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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构建冲绳县的国际物流基地

第一阶段

第三阶段

第二阶段

国际物流基地产业集群区
那霸区

那霸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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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冲绳成为 “国际物流基地”是冲绳县在继“旅游产业”、“信息通信相关产业”之后，提出的作为第三

支柱的新主导产业，在这一目标下，官民一体共同努力将冲绳构建成一个国际物流基地，不仅为冲

绳，而且为日本与亚洲的发展做出贡献，努力让冲绳成为“连接21世纪的世界桥梁”。

构建连接日本与亚洲的桥梁-国际物流基地

○进入冲绳发展的企业 490家

   （2020年1月）

○新增就业人数 29,748人

   （2020年1月）

● ANA国际货物枢纽的开始【2009年10月】

● 国际物流特区（国际物流基地产业集聚地）的创立

　 【2012年4月】

● 物流中心等的企业入驻基础设施的完善

● 冲绳县产品的出口扩大

● 随着航空、海运企业的发展，进一步扩大航空、
　 海运网络

● 加强电商、网购库存中心功能

● 加强紧急零部件中心功能

● 建构跨国厂家的物流基地

● 建构流通、保管、展示、3PL等的基地

冲绳国际货运枢纽已转型至专用货机，外加运用客机腹舱这一

模型。在扩充航空网络的同时，新设了面向亚洲的海运航线。

● 航空、海运航线的增加

将只限定部分区域的国际物流特区扩大到那霸、浦添、丰见城、

宜野湾、糸满市全区以及中城湾港新港地区。

● 国际物流特区的扩大

经由冲绳，最快可在翌日将日本全国的特产品在新鲜的状态下

运送到亚洲各地。

● 全国特产品流通基地化的推进

在那霸机场的旁边，打造以国际货运业务为主的物流中心。

● 货运代理公司的物流基地

（2020年3月26日）

● 那霸机场第2滑行跑道已可使用

● 国际航空货物枢纽这一全新模型
　 推动（运用客机腹舱）

冲绳新主导产业的培养及现状

旅游产业

　　战略性地开展令当地居民、旅

游业者、游客能够满意的环境整备，

以及历史、文化、体育等各项软实力

皆得到充分运用的冲绳特有旅游

项目（高附加值型旅游）。与此同时

致力于完善基础旅游环境，例如营

造放心、安全、舒服的景区，确立享

誉全球的“冲绳旅游品牌”，成为得

到全球认可且能够持续发展的游览

胜地。

第一支柱

○ 入境游客数　约　　373万人（2020年） 　对比前年度 - 63％

○ 旅游收入 　  约7,047亿日元（2019年）    对比前年度 - 4.0%

○入境游客人数变化（2013年 - 2020年）

资料来源：冲绳县文化旅游体育部

※2020年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而大幅缩减。

总数 外国游客

信息通信相关产业

    　位于东亚中心，最大限度发挥拥有大量年轻劳动力等本县特点，

作为亚洲国际信息通信基地“IT桥梁”，旨在为我国与亚洲各国之间架

起桥梁。以冲绳IT津梁园及冲绳信息通信中心为核心，致力于从国内外

招商建厂、县内企业的高端化及多样化、人材的培养及确保、信息通信

基础的完善等。

第二支柱

构建国际物流基地第三支柱

　　随着那霸机场的航空物流功能的扩充等，本县作为东亚地区的

中继基地，其国际物流功能也将会得以提高，利用此物流功能，积

极开展和推动新商务-构建临空、临港型产业集聚地，使其成为以那

霸机场、那霸港为中心的国际物流基地。以此实现让那霸成为连接

世界的桥梁，并促进县内企业打入国际市场、扩大出口等，建构自立

型经济体制，让那霸的经济能在持续高度发展的亚洲经济洪流之

中处于一席之位。

／面向with新冠肺炎疫情时代、
　After新冠肺炎疫情时代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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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丰富的航线网络架构出航空物流网络 　在全新模型发展阶段的各个时期（1-3），着力运用跨境电商以达到开拓销路、构建商流及物流基地化。

全新模型的发展时期

　　冲绳县运用地处东亚中心的地理特性以及丰富的航线网络，开展以那霸机场为冲绳国际枢纽的航空物流网络。

　　自2021年起开始转换模型，过往以专用货机为核心，今后除专用货机外，还会运用那霸机场起航客机的腹舱。

然后将日本国内首都圈、其他地区，以及亚洲各座城市相互连结，扩充至一张可应对多目的地、高频度化的全新航

空物流网络。

扩大冲绳产品的出口
 电商/邮购库存中心

 建立全国各地特产的分销基地
 全球制造商的物流基地

 扩建国际物流特区
 中央厨房

4兆8,561亿美金

9,123亿美金

大约5.3倍

（1美金=109日元）

2020年 大约99兆日元

➡2027年 529兆日元

○ 全球跨境电商市场规模的扩展预测

2021年时期 1

with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恢复期）
推动县产品的电商销售及销路开拓

推动国际客机重启航运

（优先市场 ：台北、香港、新加坡、上海、曼谷）

2024年～时期 3

网络扩充期（扩展期）
全新模型的固定，以及进一步的扩展

电商物流基地化

对相关企业＋专用货机加强招揽

2022～2023年时期 2

后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构建期）
开始正式地运用国外航空公司，并扩充国内外网络

加强电商产品等货品的运输（构建商流）

要　点
▶ 重新构建阶段性的航空货物网络

▶ 推动各家航空公司之间的合作（联航契约及代码共享）

要　点

▶ 架构起同时利用货运航班和客运航班货仓的物流网络

▶ 继续吸收亚洲的增长势头

▶ 应对电子商务等新型物流需求

效　果
▶ 建设多样化、低成本、更加便捷等功能强大的物流网络，

　 构建国际航空物流枢纽

▶ 打通冲绳县特产及日本各地土特产品交易的商流，进一步促成产业集聚

2021年 2022～2023年

内航客机货运

充分运用外航客机货

运及国外枢纽机场

推动县内企业的电子商务

（开拓销路）

透过加强各家航空公司之间的

合作，构建多样化的

航空货物网络

开拓全新线路加强网络

恢复客机及货机的航班

加强电商产品等货品的运输

（构建商流）

电商物流基地化
招揽企业、扩充库存中心、

中央厨房等功能

与旅游振兴政策实施（国际旅客枢纽）的对接

●扩展航线及经停航线　●国内外旅游的经停点化　●周游型旅游的基地化

2024年～

亚洲 冲绳县 首都圈&其他城市

海外航线

保管及检查

物流加工等

全国各地的特产等

县特产

亚洲货物

全国各地的特产等

亚洲货物

16座城市16条航线

（2020.3月）

国内航线

24座城市26条航线

（2020.3月）

数据来源 :有关2019年度电商交易的市场调查（经济产业省 信息经济科）

※照片仅供参考。

库存中心

首尔（仁川）

那霸机场

宇流麻市
（国际物流特区）

台北（桃园）

上海

新加坡

曼谷

香港
那霸机场那霸机场

吉隆坡

面向加强跨境电商的施行措施

2020 年 2027 年

冲绳除了地处不断发展的东亚地区中心，具有地理优越性外，那霸机场更实现了24小时全天运营。

上述优势加上丰富的国内航线和国际航线网络，可切实满足未来商务的物流需求。

冲绳国际物流枢纽的优势

将日本与亚洲的主要城市连结起来的那霸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