1   【浪江町認定特定回歸居住區域復興再生計畫 認定】
2024.4  ●浪江町防災交流中心 開所

2017.9  【雙葉町認定特定復興再生據點區域復興與重建計畫 認定】  
2019.9  ●兩竹地區開始菠菜等的實驗栽培
2020.3  【除了回歸困難區域之外，避難指示解除】
2020.3  ●JR常磐線雙葉站 重新開放
2020.9  ●東日本大地震與核能災害傳承館 開館
2020.10  ●雙葉町產業交流中心 開館
2022.8  【認定特定復興再生據點區域避難指示解除】
2023.2   ●雙葉町診療所 開所
2023.4   ●「雙葉Super Zero Mill」盛大開幕
2023.9   【雙葉町認定特定回歸居住區域復興再生計畫 認定】
2024.3  ●雙葉郵局重新開始營業
2024.4  ●與AEON東北株式會社簽訂商業設施整備相關備忘錄
2024.6  ●公營住宅「站西住宅」共86戶完工【右圖】
2024.11  ●雙葉町移居定居諮詢中心開業

2017.11  【大熊町認定特定復興再生據點區域復興與重建計畫 認定】
2019.4  【除了回歸困難區域之外，避難指示解除】
2019.4  ●大川原地區的役場新廳舎完成【照片】
2019.8  ●草莓屋「Nexus Farm大熊」首次出貨
2020.3  ●JR常磐線大野站 重新開放
2020.4  ●團體家屋「大熊 樅木苑」開所
2021.2  ●大熊町診療所 開所
2021.4  ●商業設施「Okumart」開幕
2021.10  ●住宿溫浴設施「Hotto大熊」、交流設施「link大熊」開幕
2022.4   ●九年一貫型義務教育學校在會津若松市開校
2022.6 【認定特定復興再生據點區域避難指示解除】
2022.7 ●創業支援設施「大熊育成中心」開幕
2022.7   ●國道288號 野上小塚工區 開通
2023.4   ●大熊町立「學舎夢之森」（義務教育學校・認定幼兒園）於町內成立，同年8月遷址新校舎
2023.9   【大熊町認定特定回歸居住區域復興再生計畫 認定】 （2024.2 認定變更）
2025.3  ●大野站西側的產業交流設施「CREVA大熊」、

商業設施「熊SUN露台」以及站前廣場盛大開幕【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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