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充满魅力的农林水产品

活用冲绳特征，振兴农林水产业
确立在丰富自然环境中孕育的安全、安心的冲绳品牌  
活用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多种多样的地域资源等冲绳县特性，实现充满魅力与活力，可持续发展的农林水产业。同
时，通过降低物流成本、农林水产业的DX（电子革命）等力求实现成长产业化，提升产量与收益能力。

冲绳的基础作物甘蔗

甜度很高的冲绳芒果

汁水饱满甘甜的桶柑

产量荣获日本第一的菠萝

冲绳原有蔬菜“岛胡萝卜” 蘑菇栽培

鲜活捕捞的金枪鱼 产量日本第一的对虾

冲绳品牌牛“本部牛”

冲绳特有品种“Agu猪”

冲绳黑糖在海外的推广

提供优质鸡蛋

绿色鱼子酱“海葡萄” 富含矿物质的海蕰

青柠 利用温暖气候栽培的花卉

西印度 
樱桃

百香果

杨桃

火龙果

以怡人甜味为特征的红薯 拥有强烈辣味与香味的岛薤菜 产值不断增加的蘑菇栽培

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富饶岛屿 具有冲绳特色SDGs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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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地域资源与人才
让支持地区的产业与人才更加活跃  
将加工及商品化等次级产业作为肩负冲绳经济一部分的战略性产业，推动这些产业的发展。同时，扩大劳动方式选
项，创造让多样化人才得以活跃，能够发挥能力，更易工作的环境。构建县内企业“成长与分配的良好循环”，努力提
高劳动者收入。

振兴多样化制造产业

推进对驻留军用地原址的使用

力求扩大县产农林水产品的消费，振兴生产的“冲绳花卉食品节”　左／琉球新报社提供、右／冲绳时报社提供

公园及美术馆、购物中心等建筑林立的那霸新都心　（冲绳时报社提供）

建有大型购物商城及综合医院等设施的北中城村泡濑高尔夫场旧址 建有政府大楼等设施的北谷町桑江地区

以县内最大规模为傲的综合产业展“冲绳产业节”　冲绳时报社提供

掌握工作相关知识与技能的就业支持讲座体验冲绳制造的蒸馏酒泡盛的“岛酒节”

雇佣对策与就业支持

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富饶岛屿 具有冲绳特色SDGs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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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离岛地区的魅力
活用岛屿资源和魅力，推进产业振兴  
克服离岛地区的交流、物流、信息通信环境、人才等不利因素，调动岛屿的潜在力量，推动产业振兴。利用丰富的自然
进行观光计划，活用各个离岛的环境推进农林水产业，使用当地食材开发特产等，努力实现活用各岛特性的可持续
产业及雇佣的创造与地域经济的良好循环。

成为便于生活的岛屿 活用离岛资源、特色

连接宫古岛与伊良部岛的伊良部大桥

宫古下地岛机场航站楼

通往久高岛的渡船 北大东渔港

冲绳县立八重山医院 （冲绳时报社提供）

举办推销离岛特产等商品的活动 “离岛节”

离岛的优质原创商品

不出家门即可在线体验离岛魅力

通过与离岛居民接触感受岛屿魅力的离岛观光及交流促进事业

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富饶岛屿 具有冲绳特色SDGs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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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与宣扬和平
以成为亚太地区的和平基地为目标  
活用冲绳位于东亚中心的地理特征，形成以冲绳为枢纽的国际交流网络。同时发展迄今为止所构建的世界冲绳人脉
网络，传承至下一代。此外，向国内外广泛传播从悲惨的地面战争历史中获得的对和平的感悟，为构筑亚洲、太平洋
地域的和平作出贡献。

全球化交流与共生的岛屿

在冲绳期望和平

根源在冲绳的海外冲绳县系人士（Uchinanchu，冲绳方言，意为冲绳人）聚集到故乡冲绳，并召开活动“世界的冲绳人大会”

实施移居海外人士的
子女与县内同龄的学
生一起学习冲绳历史
及文化等的研修计划。

刻有在冲绳战等中死亡的所有人士姓名的纪念碑“和平之基”

冲绳县和平祈祷资料馆

冲绳战死者追悼仪式

和平祈祷堂

学习冲绳战的记录及回忆，并将其讲述给下一代的研讨会

表彰为构筑、维持亚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作出贡献的个人、团体的“冲绳和平奖”

传承、发展冲绳人脉网

具有冲绳特色SDGs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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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习意愿

丰富终身学习环境

教育方面的对策
支持培养热爱故乡并以故乡为骄傲的健康儿童  
丰富教育环境，培养孩子们扎实的学习能力、富足的内心、健康的体魄等“生活之力”，支持每个人开拓出丰富多彩的
人生。此外，增加县民接触更多人士，学习地区及冲绳文化、自然等的机会。

琉球、冲绳相关乡土资料丰富的冲绳县立图书馆

居住在冲绳本岛的小学生访问离岛，进行交流

以县民为对象， 
开展各类讲座

离岛的移动图书馆

面向小学生的编程讲座

活用ICT的离岛远程教育

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馆的战地遗迹田野调查

发挥多种能力开拓未来的岛屿 具有冲绳特色SDGs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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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培养国际性的计划

培育肩负冲绳未来的人才
激发潜力，提升人才能力  
全地区共同努力致力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培养精神富足的青少年。强化家庭与地区、学校之间的合作，让儿童多接触
他人，增加学习冲绳文化与自然的机会。此外，冲绳县还致力于通过学习先进知识和技能、培养产业人才、开发职业
能力等来培育可支持地区的专业人才。

接收夏威夷州高中生，在冲绳进行国际交流

将县内高中生派至美国州立大学，体验大学生活 将县内高中生派至中国，通过异文化体验开拓视野

进行图书馆员体验的小学生（JICA冲绳）ALT（外语指导助手）的上课情景

培育具有经营思维的农业人士的县立农业大学

支持当地医疗的医师及药剂师

培育技术人员的职业能力开发学校

用外语介绍县内各地的翻译导游

培育支持产业的人才

发挥多种能力开拓未来的岛屿 具有冲绳特色SDGs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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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日元）（万人）

年

1975
海洋博览会

1992
首里城公园开园

1997
组团旅行低价格化

2000
举办G8峰会

2001
美国同时多发恐怖袭击

2011.3
东日本大地震

2009
经济低迷
新型流感

2007
观光客累计突破1亿人

2019
入境观光客人
数突破1,000万人

外国客（万人）

国内客（万人）

观光收入（亿日元）

7,484

选址在冲绳的信息通信相关企业数及雇佣者数的推移

人口、就业人数等推移

主要经济指标

类别 单位 1972 1982 1992 2002 2006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目标年次 
2021年度

总人口 千人 960 1,130 1,239 1,336 1,368 1,403 1,412 1,419 1,426 1,434 1,440 1,444 1,448 1,454 1,440

劳动力人口 千人 373 469 562 625 647 666 674 682 682 700 710 718 732 746 719

就业者数 千人 359 446 539 573 597 619 627 642 645 664 679 691 707 726 690

完全失业率 % 3.7 4.9 4.3 8.3 7.7 7.1 6.8 5.7 5.4 5.1 4.4 3.8 3.4 2.7 4.0 

县内生产总值（名目）亿日元 4,592 17,340 31,227 36,679 36,958 36,926 37,073 38,365 39,125 41,747 43,452 44,141 46,135 46,135 51,439

类别 单位 1972 1982 1992 2002 2006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县民总收入（名目） 亿日元 5,013 18,226 31,929 37,869 38,717 38,978 38,954 40,420 41,426 44,032 45,975 46,742

基地依存度 ％ 15.5 7.4 4.9 5.4 5.5 5.1 5.6 5.2 5.9 5.2 5.2 6.0 

财政依存度（县） ％ 23.5 34.8 37.4 40.3 37.7 39.4 40.1 39.5 40.6 38.5 37.7 37.9

财政依存度（国） ％ 17.9 18.6 21 24.1 22.2 24.4 24.6 24.5 24.4 24.0 24.0 23.8

迁出入差（县） ％ △28.3 △22.7 △8.8 △ 20.1 △ 18.1 △ 14.2 △ 15.0 △ 16.0 △ 15.8 △ 16.6 △ 16.0 △ 17.2

进出口差（国） ％ 2 0.9 2.2 1.3 1.5 △ 0.9 △ 1.7 △ 1.7 △ 1.6 △ 0.1 1.0 0.9

人均县民收入 千日元 440 1,364 2,038 2,052 2,023 1,981 1,971 2,054 2,059 2,192 2,315 2,349

人均国民收入 千日元 740 1,848 2,967 2,855 3,068 2,805 2,820 2,938 2,983 3,070 3,091 3,164

收入差 ％ 59.5 73.8 68.7 71.9 65.9 70.6 69.9 69.9 69.0 71.4 74.9 74.2

冲 绳 县 资 料

资料： 人口／总务省统计局《国情调查》、县统计课《推算人口》（截至每年10月1日）
 劳动力人口、就业者数、完全失业率／县统计课《劳动力调查》（历年数值）
 县内总生产/县统计课《县民经济计算》、2018年、2019年为企业调整课《平成30年（2018年）度 经济预估》（年度数值）

（注）： 1. 目标年次2021年的数值均为冲绳21世纪愿景基本计划预估值。
 2. 由于县民经济计算随各年度的统计公布而追溯修改，（※）的年度起的数值与前一年度不连贯。

资料：县观光政策课《观光要览》等

资料： 县统计课《县民经济计算》、内阁府《国民经济计算》
 （注） １：基地依存度＝军队相关收入／县民总收入（名目）×100
  ２：财政依存度＝（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公共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县民总收入（国民总收入）（名目）／100 
  ３：迁出入差＝纯迁出/县民总收入（国民总收入）（名目）×100
  ４：收入差＝人均县民收入／人均国民收入×100

面积与位置

总面积  2,281.00平方千米 （2020年1月1日）

　冲绳位于日本西南部，属于弓形连接九州与台湾之间的琉球弧，总面积2,281.00平方千米，由冲绳岛、宫古岛、石垣
岛及西表岛这四个主要岛屿，以及伊平屋岛、伊是名岛、久米岛、南北大东岛、伊良部岛、波照间岛、与那国岛、庆良
间诸岛等多个岛屿组成。冲绳属于亚热带气候，平均气温约为24℃。

资料：国土地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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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观光客数为冲绳县《入境观光客统计》、观光收入为冲绳县《观光统计实情调查》
※观光收入中，2005年度为止为历年数值，2006年起为年度数值。
※外国旅客包含特例登陆人士。

入境观光客数与观光收入的推移（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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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花 「刺桐」

　豆科落叶大乔木，原厂地为印度。花期为3月～5月左右，从小树枝前段
至花梗呈总状花序。花瓣为深红色，仿佛燃烧一般，十分美丽。深红色的花
朵作为南国冲绳的象征非常相符，是效果显著的观光资源。此外，它也是
漆器的材料之一，从经济层面及工艺品层面考虑都十分珍贵。这是它被定
为县花的主要原因。（1972年制定）

冲 绳 县 资 料

县树 「琉球松」

　冲绳特有树木，高度可达15米左右，树冠随树龄增长而增大，枝叶美丽。
它被广泛用作街道树、风景树、盆栽、防风林，易于繁殖且具有丰富的经
济价值，因此被选为县树。1966年2月7日，琉球政府将“琉球松”定为县
树。（1972年制定）

县鸟 「野口啄木鸟」

　世界罕见的一属一种的啄木鸟科鸟类，只生活在冲绳本岛北部，是国
家特别天然纪念物。它于1886年被英国人发现，并在1888年首次得到介
绍。1960年，它被琉球政府指定为天然纪念物。这种鸟类生息数量日益减
少，放任不管会有灭绝的危机。基于上述理由，“野口啄木鸟”被选定为县
鸟。（1972年制定）

2021年3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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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8-866-2020
编辑・制作 光文堂传播株式会社
 098-889-1131

冲绳县的概况

县鱼「高砂鱼（方言名Gurukun）」

　这种鱼颜色艳丽，体长25厘米左右，外形美观，广受人们喜爱。它是热带
鱼，分布在冲绳至印度洋一带。这种鱼可全年捕捞，且产值逐年增加，是冲
绳县的主要鱼种。此外，大部分高砂鱼通过冲绳独特的追赶入网法进行捕
捞。它是冲绳少有的家常鱼，在县民的餐桌上十分普及。基于上述理由，高
砂鱼被选为县鱼。（1972年制定）

县蝶「大胡麻斑蝶」

　蛱蝶科蝴蝶，是日本蝴蝶中体型最大的品种之一。其特征是白底黑斑，
飞翔姿态缓慢优雅，与其黄金的蛹一起在县民中广为人知。它分布在冲绳
广大地区，广泛受到县民喜爱。基于上述理由，“大胡麻斑蝶”被选为县蝶。

（2020年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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