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本规划，是仙台的城市建设指导方针。
该规划显示了仙台的城市愿景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方向。

为了未来所有人皆可享有充实富足的生活，我们将不遗余力的有效利
用先辈们所积累的财富和智慧，作为充分发挥多元化主体潜力的“新
杜都（杜都意为树林之城）”，与所有参与仙台城建的各界人士携手并
肩不断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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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构成

什么是基本规划?

	基本规划是展示二十一世纪中叶的城市愿景，以及阐
明未来十年城市发展方向的规划。

	基本规划和实施规划（项目规划，阐明约每三年制定
的中期规划目标以及具体举措）统称为综合规划。

规划期限

十年　令和 3（2021）年度〜令和 12（2030）年度

未来人口预测

	预计仙台市人口规模在不久的将来达到峰值，之后将持续缓慢下降，在 2050年至 2055年期间有可
能跌破 100万人。此外，少子化和老龄化将进一步加深，人口结构也将发生变化。

	虽然预测在基本规划期间内全市人口总量整体上不会出现大幅下跌，但因各地区的人口发展趋势多元
化，所以，有必要根据各自的地区特征分别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另外，虽然人口不断减少，但至关
重要的是需积极采取措施使城市整体的活力得以全面发挥。

鉴于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COVID-19）
　过去，我们曾经战胜了战争、污染和自然灾害等诸多困难。如今，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危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进
一步提高通过积极采用数字技术等应对社会变化的能力，从而确保安全安心的生活基础设施。
　此外，在人们对生活和工作方式不断重新审视的背景下，通过进一步强化绿色宜居城市“杜都”仙台的优势并将其展示
给世界，从而把仙台建成世人向往的城市。



东北地区交流和
经济的广域据点

营造可促进个人
成长的学习环境

自然与城市功能
相协调的城市环境

市民齐心协力
共同建成的
共生社会

〈仙台城市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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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构成

城市建设理念

不断挑战，向新杜都迈进 ～ “The Greenest City” SENDAI ～
	将传承至今的“杜都”的城市建设理念作为基础，为把仙台建成一个世人向往的城市，我们设定了“不
断挑战，向新杜都迈进〜“The	Greenest	City”SENDAI 〜”为该城市建设理念。

	副标题““The	Greenest	City”SENDAI”中，使用了与“杜都”有亲和性的“Green”一词，其
不仅蕴藏着各种含义，而且通过使用最高级“est”来表明我们放眼世界、始终高瞻远瞩的城市建
设方向性。

※	“The	Greenest	City”，该词已在全世界广泛使用，成为表示城市宜居性的词汇之一，其中涵盖了城市绿化率以及对环

境问题的解决力度等评价指标。

城市愿景

	迄今为止，我们通过共同进行城市建设孕育出仙台独特的城市性格，即，“环境”、“共生”、“学习”、
“活力”。我们重新审视并对每一项内容进行深化，确立了以下四个“城市愿景”。

	愿景的背后蕴藏着我们的梦想，即，通过将上述四个“城市愿景”分别与“green”一词的含义相
结合来实现城市愿景，从而向“The	Greenest	City”不断迈进。

Green⇒自
（Nature）

然

与树林等 
自然资源 

共存的城市

Green⇒舒
（Comfort）

适

多元化推动 
社会发展的 
共生城市

Green⇒成
（Growth）

长

充满学习和 
实践机会的 

城市

Green⇒前
（Green Light）

进！

向充满创造性 
和可能性的 
城市迈进

◆	丰富的自然环境、市民生
活以及城市功能相互协调、
具有独自风格宜居度高的
城市

◆	有能力应对灾害、对提高
国内外的防灾能力可做出
贡献的城市

◆	在心灵和生命受到保护的
基础上，多样性得以尊重、
人人皆可安心生活的城市

◆	每个人的不同价值和经验
皆可转化为整个社会发展
力量的城市

◆	孩子们可健康成长、感受
到学习乐趣的城市

◆	人人拥有更多的成长机会，
对东北地区乃至世界的未
来可做出贡献的各界人才
不断涌现的城市

◆	产生新价值的创造性得以
开发、地区经济得以振兴、
社会问题得以解决、激发
东北地区活力的城市

◆	全球经济活动和多样化交
流旺盛的城市

通过深化及综合
仙台市自身孕育出的城市个性，

产生协同效应。



目标

实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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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项目

① 树林和水之都项目

打造可邂逅“杜都”风土人情和文化的城市空间
正如“杜都”所表达的，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城市空间是仙台的历史财富。通过对我们的

城市魅力进一步磨砺，打造更多令人享受到绿色城市带来的各种生态效果的舒适空间。此外，
在构成“杜都”的河流、大海等滨水区域，通过建设更多的共享空间，创造充满魅力的众人可
聚会、交流并愿意频繁造访的城市空间。

01 打造象征着“杜都”的城市中心空间
　打造市民和游客皆可享乐的定禅寺大街和青叶街等活动空间，创造活用

城市空间的多种创意得以实践的机会，设计舒适的空间，形成优美的景观。

02 打造绿色宜居生活空间
　打造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魅力十足的公园，通过对街道树精心管理和护

绿育绿活动打造优美的景观，创造可充分享受绿色生活的机会。

03 打造人水和谐的亲水空间
　打造无论市民还是游客皆可享用的广濑川等亲水空间，通过活用海岸公

园和娱乐设施等海边资源以及网络化，从而实现东部沿岸地区一体化振兴。

　挑战项目是为实现城市愿景，依据城市发展理念，根据仙台自身的优势和发展现状而制定的重点举措。具体
包括以下八项内容。
　挑战项目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双手创造我们希望的未来，也是我们迎接挑战的舞台。



目标

实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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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项目

② 防灾环境城市项目

创造可持续发展、灵活性又强的城市环境
2015 年，旨在减轻灾害风险的具有国际性的行动框架《2015-2030 年仙台减轻灾害风

险框架》、以及旨在实现去碳化的《巴黎协定》相继通过，促进防灾减灾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
已成为全球大趋势。在保护和利用“杜都”丰富的自然环境的同时，向世界宣传可减轻灾害风
险的“防灾环境城市”，并将防灾和环境因素的视点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创造可持续发展、灵
活性又强的城市环境。

01 将防灾减灾准备工作融入日常生活中
　提高应对自然灾害和传染病等各种危机的应对能力，加深通过共同防灾

减灾形成的地区间的纽带，将东日本大地震的经验和教训传达给国内外，

并开发提供具有防灾减灾性的产品和服务。

02 建立低环境负荷的生活方式和经营模式
　包括引进可再生能源在内的能源“地产地消”（本地生产本地消费）模式，

抑制能源消耗和废物产生，促进塑料 3Rs（减少、再利用、再循环）和可

再生资源替代化，减少粮食损失。

03 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
　通过强化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雨水的吸纳渗透功能，通过引进绿色建

筑理念等提高建筑的环境性能，扩大公共交通、自行车等交通工具以及

MaaS 等可提升日常生活便利性的利用范围，打造灾害发生之际人员和货

物可安全稳定运输的环境。

・杜都的绿色基础设施 ➡ 见 P15-P16
　该图显示了构成“杜都”骨架绿色社会的各种功能。
・市中心的建设方向 ➡ 见 P17-P18
　显示了向有魅力的市中心发展的城市建设方向。



目标

实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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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项目

③ 爱心陪伴项目

创造多样性得以尊重、人人可安心生活的地区
各个地区生活着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居民。因每个人的立场、处境、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念等千差万别，所以，地区全体有必要采取海纳百川的态度实现和谐共处。通过建立一个对多
样性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并且相互联系的组织体系，打造人人皆可安心生活、不被社会孤立的
地区。

01 创造多样性得以尊重的环境
　创造更多的机会以便增加对年龄、性别、国籍和身障人士等多样性的理解，

创造可让民众谈话和交流等心灵交流的场所，通过促进“通用设计”和“合

理便利”概念，创造令人深感便利的生活环境。

02 建立防止社会孤立、相互关联的体系
　与各地区居民建立经常往来的关系，以及成立社区内互助组织，创造一

个良好的环境，从而促使抱有闭门不出、贫困等有必要援助的家庭自力更生。

03 创造心灵关怀环境
　通过对校园欺凌和儿童虐待问题的早预防、早发现和早应对，创造让孩

子们能安心成长的良好环境，通过大力支持心理健康建设和采取各种人权

保障的举措，从而创造心灵得以关怀的环境。



目标

实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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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项目

④ 地区合作项目

建立将多样性转化为力量的地区
地区不同，其渊源、魅力点以及待解决课题各自相异。为更好地促进地区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来思考如何合作并付诸实践。与居民和多元化主体齐心合力共同打造一
个良好的环境，从而使各自的学识和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生活不可缺少交通工具的确保等民生
问题得到改善，各种地区问题得以解决，为魅力宜居城市的实现可提供更多的挑战机会。

01 建立多元化合作得以实现的基础
　创造通过利用公共空间、将地区问题共有和公开化，让任何感兴趣者皆

可轻松参与地区建设活动的环境，创造通过运用科技等手段，从而更迅速、

更有效地来解决地区问题的环境。

02 多元主体力量运用到地区建设中
　针对充分利用多元化主体的创意、技术以及网络解决地区内交通手段等

地区问题，改善育儿和教育环境等生活环境，以及年轻人跨越年代和立场

参与地区建设这三个课题，提供思考和实践的机会。

03 促进地区之间的交流
　为丰富自然资源和地区特有生活文化得以充分利用，创造促进地区之间

以及多元化主体之间交流的环境，为各种活动顺利举办、地区问题得以解决，

创造自由开放的交流空间。



目标

实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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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项目

⑤ 微笑绽放儿童项目

为孩子们创造未来无限拓展的环境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可安心生育、孩子们能健康成长的环境不可或缺。通过尊重孩

子们的个性，在地区社会中关注孩子们的发展，扩大孩子们接受挑战的机会，从而培养他们努
力向上、开拓人生的能力。大人们也会通过与孩子们的互动得到学习，形成良性循环促进社会
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01 创造可激发积极性、促进发展的教育环境
　创造能够培养孩子们自我肯定感和自我效能感，提高孩子们的探索意欲

和交流能力的环境，进一步促进学校、地区和家庭之间的相互协作，创造

应对信息社会和全球化的成长机会，通过将在线活动和面对面交流活动最

佳优化组合，确保学习机会，提高学习质量。

02 创造符合自身个性成长的机会
　为加深孩子们对年龄、性别、国籍和身障人士等多样性的理解，创造机

会让他们与不同立场的人进行对话交流，创造符合个性、有选择性的学习

空间，从而让所有孩子，包括不上学的儿童和有发育问题的儿童等也都能

够安心成长。

03 创造让育儿轻松快乐的环境
　通过在线活动、面对面交流等多种方式，创造有关孕育孩子可相互咨询

的环境，丰富家庭学习的内容，创造可放心带孩子外出游玩的安全环境，

增加体验各种游戏的机会。



目标

实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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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项目

⑥ 生活设计项目

创造可实现自己独特生活方式的环境
在这个人生百岁的时代，无论学习还是工作皆没有年龄限制。为了让人们能按照自己喜欢

的方式充实地生活，在提高人们对“保持身体健康是万事之本”认识的同时，创造充满多样性
学习机会的环境，让人们得以鉴赏文化、艺术和历史，并提供符合自己生活方式的活动场所，
从而创造多样化个性大放异彩、创意无限、丰饶富足的社会。

01 在全市范围内创造有机会学习和实践的环境
　创造通过鉴赏文化、艺术和历史来培养创造力的环境，建立学习和体验

与城市建设实践场所相关联的体系，创造可让音乐、艺术等创意活动成为

城市新亮点的环境。

02 创造人人皆能发挥积极作用的环境
　创造人们憧憬的理想职业和生活方式可通过各种工作方式实现的环境，

创造让人们不论年龄、性别、国籍和有无身障与否等皆能主动发挥积极作

用的环境。

03 符合每个年龄段的保健措施
　通过确保运动和锻炼的机会以及改善饮食习惯等，制定符合每个年龄段

的保健措施，通过利用现代技术等创造便利的环境让不便去医院的患者也

能安心就医，以及采取有效的举措进行预防护理。



目标

实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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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项目

⑦ TOHOKU（东北）未来项目

产生与世界共享源自东北地区的创新
我们有必要将东北地区正面临的人口减少等社会课题视为产生创新的机会，规划未来。伴

随着风险分散化和工作方式多样化，人们对地方的认识不断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目标
是创造出能够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人才，带来社会和经济冲击的、具有地区特性的创新。此外，
从国际和当地视角出发，从战略高度促进商贸业务及吸引游客，在向国内外宣传东北地区的魅
力中发挥积极作用。

01 将仙台和东北地区作为舞台开拓创新
　通过与东北地区及国内外其他城市的战略合作，创造具有吸引力的产业，

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创造所有企业家皆容易应对挑战的环境和氛围，包

括创造社会创新的企业家在内。

02 支援仙台和东北地区产业的发展
　创造使得下一代同步辐射设施运行为契机，通过研发中心和相关产业的

集聚实现新技术开发的环境，促进仙台和东北地区农林渔产业活性化以及

积极开展与当地食品相关的商贸活动，从而促进地区内的流通循环。

03 邀请全世界人来仙台和东北地区
　充分利用仙台和东北地区丰富的自然、历史、文化和各种节庆活动等，

打造各种体验项目，从战略角度进行宣传，营造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创

造魅力十足的办公环境以及完善MICE 等导入环境。



目标

实施方向

10

仙台市基本规划 ― 概 要 版 ―

挑战项目

⑧ 城市中心重建项目

打造人流聚集充满挑战机遇的城市中心
仙台市中心是众人聚集交流的重要区域，需要更多引人注目充满魅力的场所。为此，我们

将通过促进城市中心开发及完善商务和交流基础设施，创造良好的环境，从而引来更多的挑战
者进行各种的挑战。此外，通过与多元化主体的携手合作共同创造多种多样的创新内容，将市
中心打造成为具有高回乡率，无论工作还是娱乐场所都充满吸引力的区域。

01 打造深受投资者青睐的城市
　改造老旧建筑，完善和推动建设具有高级功能的商务写字楼，通过重新

利用城市公园、道路等公共空间以及民间闲置房地产空间，推动城市革新

改造工作。

02 打造可孕育创新的城市中心
　通过支持企业、创业者和教育机构等创造新事业的文化和社区的建设，

培养初创企业的生态系统，通过利用产、学、官、金等业界的技术和诀窍，

激发创新能力。

03 提高城市回乡率
　通过重建市政厅主楼，重新整顿勾当台公园，考虑重装维修音乐厅等，

创造吸引众多市民聚集和交流的富有魅力的城市环境，创造令人想轻松舒

适散步的空间，利用科技手段提高回乡环境，振兴中心商圈。



青叶区

太白区

11

各区的地区建设方向

　太白区拥有太白山（区名的由来）、秋保温泉等丰富的地方资源，同时也是仙台都市圈南

部的广域据点，担负着重要角色。今后将充分活用多样化的地区特色，比如，正在进行开

发的 JR长町站附近一带、民宅聚集的名取川右岸地区和丘陵住宅区、自然景观丰富的太白

山地区和秋保地区等等，展开城市建设工作。

地区建设方向

1. 相互扶持、人人都可按照自己的方式健康生活的地区

2. 抗灾能力强、可安心放心生活的地区

3. 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充满生机欣欣向荣的地区

4. 跨越年代可广泛交流、聚会和活动的地区

5. 多样化区域特色得以充分发挥的地区

　有的区少子化和老龄化日趋严峻，有的区则对年轻一代很有吸引力，各地区所处的情况不尽相同。
也有部分地区因东日本大地震的影响和东西线地铁开通等，环境发生变化。为应对日益复杂和多样化
的地区状况，要采取符合这些地区实际情况的举措。
　基于上述想法，我们确定了以下四个“地区建设发展方向”：“保护家乡富饶的自然环境，打造安全
放心的地区”、“打造居民相互扶持，生活充实富足的地区”、“打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让孩子们健康成
长的地区”、“打造充满个性、生气勃勃交流频繁的地区”。
　并且，在上述方向基础上，举办区民参与各种活动，有关上述已确定的“各区的地区建设方向”，与
以区民为主的各界人士广泛分享，推动个性化特色地区建设。

　青叶区的特点是具有“多样性”，现代

城市功能与丰富的自然环境完美融合。今

后将提升城市中心功能，确保区域间联系，

针对宫城地区少子化、老龄化加快以及人

口快速增长的状况，有效推进城市建设工作。

地区建设方向

1. 人来人往、生气勃勃、相互交流、充满活力的地区

2. 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人人都能健康生活、充实富足的地区

3. 提升区域防灾防犯能力，可安全放心地生活的地区

4. 杜都的自然、历史和文化气息浓厚的地区

青叶区

太白区

秋保大瀑布

仙台青叶节



泉区

宫城野区

若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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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的地区建设方向

　若林区因东西线地铁的开通，人口大量增加。今后将根据伴随地铁开通而产生的生活环境的变化和社区建设，

拥有大型产业集群和历史资产等的地区特色，展开着眼于灾后重建的城市建设工作。

地区建设方向

1.  与田园、水岸和生灵共生，将自然灾害经验积极活用在日常生活 
中的地区

2. 新老居民和谐相处、相互扶持的温情地区

3. 在浓厚历史中生活，共同孕育家乡魅力的地区

4. 通过多样化合作，日新月异的地区

　泉区的特点是由四个丰富多彩个性化的地区构成：城市功能齐全的泉中央地区、

北部集聚的工业园区、生活环境舒适的丘陵住宅区和自然环境丰富的西部地区。今

后将兼顾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课题，充分利用每个地区的特点，展开城市建设工作。

地区建设方向

1. 人人都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充实富足生活的“安心”地区

2. 利用富有魅力的项目内容，吸引四方来客的“繁华”地区

3. 可近距离感受绿意盎然景色和四季自然风情的“治愈”地区

4. 因市容街貌精致时尚和舒适宜居而炙手可热的“定居”地区

　宫城野区从仙台站东口一直延伸至仙台盐釜

港，人口结构特点也根据不同地段不尽相同。

今后将根据各个地区的特点，如正在发展中的

市中心、吸引年轻一代的北部地区、老年人比

例较高的丘陵地带以及灾害中浴火重生的沿海

地区等，展开城市建设工作。

地区建设方向

1. 打造海滨之乡～共聚一堂、相互交流的地区～

2. 打造城市中心地标区～熙熙攘攘、激发无限潜能的地区～

3. 打造舒适社区～互相扶持、可持续安心生活的地区～

4. 打造发现新魅力的场所～了解家乡、感受家乡活力的地区～

若林区

泉区

宫城野区

泉中央站附近

榴冈公园

东部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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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未来的城市管理

城市管理的基本理念

1 建立可持续发展城市管理的基础
　通过盘活地方经济涵养税源以及引进民营活力，促进高度可行的行政和财政管理的同时，促
进公共设施管理，以数据为依据制定政策。此外，在应对灾害和传染病方面，加强应对人力培养，
成立相应机构以便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也能为市民服务，构建能及时应对危机的管理体制。

2 通过合作加快城市建设
　鼓励各行各业不同人群参与政策制定的同时，支持居民自主开展城市建设工作，加快市民合
作和政府与市民联合的步伐，共同解决当地问题振兴地区经济。此外，在区政府机能方面，建
立能因地制宜地具体应对的体制，并创造环境从而能培养更多促进市民合作和地区建设的员工。

3 建立能够灵活应对社会变化的组织
　积极接受民营、教育机构等其他组织的观点建议，为使新想法得以实现，创造易于实施的组
织氛围。此外，还将通过创造能让员工展示才华、各种工作方式得以实现的环境，提高业务质
量和工作效率，以及提高每位员工的知识和技能。

4 通过数字化丰富市民生活
　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市民服务的便利性，解决问题和促进交流，为市民创造选择多、丰富多
彩安心生活的环境。此外，还将通过产、学、官、金等的合作，推动先进示范实验和智慧城市
型城市建设，努力创造新的价值。

5 履行大城市应有的责任
　在经济、交流和文化等层面发挥先进的城市功能，引领整个东北地区创造活力。此外，通过
促进权力下放和广域合作，确保与大城市相匹配的权力、税收和财政资源，建立能够在发挥规
模效益的同时为市民提供服务的环境。

城市结构形成基本方针

　　为了让“杜都”的城市基础设施成为仙台的象征，让市民为此自豪并传承给下一代，统筹推进功
能密集型城市结构的形成以及以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体系的建设，与此同时，推进绿色网络和良好水
循环系统的形成，打造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城市。

实施体系

　　为实现美好的城市愿景，仙台市政府通过与多元化主体协作，实施以下措施。



仙台市初高中学生会议

市民城市建设论坛

区民参与活动

共创仙台未来（令和 2年（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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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实施

	广泛共享基本规划，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实现计划的挑战中来，积极开展规划内容宣传工作。

	在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下，创造机会以便思考如何努力实现目标，并建立新的合作关系。

	为实施基本规划，大约每三年制定一次实施规划，并且在编制每个财政年度预算时，综合考虑社会
状况等因素，从改善的视角出发着手进行业务的构成。

	为管理好规划实施的进展情况，进行市民问卷调查、自我评价等评估和检查，并将进展情况向市议
会进行汇报，同时向市民公布。

	在修订实施规划时，将根据评估和检查的结果、以及社会形势和民间动向进行必要的修订，创造更
多的事业效益。

审议过程
○综合规划审议会　共 11次会议
○地区生活部会　　共 4次会议
○城市活力部会　　共 4次会议

综合规划审议会

制订日程

平成 30 年（2018 年）10 月

综合规划审议会开始审议

令和 2 年（2020 年）8 月

公布基本规划中期规划

令和 3 年（2021 年）2 月

编制基本规划草案， 
并向市议会提出　　

令和 3 年（2021 年）4 月

基本规划开始实施

市民参与举措

 活动内容
共创仙台未来
市民城市建设论坛
仙台市初高中学生会议
区民参与活动（共 10 次）

 全市民问卷调查

 公众评论
 中期规划说明会
 各种活动

共创仙台未来



15

杜都的绿色基础设施

奥山和里山

通过对森林保护和适当管理，保护生物多样性、吸收二氧化碳、
净化水质以及发挥补给水源功能。

雨水
O2

CO2

地下水

河流 市区（市中心）

河流除了具有防洪、水资源利用等基本功能之外，还具有确保
生物多样性、缓解微气象、保护景观等环境功能。
另外，通过对河床的利用，也可为休闲娱乐和社区建设做出贡
献。

通过系统布置绿化区域，结合推进绿色建筑发展，推进绿化工作，使该区域具有消暑、
景观提升、休闲等功能。此外，通过增加雨水的渗透和功能，有利于减少洪涝灾害、
地下水补给和净化水质。

河风
蒸腾

蒸腾

地表水

地下水

河床

街道树

河堤

居民区

山地和丘陵地区绿化

田园绿化

以水育绿轴

市区绿化

沿海区绿化

绿化据点

凡例

奥羽山脉 富谷丘陵

七北田、 
国见丘陵

蕃山、
青叶山丘陵

坪沼丘陵

奥山

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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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是一个罕见的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城市。其拥有森林、“里地里山”、市中心绿化区、东部农田、从源头到
河口的河流等，在市域内自然分布形成美丽的景观。
多样化的绿化区域不仅构成了城市的骨架，而且发挥着减少洪涝灾害、补给水源和地下水、净化水质、水资源
利用以及缓解微气象等各种重要作用。

市区（市中心以外）

城区绿化具有景观提升、休闲娱乐、社区建设等功能。还通过加强雨水渗透和储存，
为减少洪涝灾害、地下补水以及净化水质做出贡献。

居民区
公园

蒸腾

街道树

水塘

绿化

地下水

市区（市中心） 田园、海岸

通过系统布置绿化区域，结合推进绿色建筑发展，推进绿化工作，使该区域具有消暑、
景观提升、休闲等功能。此外，通过增加雨水的渗透和功能，有利于减少洪涝灾害、
地下水补给和净化水质。

夏季寒冷的海风通过东部平坦的地势到达内陆，缓解了市区气温的上升。
沿海地区的防灾林起到防潮、防风的功能，通过防波堤、加高道路等方式减轻海啸
灾害，提高多重防御功能。通过保护农田、湿地、宅林和林地为确保生物多样性，
以及保护该地区的独特景观做出贡献。

地下水

水田 水田

贞山运河

日光

东部道路
护宅林（宅区林）

加高道路
公园

公园

海啸

大海

堤坝

海风

防风、防潮防灾林

湿地

梅田川

七北田川

仙台湾沿岸

广濑川

名取川

市区
市中心和市中心以外

里山
田园 + 海岸



商业繁
华轴（拱

廊商业
街）

商
业
繁
华
轴（
拱
廊
商
业
街
）

交流繁
华轴

交流繁
华轴

定禅寺
大街

定禅寺
大街

青叶街青叶街

交流繁
华轴

交流繁华轴
宫城野大街宫城野大街

锦町公园

仙台站

拥有“杜都”的历史文化资源、
学术研究机构、国际活动场所等的区域
拥有“杜都”的历史文化资源、

学术研究机构、国际活动场所等的区域
拥有体育设施和公园等
吸引大量游客区域

拥有体育设施和公园等
吸引大量游客区域

宫城县广域防灾据点宫城县广域防灾据点

高等教育机构集聚区高等教育机构集聚区

饮食店等集聚区饮食店等集聚区

大
町
西
公
园
站

国际中心站
川内站

青
叶
通
一
番
町
站

仙
台
站

五
桥
站

爱
宕
桥
站

勾
当
台
公
园
站

广濑通站

北四番丁站

青叶通站

宫城野通站

连坊站

药师堂站

JR仙石线

JR仙山线

JR东
北
本
线

仙台市东西线地铁

西公园
榴冈公园

宫城野原
运动公园

仙
台
市
南
北
线
地
铁

青叶山公
园

宫城县美术馆

东北大学
川内校园

国际中心

仙台市博物馆

仙台城址

青叶山公园中心

东北大学
片平校园

东北学院大学
土樋校园

东北学院大学
五桥校园

东北大学
青叶山校园

市民会馆 仙台媒体中心

县民会馆

仙台市政厅

宫城县厅

勾当台公园

战争灾难复兴纪念馆

仙台市陆上竞技场

东北福祉大学
仙台站东口校园

仙台 Sun Plaza

宫城球场

立 町

大 町

肴 町

国分町
本 町

铁炮町

二十人町

新 寺

榴 冈

宫
城
野
原
站

陆
前
原
之
町
站

榴
冈
站

吸引游客主要景点

与市中心密切
相关的区域

凡　例

交流繁华轴

商业繁华轴
（拱廊商业街）

市中心功能强化区

城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区

商业商务和居住区

特定城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区

主要城市规划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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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的城市规划方向

市中心城市建设基本方向

市中心功能强化区
以仙台站周边和主要街道为中心，具有广泛贸易领域的商业功能以及密集分布着
在东北地区起着核心作用的业务功能，是仙台市的核心。通过营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商务交流环境，创造新的价值和吸引力。

商业、商务和居住区
围绕市中心功能强化区，集生活、学习、工作和享受等为一体，是多元化高功能
相互协调的非常便利的区域。通过强化这些功能，提升市中心区域的价值。

每个区域的背街小巷集结了本地昼夜皆可享受、多姿多彩的娱乐场所。通过将其
与集客设施、主要景点一起广泛连接市中心的繁华，在向周边地区扩散的同时，
提升整个市中心的吸引力。

打造感受绿色、充满绿色的城市空间，提高防灾力以及环保性能，创造安全、放心、
舒适的环境，并且通过积极展开国际宣传，提升“杜都”和“防灾环保城市”的
品牌力。

青叶街和一番町一带
～繁华商业和“相遇”场所～

以青叶街和拱廊商业街为轴心，通过商业、商务和
文化为主的各种交流给仙台带来更多“相遇”的机
会和“繁华”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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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叶街青叶街

交流繁
华轴

交流繁华轴
宫城野大街宫城野大街

锦町公园

仙台站

拥有“杜都”的历史文化资源、
学术研究机构、国际活动场所等的区域
拥有“杜都”的历史文化资源、

学术研究机构、国际活动场所等的区域
拥有体育设施和公园等
吸引大量游客区域

拥有体育设施和公园等
吸引大量游客区域

宫城县广域防灾据点宫城县广域防灾据点

高等教育机构集聚区高等教育机构集聚区

饮食店等集聚区饮食店等集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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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叶通站

宫城野通站

连坊站

药师堂站

JR仙石线

JR仙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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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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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台市东西线地铁

西公园
榴冈公园

宫城野原
运动公园

仙
台
市
南
北
线
地
铁

青叶山公
园

宫城县美术馆

东北大学
川内校园

国际中心

仙台市博物馆

仙台城址

青叶山公园中心

东北大学
片平校园

东北学院大学
土樋校园

东北学院大学
五桥校园

东北大学
青叶山校园

市民会馆 仙台媒体中心

县民会馆

仙台市政厅

宫城县厅

勾当台公园

战争灾难复兴纪念馆

仙台市陆上竞技场

东北福祉大学
仙台站东口校园

仙台 Sun Plaza

宫城球场

立 町

大 町

肴 町

国分町
本 町

铁炮町

二十人町

新 寺

榴 冈

宫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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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前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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町
站

榴
冈
站

吸引游客主要景点

与市中心密切
相关的区域

凡　例

交流繁华轴

商业繁华轴
（拱廊商业街）

市中心功能强化区

城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区

商业商务和居住区

特定城市再生紧急整备地区

主要城市规划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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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藩政封建时代以来，仙台就拥有绿意盎然苍翠润泽美丽“杜都”的城市环境以及“防灾环保城市”的城市个
性。在这二者的基础上，我们将提高环境质量，强化城市中心功能，作为引领东北地区国际化建设的中枢城市，
希望把仙台市中心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安全繁华、交流旺盛、经济可持续发展充满活力的城市中心。

定禅寺大街和勾当台一带
～象征杜都的景观，文化交流和市民活动的场所～

重建的市政厅大楼和定禅寺大街等宽敞的公共空间，与在此
由包括市民在内的多元化主体开展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
给仙台带来日常的繁华和广泛交流的仙台的象征区域

宫城野大街一带
～生活、工作、享受、学习相协调，丰富多彩的市民活动场所～

在业务、商业和学校等与居住环境相互协调便利的环境中，形成
多层次的社区，人际交往旺盛和各种活动频繁举办的区域

仙台站周边
～引领东北地区发展仙台的门面～

作为东北地区的门户，为跨地域交流提供了保证，并
集聚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级城市功能，为仙台和东
北地区创造经济活力的中心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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