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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冈市简介 
 

福冈市自古以来就是联通大陆的交流窗口，古代就设有“鸿胪馆”等，既是遣新罗使、遣唐使的出发地，

同时也是外交和贸易活动的枢纽。中世纪时福冈成为了海外贸易基地。同时，福冈作为个性丰富的自由城市，

很多商人也从这里出发并在海外大展宏图。如今，这里是九州，西日本地区的核心城市，汇聚着中央政府机

构，大企业的分公司，外国领馆，金融及服务业高度发展，甚至还有联合国的代表处。 

此外，福冈机场，会议中心，市中心均在半径 2.5km 的范围内，神社，寺庙，海滨度假村以及先进的购

物商城等集中在此，不论去哪都很便捷。日本的传统与现代在此汇聚，是一座非常有魅力的城市。 

 

 

 

◆面积  

343.46km2  

 

◆人口 

约160万人（截至2020年 8月） 

 

◆户数 

 约 83万户（截至2020年 8月） 

 

◆市长 

高岛  宗一郎 

 

◆联合国机构 

人居署亚太地区办事处 

 

◆气候 

年平均气温：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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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kuoka Facts 

Fukuoka Facts 

Fukuoka Facts 

福冈市特色 
 

人口增长数、增长率、年轻人的比例均为No.１ 

 

 

常住外国人增长率No.１ 

 

 

紧凑型城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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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冈市措施 
 

◆基本措施 

福冈市与居民一起制定的《福冈市综合规划》中将“提高生活质量”，“城市发展”作为打造城市良性循

环的基本建设战略，以创建“人与环境以及城市活力相和谐的亚洲领军城市”为目标，积极开展城市建设。 

通过一系列的建设活动，超过 9 成的市民认同福冈是“宜居”城市，2011 年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亚太城市

论坛上，评价福冈为“紧凑且充满活力的宜居城市”，肯定福冈非常具有活力且适合居住，并将之定位为人

口50～100万规模的模范建设城市。 

 

◆国际合作 

除基本措施之外，福冈还积极开展如下国际合作。 

 

友好城市交流  

福冈与友好城市奥克兰市（美国），广州市

（中），波尔多市（法国），奥克兰市（新西兰），

怡保市（马来西亚），釜山广域市（韩国），亚

特兰大市（美国），仰光市（缅甸）等开展青少

年交流，经济交流及行政交流等活动。 

 

 

国际贡献、国际合作  

福冈市迄今为止克服了很多城市问题，获得

了不少“建造宜居城市”的技术与经验。福冈

市积极运用这些技术与经验，以亚洲为中心进

行国际贡献和国际合作，帮助其他城市改善上

下水道环境以及开展环保活动。 

 

 

 

 

 

 

 

 

  

国际贡献、国际合作现场 

地点：缅甸仰光市 田宾填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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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居署亚太地区办事处的支持 

人居署亚太地区办事处创建于1997年，是

九州唯一的联合国机构，分管亚太地区28个国

家或地区并在14个国家当地设有办事处。福冈

市与日本政府，福冈县、经济界一起对人居署

办事处进行支援。 

     

 

 

福冈亚洲文化奖  

为了振兴亚洲地区的优秀文化，促进相互

理解与和平，1990年福冈市与学术界，民间团

体一起创立了“福冈亚洲文化奖”，对保存或创

造亚洲地区固有且多样的文化具有杰出贡献的

人士进行表彰，迄今为止举办的30届大奖已经

为来自28个国家或地区的115名人士颁发了奖

项。 

    

 

亚太城市峰会  

亚太城市峰会（Asian-Pacific City 

Summit）是亚太地区城市领袖汇聚一堂，共享

城市问题解决方案的优秀案例以及在与会人士

间积极交流意见的会议，其目的是促进城市间

相互合作关系，以及构建并扩大寻求城市进一

步发展的合作网络。该峰会是1994年由福冈市

提议创立的国际领袖论坛。 

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 12 届市长会议和 10

届实务工作者会议，参会人员来自15个国家的

32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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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考察・进修简介 
 

实现了发展的福冈市，以往急速的城市化和人口增长遇到了各种问题，为了介绍福冈解决这些问题的

努力与经验，以及广泛宣传良好城市建设的案例，福冈市决定接纳“国际考察・进修”团。 

福冈市在下述的“城市景观，福利、水资源、环境、防灾”这 5 个领域接纳“国际考察・进修”团，

积极作出国际贡献并推进合作。 

 

＜城市景观＞重视设计的城市建设 

 除在城市建设中积极利用历史资源外，福冈还综合市民，企业和政府力量，开展“一人一花”（领养）

的植树养花活动。另外在利用疏通航路时产生的砂石等建造的爱蓝岛城上还开展“打造先进模范城市”

活动作为福冈市的新成长中心。 

（考察案例） 

   

 

城市景观营造地区 

 

爱蓝岛城 

 

中央码头邮轮中心 

 

＜福利＞ 宜居城市建设 

 在积极打造城市无障碍建设及帮助残障人士自立生活的同时，按照“人生百年”的预期，建设让各个

年龄段都能身心健康无所顾虑生活的可持续性发展社会，推动组织经济界，学术界，政府和民众团结合作

的“福冈100”计划。 

（考察案例） 

  

 
福冈市市民福利广场 护理实习普及中心  老人福利中心（舞鹤园） 

 

 

 

 

※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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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 珍视水资源的城市建设 

 充分考虑河流所具有的环境和地区特点，打造水资源丰富的亲水环境。同时积极开展中水的再生利用。

此外，为了有效利用有限的水资源，积极开展高效用水项目。 

（考察案例） 

   
 水资源管理中心  夫妇石净水厂  中部水处理中心 

 

＜环境＞ 环保城市建设 

 开展以普及绿色屏障为首的热岛效应缓解措施，营造舒适良好的生活环境。此外，以普及“福冈方式”

废弃物填埋技术为中心，积极开展应用福冈环保技术的国际合作和支援。 

（考察案例） 

 

 

 

临海工厂  西部（中田）填埋场 3R站 

 

＜消防、防灾＞ 安全安心的城市建设 

 为了防止大雨导致河流泛滥和城市内涝，降低内涝灾害，通过设立福冈都市圈消防综合指挥中心，在

福冈都市圈通过高效统一的消防通信指挥机制，提高居民服务水平。 

（考察案例） 

 

  

 福冈市民防灾中心 福冈市消防学校 山王2号雨水蓄水池 

 

 

(仅限消防相关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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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景观＞重视设计的城市建设 

 

◆旨在提高城市魅力的有计划的城市建设  

 

 

 

 

 

 

 

 

为了发挥地区特点，营造具有魅力的城市景观，

在推动通过市民和企业合作建设城市的同时，积极推

动发挥历史资源等的城市建设。 

◆注重绿化的城市建设  

 

 

 

 

 

 

 

 

为了营造美丽安全且舒适的城市环境，在积极完

善公园管理和道路绿化的同时，促进绿地保全以及公

共空间或私有土地的绿化。 

此外，还综合市民，企业和政府力量，开展“一

人一花”的植树养花活动，通过市民与企业的协作，

营造色彩丰富和湿润温馨的绿色环境。 

◆推动爱蓝岛城建设的完善  

 

 

 

 

 

 

 

 

在利用疏通航路时产生的砂石等建造的爱蓝岛

城上还开展“打造先进模范城市”活动作为福冈市的

新成长中心，同时“营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物流中

心”，推动能引领九州，西日本经济活动和市民生活

的城市建设。 

◆推动七隈线（福冈市地铁）延伸计划  

 

 

 

 

稳步开展车辆设备、轨道和车站建造等工程，在

保证安全的同时，目标定于令和4年（2022年）通车。

同时将开通前各项准备工作的信息仔细易懂地公布

到位。 

 

爱蓝岛城（设计图） 

七隈线（福冈市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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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宜居城市建设 

 

◆基于通用性设计理念的城市建设  

 

 

 

 

 

 

 

根据《福冈市福利城市建设条例》，在新建或翻

修大众使用的建筑物，游客设施，道路，公园等时，

持续保证做到无障碍建设，在软件硬件两个层面做

到彻底的无障碍化，从而方便所有人的安全使用。 

◆健康先进城市的建设 

 

 

 

 

 

 

 

展望人生 100 年时代的到来，营造人人身心健

康，活出自我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系统，推动组织

经济界，学术界，政府和民众团结合作的“福冈100”

计划。 

◆地区综合护理系统 

 

 

 

 

 

 

 

 

 

 

为了营造可以让已经住惯的老年人可以继续放

心生活在原处的“地区综合护理系统”，福冈市积极

完善特殊养护老人院和本地化关怀服务，确保福利，

护理人才，构建居家医疗与护理的合作机制。另外

为了让老年痴呆患者能在住惯的城市放心生活，福

冈市积极推动“老年痴呆友好项目”，支援老年痴呆

患者及其家人，提高社会对于老年痴呆的认识，采

取可以与老年痴呆共存的措施。 

◆对残障人士独立生活及参与社会活动的支援 

 为了让残障人士可以在本地区安心生活，福冈

在切实提供残障福利服务的同时，会新设针对鼓励

残障之家接纳重度残障人士的运营补助以及提供出

行便利，重度残障人士为中心切实开展支援活动。

另外，福冈市还积极完善可同时支援智力障碍人士

和残障人士就业的扶助机构。 

福冈市残障人士就业扶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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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 珍视水资源的城市建设 

 

◆水的有效利用  

 

 

 

 

为有效利用水资源，福冈市采取各种高效利用水

资源的方式，比如 24 小时监控自来水管道的流量和

水压，通过远程操控电动阀门维持正常水压，根据自

来水管的情况来协调自来水厂之间的自来水调配等。 

同时定期对埋设在道路上的供水管道进行漏水

调查，以便早期发现漏水情况，并通过更换老化供水

管道等方式，尽可能地有效利用水资源。 

◆安全优质自来水的供应  

 

 

 

 

 

 

 

 

为了将安全可口的自来水输送到每个家庭，福冈

市完善检测机制，定期对水质检测仪器进行更新，同

时根据自来水水质检测优良试验规范（自来水 GLP）

进行高精度的水质检测等。 

另外，福冈市还以制定比国际水质标准更严格的

福冈市水质标准为目标，强化水质管理。 

◆河流治理 

 

 

 

 

 

 

 

 

为了营造便于市民休闲的水边环境，福冈市充分

考虑到河边环境和地区环境的特点，积极完善湿润温

馨的亲水环境。 

◆下水道治理 

 通过完善与新城市建设相匹配的水处理中心，以

及改进保护公共水域水质合流式下水道等方式（分流

化），有计划地开展管渠，水泵场，水处理厂的完善

计划，努力提高城市环境水平。 

此外，为了有效利用资源，在开展中水的再生循

环利用的同时，通过引进将下水污泥制造成固体燃料

的设备，积极将废水变为可再生能源。 

使用最新的设备检测水质 

河边休闲区 

中部水处理中心 

水资源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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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环保城市建设 

 

◆营造拥有良好舒适生活环境的城市  

 

 

 

 

 

 

 

 

在致力于掌握沙尘暴、PM2.5等大气污染物质情况

并将相应的信息以便于大众理解的方式提供给市民的

同时，普及正确的相关知识。此外，福冈市还根据《福

冈市石棉问题解决计划（第二次）》对日益增加的建筑

拆迁工程进行切实的监督指导，通过绿色屏障等项目

来防止城市热岛效应的产生等。 

◆营造资源循环利用的城市 

 为了营造资源循环型社会，在市民、企业和政府

各自承担相应责任的基础上，积极开展重点放在2R上

的宣传和知识普及，以及通过资源回收等方式开展3R。 

此外，由于环保政策需要与时俱进，福冈市在不

断修正计划目标和采取新措施的同时，除积极应对塑

料垃圾、食物浪费等问题外，通过贯彻垃圾分类、有

效收集运输、维持处理工厂的功能与周边城市合作等

方式确保对垃圾进行正确的处理。 

◆营造面向未来的低碳城市 

 

 

 

 

 

 

 

为实现“低碳型社会”，福冈市在开始修订《福冈

市全球变暖应对策略执行计划》的同时，通过“企业

节能计划表制度”等方式支持让企业自主有计划地减

排。此外，针对普及推广电动车，福冈市在扩大对充

电桩安装补助的同时，积极使用 ICT·AI 等先进技术

开展“下一代交通移动服务实践支援项目”。 

◆针对环境保护和创造人才、地区、机制的培养和广泛的协作活动 

 为了顺应针对废弃物处理和环保等需要多部门，

地区协同的环保相关行政的特点，福冈市与相邻的乡

市相互合作，开展信息交换以及普及提高环保意识的

项目。 

此外，以普及“福冈方式”废弃物填埋技术为中

心，积极开展应用福冈环保技术的国际合作和支援。 

榉树林道 

国际贡献、技术支援现场 

地点：缅甸仰光市 田宾填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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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防灾＞ 安全、安心的城市建设 

 

◆营造抗灾城市  

 为了保障遇到灾害时的避难手段，福冈市通过将电

动车电源转为公民馆的紧急用电电源等方式，针对停电

事故采取应急措施，同时还制作洪水，海浪，海啸，泥

石流等的灾害地图，用于遇到灾害时的市民避难活动指

南，并将这些信息向民众公开和普及相应知识。此外，

福冈市还通过召开避难所运营研讨会和培养相应专家，

针对公寓物业管理团体举办讲座等方式以地方政府为

主体开展相应的支援活动。 

◆河流、下水道整治（抗洪策略） 

 为了防止因大雨导致河流泛滥和城市内涝，降低内

涝灾害，在修理桥梁进行河流整治或完善管渠，水泵场

等下水道设备的同时，完善用于控制雨水形成内涝的蓄

水池等设施。此外，为了延长老旧设备的使用寿命，福

冈市有计划地进行修缮，部分更新。 

◆完善防灾活动机制 

 通过设立福冈都市圈消防综合指挥中心，在福冈都

市圈进行协作从而有效地发出统一的消防通信指令，提

高居民服务水平。 

此外，为了提高消防行政人员和消防员的业务水

平，福冈市在消防学校充实教学训练内容并积极培养人

才。 

◆完善急救机制 

 为了完善在到达医院前的急救现场和运送途中的

救护机制，提高急救效果，福冈市积极培养急救人员以

及扩大急救人员施救措施的范围（气管插管、用药）等，

此外福冈市还会为提高急救队员素质，让医生对急救活

动进行事后评估，并举办急救培训班等以提高急救医疗

水平。 

福冈市综合避难地图 

福冈都市圈消防综合命令中心 

高规格急救车 

山王2号雨水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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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全国先进的初创企业支援  

 

 

 

 

 

 

 

 

 

 

 

 

 

福冈市为了打造日本最易于创业的环境，开展创业

扶植项目。 

2017年在福冈市中心开设了官民共建型的初创企业

扶植基地“FUKUOKA Growth Next”，对初创企业和中小

企业的二次创业进行扶植，在增加就业与促进地区经济

发展的同时，帮助企业“创造新的价值”以及“挑战海

外市场”。 

该基地提供多种针对初创企业的扶植形式，包括孵

化器功能，介绍企业与投资方建立合作，以指导或交流

会的形式促进社区的构建，免费提供互联网，培养创业

家，进行匹配等。此外基地中还有可以接受创业问题咨

询的初创企业咖啡厅，以及便于大家使用的咖啡厅和酒

吧。 

 

◆果蔬市场（福冈市中央批发市场果蔬市场） 

 

 

于2016年开业的果蔬市场是将原果蔬，西部，东部

三大市场合并到爱蓝岛城修建的。 

批发市场的大部分都是可实现冷链供应的可调节温

度的密封恒温批发区。该市场通过先进的质量管理等为

市民提供安全放心的果蔬。此外市场里还设有参观者通

道以方便参观者自由参观批发市场的日常活动，以及提

供农药残留检验过程的参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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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方式、联系方式 

 

公益财团法人 福冈亚洲都市研究所(ＵＲＣ) 

 E-mail：training@urc.or.jp 

TEL：+81-92-733-5687 

FAX：+81-92-733-5680 

地址：810-0001 福冈市中央区天神1-10-1  

福冈市政厅北区附楼6层 

 

 URC可以根据您的要求或日程，就考察对象、讲座内容等国际考察・进修项目进行

定制化服务。 

 

 考察申请请于预定考察日1个月以前向上述负责机构URC发送电子邮件咨询。（对

于预定考察日不满1个月的考察・进修，也可来信商量。） 

 

 在收到您的联系之后，我们会与您商定考察对象、讲座内容和考察日期等具体内容。 

 

 此外，我们也接受在线进修，若有感兴趣请随时联系我们。 

 

 除本资料中记述的内容外，如果您有其他需求也请与我们联系。 

 

 考察当天的说明均使用日语，所以请务必配备翻译人员。 

 

URL：https://bit.ly/3tmBBX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