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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崭新的新宿

新宿区制定了以平成30（2018）年度至平成39

（2027）年度这十年为期限的综合规划。综合规划基于

区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及人口动向等，针

对实现基本构想中提出的“新宿区目标城市姿态”，即

“以‘新宿力’创造的闲适且繁华的城市”，将作为行

政财政运营指针的“基本规划”与作为城市规划相关基

本方针的“城市建设基本计划”制定为一项整体的规

划。 

基本规划中，着眼于更关注延年益寿的未来长寿社会，对使区民能够身心健康地

生活的措施，福祉和育儿等与生活紧密相关的措施，以及诸如建立应对灾害能力强的

体制、采取预防犯罪对策等，与实现安全放心城市相关的措施等进行了定位。进而，

为了进一步提高新宿的城市魅力，还规定了整顿城市基础设施及振兴文化、观光、产

业、体育等，旨在创造繁华的措施。并且，为了切实推进这些措施，也提出了旨在强

化财政基础、构建区民与区之间信赖关系的举措。 

城市建设基本计划中，提出了土地利用的思路，城市交通整顿的方向性，旨在解

决绿地与公园、住宅与居住环境等各部类课题的城市建设方针，以及有效利用各位区

民能够切身感受的各地区个性和特色的城市建设方针。 

制定规划时，经过了由各位区民和专家学者构成的“新宿区基本构想审议会”及

“新宿区城市规划审议会”的审议，同时通过区民讨论会、地区说明会、公众评议等

也有众多人士参与其中。对于提出意见和方案的各位朋友，我们深表谢意。 

为了创建持续发展的崭新的新宿，让下一代能够怀着梦想与希望不断开拓这座城

市的未来，我将以此规划为基础，与各位区民一同，竭尽自己所能。 

希望各位今后能一如既往地给予理解和支持，非常感谢！ 

Kenichi YOSH IZUMI

新宿区长

吉住 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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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明确了在推进新宿区城市建设工作时的基本理念、新宿区目标城市
姿态、城市建设基本目标以及区政运营基本姿态。
	 区制定和推进的所有规划均立足于基本构想。

❖目标城市姿态
以“新宿力”创造的闲适且繁华的城市
“新宿力”象征性地表达了在新宿居住、工作、学习、开展各项活动的
人们的自治力。

❖三项基本理念
●创建区民自主自治
●构建尊重每一个人的社会
●成为下一代能够拥有梦想和希望的社会

❖明示了旨在实现基本构想中所示“目标城市姿态”的政策方向性。

❖兼具基本规划与城市建设基本计划的特性，是一项整体性的规划。

❖汇总了计划性推进的事业及优先推进的事业的行政财政计划。

1 规划目的

新宿区综合规划针对实现“新宿区基本构想”中提出的目标城市姿态，即“以‘新宿力’创造

的闲适且繁华的城市”，明示了政策的方向性。	

2 规划定位与体系

新宿区综合规划旨在实现基本构想，兼具“基本规划”与“城市建设基本计划”的特性，是一

项整体性的规划。	

此外，也加入了基于社会福祉法第107条的“地区福祉规划”内容。	

规划概要

制定规划时

规划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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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新宿区综合规划（10年：2018年度～2027年度）

第一次执行规划
3年

（2018年度～2020年度）

第二次执行规划
3年

（2021年度～2023年度）

第三次执行规划
4年

（2024年度～2027年度）

3 规划期限

自平成30（2018）年度开始至平成39（2027）	年度的10年，是新宿区综合规划的期限。

但依据社会经济状况等变化，可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此外，执行规划规定了第一次至第三次的规划执行期限。

※城市建设长期规划由城市建设基本计划和城市建设战略规划构成。
　城市建设战略规划针对区整体及区内各地区所面临的课题，明示了重点举措及推进方案等。

规划体系图

规划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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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城市姿态 五项基本政策

所有区民想要能够积极生活，首先要身心健康。此外，要进一步营造令人放心的育儿环境，完善

教育，建设高龄者及残障人士等每个人都能够随性生活的城市，搞活地方社区等。

“基本政策Ⅰ　让新宿的生活最便捷”将致力于实施这些支持区民生活的措施。

为让区民能够安心生活，建设应对灾害能力强、不必逃离的城市，并创建安全放心的生活环境非

常重要。

因此，“基本政策Ⅱ　让新宿成为高度防灾城市并强化安全放心管理”将致力于实现建筑物耐

震和不燃化、建立应对灾害能力强的体制、建设无犯罪的城市、采取针对民宿及空房的对策、预防感

染病、防止路上吸烟等。

基本政策Ⅰ 让新宿的生活最便捷

基本政策Ⅱ 让新宿成为高度防灾城市并强化安全放心管理

基本构想中，对新宿区的“目标城市姿态”，提出了

这一构想。	

以“新宿力”创造的闲适且繁华的城市。

目标城市姿态1

 五项基本政策 2

“新宿力”是什么？

“新宿力”象征性地表达了居住在新宿区的居民，以及在新宿区工作、学
习、活动的民众“想要自己负责，自己创建自己城市”的《自治力》。

新宿区基本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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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基本政策

要开展各项措施，必须不断确保财源，在有限的财源中进行有效高效的区政运营。

因此，“基本政策Ⅳ　确立健全的区财政”将致力于有效地利用行政评价制度，通过公民合作

有效高效地开展事业，进一步确保非税收入，强化公共设施管理等。

为与各位区民共同推进规划内的措施，不能没有区与区民之间的信赖关系。

因此，“基本政策Ⅴ　成为最具好感度的区政府”将致力于培养能够与区民共享地区课题、制

定和执行解决方案的职员，并提升其能力。

此外，还将致力于提高窗口服务质量，有效利用ICT（信息通信技术）提高行政服务便捷性等，

从而提高区政府的好感度。

再者，作为距离区民最近的基础自治体，推进实施地方分权。

基本政策Ⅳ 确立健全的区财政

基本政策Ⅴ 成为最具好感度的区政府

基本政策Ⅲ 创建繁华城市新宿

要创建持续发展的新宿，有效地利用富有商业、工作、文化、居住等多样性的新宿区的城市功能

及城市环境进行城市建设非常重要。

因此，“基本政策Ⅲ　创建繁华城市新宿”将致力于整顿可提高城市流动性和便捷性的城市基

础，振兴文化、观光与体育，建造独具魅力的商业街，进行产业振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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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内容概要

具体措施1　

完善举措，努力延长健康寿命，从而使区民能够终生身心健康地生活。 

努力成为这样的城市：拥有可轻松实践健康促进的环境，让区民能够在生活中不知觉地践
行健康促进，一直身心健康地生活。	

○推进健康促进，预防生活习惯病 
＜营造便于实践健康促进的环境＞	
＜根据人生阶段，推进健康促进＞	
＜推进地区联系＞	
＜推进生活习惯病对策＞	
＜采取牙科保健对策＞	

○支援心理保健服务 
○推进饮食教育 

具体措施2

推进地区整体护理体系，从而使区民能够在住惯了的地区一直生活。 

努力成为这样的“身心健康、积极生活的城市”：每一位高龄者都能通过社会贡献活动
等，积极乐观地度过每一天，都能实践健康促进，防止出现需护理状态。	
此外，新宿将完善保健、医疗、护理、看护体制，营造能够提供由不同人员实现的地区互

助及必需服务的环境。努力成为这样的“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城市”、“即使需要有人
支援也能终生放心生活的城市”：区民即使变为需要支援、需要护理的状态，也能够在住惯了
的地区放心生活，同时尊重本人意愿，使之能够按自己的方式迎来生命的最后时刻。	

○努力推进地区整体护理体系 
＜实现在家生活无漏洞的服务＞	
＜进一步强化保健、医疗、护理体制＞	

○完善高龄者综合咨询中心的功能 
○建立地方支援高龄者的体系 

○推进健康促进，防止出现需护理状态 
○完善在家疗养支援体制 
○完善对认知障碍高龄者的支援体制 
○整顿护理保险服务的基础 

具体措施3

营造残障人士能够一直积极生活的环境。 

努力成为这样的城市：关注残障程度加重的情况、残障人士的高龄化及其父母去世后的情
况，让残障人士能在住惯了的地区一直有尊严地生活。	
进而，不以有无残障加以区别对待，让每个人都能终生参与社会活动，努力创建区民相互

支援的关系。	

○推进支援残障人士地区生活的体制 
○推进消除以残障为理由的歧视 

○促进残障人士集体之家的设立工作 
○促进残障人士就业援助工作 

规划内容概要3

基本政策Ⅰ 让新宿的生活最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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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内容概要

具体措施4

营造令人放心的育儿环境。 

努力成为这样的城市：对每个育儿家庭从妊娠期开始提供细致周到的支援，实现能够安心
生产并养育子女的环境，同时让承担下一代重任的所有孩子能够健康随性成长。	
此外，成为能够为孩子提供从幼儿期开始无断层支援的城市，以让孩子成长为自立于社会

的青年。	
扩大地区及育儿支援者的育儿支援圈，创出新的相遇和超越年龄层的交流，成为大家齐心

协力支援儿童成长和育儿工作的城市。	

○满足多样化的需求，建立亲子教育场所进行育儿
支援 

○消除等待进入保育所等育儿机构的待机儿童问题 
○创建儿童活动场所 
○关注需要特殊照顾的儿童 
○构建地方提供支持的育儿支援体制 

○尊重儿童权利 
○完善对单亲家庭的支援 
○支援贫困家庭 
○完善从儿童到青年时期的无断层的支援 
○从妊娠期开始提供育儿支援 

具体措施5

完善教育，提升承担未来重任的孩子们的生存能力。

努力成为这样的城市：培养孩子们自主学习、思考、行动的“生存能力”，同时让他们在
与同一地区居民的交往之中不断健康成长，成为对新宿感到自豪和留恋的人，能够作为一个自立
的人与其他人共同承担下一代的社会重任。	

○实现能够培养每一个孩子“生存能力”的高质量的学校教育 
○以2020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为契机，推进教育发展 
○向新宿这个城市学习，实现家庭和地区能够共同推进的教育 
○整顿教育环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学习到丰富的知识 

○强化学校教育力量 
○整顿和完善学校环境 

具体措施6

整顿和完善安全保障。 

努力成为这样的城市：即使因残障、疾病、高龄化、失业等陷入生活困难等各种境遇，每
一位区民也能获得尊重，在地区内独立生活，能够按自己的方式充实放心地生活。新宿区将积极
完善安全保障功能。	

○推进支援生活困难者自立 
○推进支援领取生活保障者自立 
○推进支援无家可归者自立

具体措施7

推进建设女性和青年能够大显身手的地区。 

努力成为这样的城市：每个人都作为人而受到尊重，能够不因性别差异而随性生活，同时
可选择各种工作方式，实现工作生活的平衡，度过有意义且丰富的每一天。	
此外，相互尊重人权，实现配偶等不施暴的社会，同时，在学校或职场等社会生活中经历

挫折的青年能够在不断改正之中活跃于社会舞台，自我随性生活。	

○推进男女共同参与，创建相互认可多种生活方式的社会 
○促进女性参与区政 
○推进工作生活平衡（兼顾工作与生活） 

○防止配偶等施暴 
○完善从儿童到青年时期的无断层支援 
○促进青年参与地区活动和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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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措施1

建设应对灾害能力强、不必逃离的安全城市。 

①提高建筑物等的耐震性。 ②进一步采取措施，消除木造住宅密集地区。 
③整顿市区，完善防灾功能及居住环境等。 
实现“减灾社会”，通过区民与区的协作，进一步建设应对灾害能力强的城市，成为能够

安全放心居住、不必逃离的城市。	
提高建筑物等的耐震性，进一步采取措施消除木造住宅密集地区，同时强化道路、公园等

公共设施的防灾性，努力提高防灾性，改善居住环境。	
提高特定紧急运输道路沿途建筑物的耐震性，从而确保其在发生灾害时的道路功能，发挥

避难救助、灾后重建等重要作用，强化城市防灾性。	

○提高建筑物等的耐震性 
○强化木造住宅密集地区的防灾性 
○通过二次开发整顿市区 

④配备应对灾害能力强的城市基础设施。　
强化城市空间的防灾功能，努力建设应对灾害能力强的城市。	
推进建造应对灾害能力强的道路、公园并整修桥梁，同时采取水灾对策，成为能够放心生

活、不必逃离的城市。	

○拓宽窄道 
○道路无电线杆 
○提高道路、公园的防灾性 

○整修桥梁 
○采取水灾对策 

基本政策Ⅱ 让新宿成为高度防灾城市并强化安全放心管理

具体措施8　

共享地区课题，共同思考，推进建设符合地区情况的城市。

努力成为这样的城市：在地区内构建可相互见面的关系，从儿童到高龄者的各年龄层人士相
互交流、合作、协力，且区民自主思考并行动，面对并解决课题，让本地人的才能有效地发挥作
用，以区民为主角进行自治。	

○支援町会、自治会及地区活动 
○推进与多种主体的协作 
○推进建设自治城市 

具体措施9

推进支持地区生活的举措。

努力成为这样的共生社会：因欠缺判断力而在日常生活等中存在困难的人，也能够作为地区
社会一员而有尊严地积极生活。		
成为任何人都能在地区积极活动的城市。	
努力创建任何人都能一直放心居住的住宅及居住环境。	

○促进利用成年监护制度 
○对残障人士、高龄者、无业青年、女性等提供综

合就业支援 

○创建任何人都能一直居住的住宅及居住环境 

规划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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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措施2　

建立应对灾害能力强的体制。

为创建高度防灾城市，要提高每一位区民的防灾意识，同时通过与区民的协作，努力提高
地区防灾能力，建设防灾城市，成为应对灾害能力强、不必逃离的安全城市。	

○提高防灾意识和地区防灾能力 
○强化灾害信息传达体制 
○完善避难所运营体制 

○确保灾害时需援助者（需照顾者）的安全 
○采取公寓楼对策 
○采取被困滞留人员对策 

具体措施3

实现生活便捷的安全放心城市。 

①建设无犯罪的放心城市。 
成为所有区民在日常生活中都不用担心犯罪等问题的，安全放心、生活便捷的城市。	

○地区安全放心 
○采取闹市区对策 
○采取诈骗对策及消费者对策 

②预防感染病传染病并防止其扩散。*包括食品安全对策。　　

成为能够预防感染病及食物中毒的发生和扩散，保护区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城市。	

○采取新型流感对策 
○采取其他感染病对策 
○采取食品安全对策 

③推进创建良好的生活环境。
对清除石棉、妥善管理空房等、合理维护公寓楼等工作提供支援，以实现令人放心的住宅

环境。		
防止乱扔垃圾和路上吸烟，对噪音、震动、臭气等公害加以限制和指导，持续实施大气监

测、汽车噪音震动等环境监测，从而创建良好的生活环境。	

○采取石棉对策 
○采取空房等对策 
○合理维护公寓楼并支援其改造 

○采取路上吸烟对策 
○监测、限制公害，对公害问题进行指导 
○处理民宿问题 

规划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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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措施1

提高流动性和便捷性，建设独具魅力、逛着有趣的城市。 

新宿站等区内主要车站附近兼具作为交通总站的交通枢纽功能以及商业、娱乐、住宿设施
等多种城市功能，要有效利用其魅力，同时推进以提高行人流动性和便捷性为轴心的城市基础整
顿工作、和更具魅力的繁华城市建设工作，使新宿成为大家都想来逛的城市。	

○推进整顿车站附近地区 

具体措施2

实现任何人都能放心游玩的娱乐城。 

区、地方、业务单位、相关行政机构、NPO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等官民合为一体，创建任
何人都能放心游玩的“歌舞伎町娱乐城”，将“国际观光城市新宿”的魅力由歌舞伎町传播到
世界。	

○推进搞活地区项目 
○推进清洁行动项目 
○推进城市建设项目 

具体措施3　

利用地区特性，创建城市空间。 

充分利用地区特性及魅力，推进建设以地区为主体的城市，使新宿作为人们居住、工作、
学习、游玩的城市让人留恋。同时，努力成为一个注重与街道和建筑物等历史景观以及高低起伏
的地形、绿地和水域等自然景观和谐统一的充满个性且优美的景观的城市。	
由此，将实现大家都愿意居住的多彩且美好的居住环境。	

○制定地区规划等城市建设规则 
○推进建设注重景观的城市 

具体措施4

建设大家都能自由行走、便于利用、易于理解的城市。 

推进完善无论年龄、性别、国籍、个人能力，尽可能让更多人都能利用的生活环境及其他
环境。此外，以使用者为本，配备任何人都能轻松理解和使用的指示牌，努力打造行人空间。	

○推进建设无障碍设计城市 

具体措施5

整顿道路环境。 

努力完善作为城市框架的道路和交通设施等，同时完善以行人为本的行人空间。	

○整顿城市规划道路等 
○整备以人为本的道路 
○采取道路的环保对策 

基本政策Ⅲ 创建繁华城市新宿

规划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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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措施6 

整顿交通环境。 

新宿区高度集中了城市功能，往来人员众多，为支援其城市活动，新宿将努力成为具有完
善的便于利用的公共交通设施的城市。	
此外，通过促进对自行车等的适当利用并提升其便捷性，成为任何人都能方便利用自行车

等的城市。	

○促进自行车等的适当利用并提升其便捷性 
○大家共创交通安全 

○推进停车场整顿事业 
○完善公共交通设施建设 

具体措施7

创造丰富多彩的绿地，整顿独具魅力的公园等。 

将新宿拥有的宝贵水岸和绿地定位为应该留给未来的区民共有财产，努力对其加以保护、
改造、整顿。	
完善大家都能放心利用的附近公园及广场建设，将作为地区记忆的行道树保留给下一代，

成为让人愿意漫步巡游，愿意驻足停留的魅力十足且令人愉快的城市。	

○创建具有新宿特色的绿地 
○整顿附近公园等 

具体措施8　

推进地球温暖化对策。 

与区内生活或活动的所有人携手合作，推进低CO2排放量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倡导低碳
生活方式，从而实现“环保城市新宿”。	

○推进地球温暖化对策 
○推进环境学习和环境教育 

具体措施9

构建资源循环型社会。 

减少垃圾排放、使用易回收再利用的商品，利用浪费较少的能源等，在日常生活中，确立
尽可能不对环境造成负担的生活方式，同时努力建设整洁城市，从而成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城
市。	

○推进垃圾减排和回收再利用 

具体措施10

创建活力产业萌发生机的城市。 

新宿是一个充满了因多种产业聚集及人员聚集而产生的需求的城市，有效利用它的这一特
性，支援顺应社会环境变化的业务革新以及旨在创造新价值的积极业务活动，从而成为能够持续
发展的城市。	
此外，通过同时进行就业支援和人才确保支援，成为员工与企业能够互相支持共谋发展的

城市。	

○创造新产业、促进产业合作、发布产业信息 
○促进地区内的雇佣 

规划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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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措施11　

支援搞活独具魅力的商业街。 

推进魅力商业街建设，成为兼具生活便捷性和繁华性，拥有人与人之间接触和交流的城
市。	

○支援搞活独具魅力的商业街 

具体措施12

通过城市的历史、记忆、文化、艺术等多种魅力，创造繁华。 

对新宿拥有的历史、文化、艺术等多彩的魅力进行挖掘、创造并持续发布相关信息，让区
民对城市感到留恋和自豪。		
此外，利用如此多彩的魅力，将大家从日本国内外吸引到新宿，创出繁华。	

○有效利用文化历史资源并发布相关信息 
○创造文化并发布文化信息 

具体措施13

提升国际观光城市新宿的魅力。 

综合推进官民一体的观光振兴及产业振兴等措施，进一步提高国际观光城市的魅力和品牌
力，努力创建“繁华城市新宿”。	
成为夸耀于世的城市，让从日本国内外前来新宿的人们能够放心舒适地感受新宿。	

○宣传新宿的魅力 
○打造新宿品牌 

○利用ICT（信息通信技术） 
○完善观光导游功能 

具体措施14

完善可终生享受学习、体育等乐趣的环境。 

努力成为这样的城市：通过利用作为所有人能够轻松使用的知识据点的图书馆，为教育和
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区民可对各种课题进行自主思考，并与其他人共同解决。	
无论老少，大家都能轻松享受体育和学习的乐趣，根据人生阶段等，健康积极生活，从而

可终生从事学习和体育活动。	

○完善图书馆服务 
○推进儿童阅读活动 

○推进终生学习 
○整顿体育环境 

具体措施15

推进建设多文化共生的城市。

努力成为这样的“多文化共生的城市”：国籍和民族等各不相同的人们相互认同互相的文
化差异，每个人都能作为地区社会的一员发挥才干。	

○推进建设多文化共生的城市 

具体措施16　

推进建设和平城市。 

努力成为这样的城市：基于“新宿区和平都市宣言”的宗旨，每一位区民都深刻认识到和
平之宝贵和战争之悲惨，将永远守护和平。	

○推进建设和平城市 

规划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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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措施1　

有效高效地运营行政财政。 

通过行政评价制度，将规划、执行、评价、修改的循环流程运用到区政运营之中，同时将
灵活多样的民间活力运用到公共服务之中，并推进利用战略性的ICT（信息通信技术）等，实现
有效高效的区政运营。	

○确立稳定的财政基础 
○推进行政评价制度 
○推进公民合作（利用民间活力） 
○利用ICT（信息通信技术），有效高效地推进业务 

○采取进行有效高效的区政运营的措施 
○进行透明性较高的区政运营 

具体措施2

强化公共设施管理。

综合考量区有设施的老化程度及危险程度等，施以有效高效的预防保护措施，努力控制设
施经费并延长资产（建筑物）使用寿命。	
对区有设施进行综合且有计划的维护管理、安全确保、使用寿命延长、裁撤重建等，实现

财政负担的减轻、平均化和设施的最佳配置。	

○延长资产（建筑物）使用寿命 
○有效利用设施，强化公共设施管理 

具体措施1　

提升行政服务质量。 

为更加方便地利用行政服务，将努力提高窗口服务等的质量，同时利用ICT（信息通信技
术），进一步提升行政服务质量。	

○提升行政服务质量 

具体措施2

推进职员的能力开发和意识改革。 

培养能够着眼于地区的未来发展来认识时代，站在区民的立场思考问题，灵活应对变化，
自主拟定符合地区情况的政策的职员。由此，实现以区民为本的区政运营。	

○推进职员的能力开发和意识改革 

具体措施3　

推进实施地方分权。 

作为距离区民最近的基础自治体，推进实施权能扩充，以便能够进一步开展符合地区情况
的服务。	

○推进实施地方分权 

基本政策Ⅳ 确立健全的区财政

基本政策Ⅴ 成为最具好感度的区政府

规划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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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城市框架

未来城市形象1.

基本构想中制定的自2007年开始约20年后的设想“目标城市姿态”，是“以‘新宿力’创造

的闲适且繁华的城市”。

城市总体规划中，作为旨在实现上述“目标城市姿态”的、主要与城市基础设施等硬件配备相

关的目标未来城市形象，对

	进行了勾画，并要努力实现

目标城市框架思路2.

为了实现未来城市形象，在此将对未来城市功能及城市设施等基本城市框架的思路列示如下。

（1）有效利用新宿积累的多样性

①使新宿站周边成为国际性的创造繁华与交流机会的中心。

②将高田马场、四谷、神乐坂与饭田桥、大久保与新大久保、信浓町的车站周边商务商业区

打造成繁华与交流的中心。

③以东西南北的繁华轴线为中心，推进片区性的城市建设。

④推进使新宿成为每个人都能舒适生活的城市空间的城市建设。

（2）将城市记忆传承给下一代

①有效利用城市资源，创造地区个性。

②努力完善形成新宿区框架的绿地及水岸。

«宜居且繁华的创造交流机会的城市 »

“宜居与繁华相得益彰，在这里居住的人、工作的人以及访客都能倍感舒心的，环保绿色舒适

有情趣的城市”，

“愿意居住在新宿的人能够安全放心生活，能够一直居住的城市”，

“受到大家喜爱的、充满魅力的、创造文化的城市”，

“新宿访客们创出的活力也能够关系到居民利益的城市”。

目标城市框架1

新宿区城市建设基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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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城市框架

（3）有效利用地区个性，创建让区民自豪和留恋的新宿

①推进建设支持地区交流的场所。

②有效利用城市建设制度，发挥地区个性。

③使当地人员成为创造地区个性的旗手，推进城市建设。

④创建当地居民相互合作的体系。

（4）创建应对灾害能力强、具备高度防灾功能的新宿

①推进建设应对大地震、强台风、局部大暴雨等自然灾害能力强的城市。

②推进建设可有效防止火灾蔓延的城市。

③推进建设区民及访客能够安全放心生活的城市。

（5）创建与世界连通的国际都市“Shinjuku”

①努力充实高质量的城市空间。

②推进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环保城市。

未来城市结构3.

作为未来城市结构，在此列示未来城市功能及城市设施等基本框架。

（1）“心”：引领繁华与交流的地区

①创造交流机会之心　

②热烈交流之心　

③生活交流之心

（2）“轴”：支撑高度城市活动的干线道路及其沿途

①城市活动轴　

②地区活动轴		

③热烈交流轴

（3）“环”：给城市带来情趣的水岸与绿地的连接

①七大城市森林　

②水域绿地圈　

③清风道路（绿色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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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交流得心

繁荣的心

生活交流的心

心 轴 环

都市活动轴

区域活动轴

繁荣交流轴

七座都市的森林

水和绿之环

风之路 (绿的长廊)

河川、外壕沟

落合南长崎

中井
下落合

落合

新大久保大久保

新宿

牛込柳町
牛込神乐坂

若松河田

早稻田

西早稻田

东新宿

都厅前

四谷三丁目新宿御苑前

新宿三丁目西新宿五丁目

中野坂上

东中野

高田马场

目白

曙桥
市谷

饭田桥

神乐坂

西新宿

信浓町
国立竞技场

四谷

西武新宿
新宿西口

千驮谷

代代木

城市结构图

目标城市框架



新
宿
区
城
市
建
设
基
本
计
划

016 017新宿区综合规划　概要版		新宿区城市建设基本计划 新宿区综合规划　概要版		新宿区城市建设基本计划

基本思路及部类设置

城市建设方针是为了实现“目标城市框架”而分部类制定的涉及整个新宿区城市规划的方针

城市建设方针中，针对土地利用、城市交通、绿地与公园、景观、住宅与居住环境等城市规划相

关各部类，为了强化基于社会经济形势等方面的防灾与观光、无障碍设计、环境的相关观念，同时进

一步有效解决基于区民意向的课题，将设置8个部类。

设置旨在实现“目标城市框架思路”的8个部类

城市建设方针2

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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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方针1.

（1）鼓励在市中心居住，建立良好住宅街区。
（2）利用多样性且充满风情的新宿魅力，形成商务街区。
（3）合理引导城市型产业地区内的土地利用。
（4）保护城市宝贵的开放空间。
（5）推进建设国际都市据点。

土地利用方针图

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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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整顿方针2.

（1）改善公共交通，方便人们乘坐。
（2）整顿道路，以人为本，注重环境。
（3）完善行人空间，使其愿意步行。
（4）推进实施交通需求管理。
（5）有效利用公共空间，提升城市魅力。

城市交通整顿方针图

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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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灾城市建设方针3.

（1）建设应对灾害能力强、不必逃离的安全城市。
（2）提高建筑物及城市设施等方面的安全性。
（3）完善防灾据点及避难设施等。
（4）整顿发生灾害时的应急修复对策。
（5）强化大风洪水灾害对策。

防灾城市建设方针图

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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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与公园整顿方针4.

（1）形成绿地框架。
（2）保留绿地并向城市扩展。
（3）创建能够亲近水域和绿地的环境。
（4）完善生活及活动场所的身边绿地。
（5）有效利用公园，创出热闹的氛围。

绿地与公园整顿方针图

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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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城市建设方针5.

（1）充分利用地区个性的进行景观引导。
（2）繁华且有情趣的景观引导。
（3）推进建设国际观光城市新宿的门户。
（4）与区民合作，推进建设景观城市。

景观城市建设方针图

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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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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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JR中央线

JR
中央
线

JR中央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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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手
线

西武新宿线下落合站

目白大道

目白大道

新青梅街道

高田马场站

大久保站

中野坂上站

西新宿五丁目站

新大久保站

西武新宿站新宿西口站青梅街道

西新宿站

新宿站

都厅前站

初台站

南新宿站
代代木站

目白站

学习院下站

面影桥站

西早稻田站
诹访大道

补74

补
72

早稻田站

早稻田站

早稻田大道

东新宿站

靖国大道

新宿大道

靖国大道
新宿三丁目站

新宿御苑前站

千驮谷站

国立竞技场站

曙桥站

四谷三丁目站

信浓町站

牛込柳町站

若松河田站

四谷站

市谷站

牛込神乐坂站

神乐坂站

江户川桥站

饭田桥站

京王
线

明
治
大
道

东
京M

etro

副
都
心
线

新目白大道

都电荒川线

落合南长崎站落合南长崎站

地区计划

城市建设规则

干线道路

铁路·车站

地下铁·车站

※平成29（2017）年12月当月

小学※

初中※

町会·自治会区境界

商店街

住宅与居住环境整顿方针6.

（1）建造能够放心居住的住房。
（2）建造能够切实感受丰富多彩的居住生活的住房。
（3）创建能够确保安定居住的体系。
（4）创建以地区社团为主体的魅力居住环境。
（5）创建让儿童、残障人士、高龄者、外国人等都易于居住的生活环境。

住宅与居住环境整顿方针图

城市建设方针



新
宿
区
城
市
建
设
基
本
计
划

024 025新宿区综合规划　概要版		新宿区城市建设基本计划 新宿区综合规划　概要版		新宿区城市建设基本计划

无障碍交通的重点整顿地区 

确保了无障碍道路的铁路车站※

东京都道路无障碍整顿推进计划
优先整顿路线

新宿站协议会的对象范围

创造交流机会的城市空间

都市计划公园·绿地

都市公园等

干线道路

铁路·车站

地下铁·车站

※基于无障碍法的规定，设置从车站月台到地面的电梯，

确保了一条以上畅通路径的车站

中井站

落合站

东中野站

东京Metro东西线

东京Metro丸之内线

东京Metro丸之内线

都营新宿线

京
王

新
线

甲
州

街
道

小
田

急
线

东京Metro东西线

东京Metro有乐町线

东
京M

etro

南
北
线

外
堀
大
道

都营大江户线 大久保大道大久保大道

职安大道
放6

补71

放
6

环
４

环
４

外
苑
东
大
道

小
泷
桥
大
道

明
治
大
道

东
京M

etro

副
都
心
线

外
苑
东
大
道

外
苑
西
大
道

都营大江户线

都营大江户线

都
营
大
江
户
线

十
二
社
大
道

山
手
大
道

山
手
大
道

 JR中央线

 JR
中央线

 JR中央线

JR
山
手
线

西武新宿线下落合站

目白大道
落合南长崎站落合南长崎站

目白大道

新目白大道

都电荒川线

新青梅街道

高田马场站

大久保站

中野坂上站

西新宿五丁目站

新大久保站

大久保公园

MOA4番街4号街路

CINECITY广场

新宿中央公园

神宮外苑

新宿御苑

户山公园

户山公园

乙女山公园

西武新宿站新宿西口站青梅街道

西新宿站

新宿站

都厅前站

初台站

南新宿站
代代木站

目白站

学习院下站

面影桥站

西早稻田站
诹访大道

补74

补
72

早稻田站

早稻田站

早稻田大道

东新宿站

靖国大道

新宿大道

靖国大道
新宿三丁目站

新宿御苑前站

千驮谷站

国立竞技场站

曙桥站

四谷三丁目站

信浓町站

牛込柳町站

若松河田站

四谷站

市谷站

牛込神乐坂站

神乐坂站

江户川桥站

饭田桥站

京王线

每个人都能够过上丰富多彩生活的城市建设方针7.

（1）建设无障碍设计城市。
（2）营造创造人们交流机会的城市空间。

每个人都能过上丰富多彩生活的城市建设方针图

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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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都地区冷气暖气供应区域

考虑导入区域能源利用体系的区域※

“热岛效应对策”绿化推进区域※

水和绿之环

七座都市的森林

风之路（绿的长廊）

都市计划公园·绿地

都市公园等

干线道路

铁路·车站

地下铁·车站

中井站

落合站

东中野站

东京Metro东西线

东京Metro丸之内线

东京Metro丸之内线

都营新宿线

 京
王

新
线

甲
州

街
道

小
田

急
线

东京Metro东西线

东京Metro有乐町线

东
京M

etro

南
北
线

外
堀
大
道

都营大江户线 大久保大道大久保大道

职安大道放6

补71

放
6

环
４

环
４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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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大
道

小
泷
桥
大
道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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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大
道

外
苑
西
大
道

都营大江户线

都营大江户线

都
营
大
江
户
线

十
二
社
大
道

山
手
大
道

山
手
大
道

JR中央线

JR
中央线

JR中央线

JR
山
手
线

西武新宿线下落合站

目白大道

目白大道

新青梅街道

高田马场站

落合南长崎站

大久保站

中野坂上站

西新宿五丁目站

新大久保站

西武新宿站新宿西口站青梅街道

西新宿站

新宿站

都厅前站

初台站

南新宿站
代代木站

目白站

学習院下駅

面影桥站

西早稻田站
诹访大道

补74

补
72

早稻田站

早稻田站

早稻田大道

东新宿站

靖国大道

新宿大道

靖国大道
新宿三丁目站

新宿御苑前站

千驮谷站

国立竞技场站

曙桥站

四谷三丁目站

信浓町站

牛込柳町站

若松河田站

四谷站

市谷站

牛込神乐坂站

神乐坂站

江户川桥站

饭田桥站

京王线

明
治
大
道

东
京M

etro

副
都
心
线

新目白大道

都电荒川线

学习院下站

环保城市建设方针8.

（1）建设进一步有效利用能源的城市。
（2）建设进一步采取热岛效应对策的城市。
（3）建设资源循环型城市。
（4）创建每个人都能舒适生活的城市空间。

环保城市建设方针图

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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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井站

落合站

下落合站

高田马场站

落合南长崎站落合南长崎站

大久保站

西新宿五丁目站

新大久保站

新宿西口站
西新宿站

新宿站
都厅前站

初台站

学习院下站

面影桥站

早稻田站

早稻田站

东新宿站

新宿三丁目站

新宿御苑前站

曙桥站

四谷三丁目站

信浓町站

牛込柳町站

若松河田站

区政府

特别办事处

四谷站

市谷站

牛込神乐坂站

神乐坂站
饭田桥站

西武新宿站

国立竞技场站

8 落合第二区域
7 落合第一区域

6 户塚区域

10 新宿站周边区域

1 四谷区域

5 大久保区域
9 柏木区域

4 若松区域

3 榎区域

2 箪笥地域

地区划分

基本思路及地区划分

各地区城市建设方针，是根据8项城市建设方针制定的各地区的综合性城市建设方针。

针对城市建设方针将重点放在整个新宿区的城市建设上，而各地区城市建设方针则是针对各地区

课题的更具体的地区内城市建设方针。

此外，各地区城市建设方针中，对于整个区的城市建设方针的部分内容，会根据各地区特点做再

次记述。

各地区城市建设方针以特别办事处的管辖区域为基础，将整个新宿区划分为10个地区。这些地

区是居民能够感受到便捷性的日常生活区域。

各地区城市建设方针3

各地区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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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叶三丁目

若叶一丁目

四谷一丁目

四谷二丁目

若叶二丁目

歌舞伎町一丁目

歌舞伎町二丁目

新宿三丁目

新宿二丁目
新宿一丁目

四谷四丁目

四谷三丁目

爱住町
舟町

荒木町

片町

住吉町

河田町 市谷薬王寺町

市谷鷹匠町

市谷左内町
市谷長延寺町

市谷八幡町

市谷加賀町
二丁目 市谷加賀町

一丁目

市谷本村町

市谷仲之町

三栄町 四谷本盐町

四谷坂町

新宿五丁目

新宿六丁目

富久町
市谷台町

余丁町

新宿四丁目

南元町

信浓町

须贺町

左門町

大京町
新宿御苑

霞丘町

低中层个别改善地区

低中层基础整顿地区

中高层住宅整顿地区

国际性的中枢业务功能据点地区

市中心居住推动地区

繁荣交流骨架整顿地区

干线道路沿道整顿地区

土地利用（市街地整顿划分区域）

繁荣交流地区

生活交流地区

广域干线道路

区域干线道路

地区内主要道路

主要区划道路

风之路（绿的长廊）

步行系干线道

铁路·车站

地下铁·车站

道路·交通

都市计划公园

其他都市公园

大型公共设施

小学※

初中※

区政府、特别办事处※

※平成29（2017）年12月当月

公园、设施等

JR中央线
JR中央线

补58补58

补56
补56

信浓町站

四谷站

国立竞技场站 都营大江户线

明治神宫外苑

 圣德纪念绘画馆

新国立竞技场（计划）

庆应义塾大学附属医院

 庆应义塾大学
信浓町校区

新宿御苑

外
苑
东
大
道

津
之
守
坂
大
道

外
堀
大
道

外
苑
西
大
道

新宿大道

新宿大道

三荣大道甲州街道

御
苑
大
道

明
治
大
道

补
69

东
京
M
e
t
r
o
副
都
心
线

东
京
M
e
t
r
o
南
北
线

东京Metro丸之内线
东京Metro丸之内线

都营新宿线

东京医大大道

靖国大道靖国大道

四谷三丁目站

新宿三丁目站

曙桥站

新宿御苑前站

协调靖国路及新宿
路沿途的居住功能
与商务商业功能

作为纪念玉川上水的水
道的设施，对玉川上水
·	内藤新宿分水散歩
道进行妥善管理保护

保护内藤町地区
良好的居住环境

完善可欣赏水域及
绿地风景的散歩道

通过建筑物共同化等，
推进修复型的城市建设

四谷地区城市建设方针图

四谷地区城市建设方针1.

地区未来设想

充满历史文化气息，人们不期而会的梦想城市

各地区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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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久户町

扬场町

神楽河岸

下宮比町

若葉三丁目

若葉一丁目

四谷一丁目

四谷二丁目

若葉二丁目

四谷三丁目

愛住町
舟町

荒木町

片町

住吉町

河田町 市谷薬王寺町

市谷柳町市谷甲良町

市谷山伏町

二十骑町

纳户町

南町

中町

北町

细工町

箪笥町

払方町

市谷鹰匠町

市谷左内町
市谷長延寺町

市谷八幡町

市谷田町
一丁目

市谷田町
二丁目

市谷田町
三丁目

市谷
船河原町

若宫町

袋町
神楽坂
一丁目

神楽坂
二丁目

神楽坂
三丁目

神乐坂
四丁目

神乐坂
五丁目

神乐坂
六丁目

白银町 筑土八幡町

横寺町

岩户町

市谷砂土原町
一丁目

市谷砂土原町
二丁目

市谷砂土原町
三丁目

南山伏町

北山伏町

市谷加贺町
二丁目 市谷加贺町

一丁目

市谷本村町

市谷仲之町

三栄町 四谷本塩町

四谷坂町

市谷台町

若松町

喜久井町

弁天町

南元町

信濃町

須賀町

左門町

大京町

新小川町
东五轩町

西五軒町
水道町

改代町

赤城元町

赤城下町
築地町中里町

山吹町早稲田鶴巻町

早稲田町
馬場下町

早稲田南町

西早稲田一丁目 戸塚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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戸山一丁目

原町一丁目原町三丁目

原町二丁目

天神町東榎町

南榎町

矢来町

榎町

　　　　　　　　　             

低中层保全地区

低中层个别改善地区

干线道路沿道整顿地区

都市型产业地区

土地利用（市街地整顿划分区域）

繁荣交流地区

生活交流地区

都市计划公园

其他都市公园

大型公共设施

小学※

初中※

区政府、特别办事处※

※平成29（2017）年12月当月

公园、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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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线

东
京
M
e
t
r
o
南
北
线

神乐坂站

牛込神乐坂站

市谷站

饭田桥站

饭田桥站

饭田桥站

神
田
川

外
濠

J
R
中
央
线

J
R
中
央
线

牛
込
中
央
大
道

外
苑
东
大
道

防卫省

津久户町

扬场町

神楽河岸

下宮比町

若葉三丁目

若葉一丁目

四谷一丁目

四谷二丁目

若葉二丁目

四谷三丁目

愛住町
舟町

荒木町

片町

住吉町

河田町 市谷薬王寺町

市谷柳町市谷甲良町

市谷山伏町

二十骑町

纳户町

南町

中町

北町

细工町

箪笥町

払方町

市谷鹰匠町

市谷左内町
市谷長延寺町

市谷八幡町

市谷田町
一丁目

市谷田町
二丁目

市谷田町
三丁目

市谷
船河原町

若宫町

袋町
神楽坂
一丁目

神楽坂
二丁目

神楽坂
三丁目

神乐坂
四丁目

神乐坂
五丁目

神乐坂
六丁目

白银町 筑土八幡町

横寺町

岩户町

市谷砂土原町
一丁目

市谷砂土原町
二丁目

市谷砂土原町
三丁目

南山伏町

北山伏町

市谷加贺町
二丁目 市谷加贺町

一丁目

市谷本村町

市谷仲之町

三栄町 四谷本塩町

四谷坂町

市谷台町

若松町

喜久井町

弁天町

南元町

信濃町

須賀町

左門町

大京町

新小川町
东五轩町

西五軒町
水道町

改代町

赤城元町

赤城下町
築地町中里町

山吹町早稲田鶴巻町

早稲田町
馬場下町

早稲田南町

西早稲田一丁目 戸塚町
一丁目

戸塚町
一丁目

戸山一丁目

原町一丁目原町三丁目

原町二丁目

天神町東榎町

南榎町

矢来町

榎町

　　　　　　　　　             

低中层保全地区

低中层个别改善地区

干线道路沿道整顿地区

都市型产业地区

土地利用（市街地整顿划分区域）

繁荣交流地区

生活交流地区

都市计划公园

其他都市公园

大型公共设施

小学※

初中※

区政府、特别办事处※

※平成29（2017）年12月当月

公园、设施等

广域干线道路

区域干线道路

地区内主要道路

主要区划道路

步行系干线道

铁路·车站

地下铁·车站

道路·交通

早稻田大道
早稻田大道

东京Metro东
西线

东京Metro东
西线

都营
大江
户线

都营
大江
户线

都営大江
戸線

都営大江
戸線

大久
保大
道

大久
保大
道

靖国大道靖国大道

放2
5

放2
5

大久保大道
大久保大道

神乐坂大道

神乐坂大道

目白大道目白大道

外
堀
大
道

外
堀
大
道

东
京
M
e
t
r
o
有
乐
町
线

东
京
M
e
t
r
o
有
乐
町
线

东
京
M
e
t
r
o
有
乐
町
线

东
京
M
e
t
r
o
有
乐
町
线

东
京
M
e
t
r
o
南
北
线

东
京
M
e
t
r
o
南
北
线

神乐坂站

牛込神乐坂站

市谷站

饭田桥站

饭田桥站

饭田桥站

神
田
川

外
濠

J
R
中
央
线

J
R
中
央
线

牛
込
中
央
大
道

外
苑
东
大
道

防卫省

完善旨在搞活商业地的
行人空间等，创建独具
魅力的商业地景观

居住功能与工业
功能和谐共存

修整可欣赏外护城河等水
域及绿地景色的设施

保护并形成作为良好
住宅地的环境。

创建高度集结了适应工厂
功能更新的业务及都市型
产业功能等要素的城市。

箪笥地区城市建设方针图

箪笥地区城市建设方针2.

地区未来设想

有坡有水、串联历史的优质街区——箪笥

各地区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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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久戸町

揚場町

神楽河岸

下宮比町

若葉三丁目

若葉一丁目

四谷一丁目

四谷二丁目

若葉二丁目

新宿二丁目
新宿一丁目

四谷四丁目

四谷三丁目

愛住町
舟町

荒木町

片町

住吉町

河田町 市谷药王寺町

市谷柳町市谷甲良町

市谷山伏町

二十騎町

納戸町

南町

中町

北町

細工町

箪笥町

払方町

市谷鷹匠町

市谷左内町
市谷長延寺町

市谷八幡町

市谷田町
一丁目

市谷田町
二丁目

市谷田町
三丁目

市谷
船河原町

若宮町

袋町
神楽坂
一丁目

神楽坂
二丁目

神楽坂
三丁目

神楽坂
四丁目

神楽坂
五丁町

神楽坂
六丁目

白銀町 筑土八幡町

横寺町

岩戸町

市谷砂土原町
一丁目

市谷砂土原町
二丁目

市谷砂土原町
三丁目

南山伏町

北山伏町

市谷加賀町
二丁目 市谷加賀町

一丁目

市谷本村町

市谷仲之町

三栄町 四谷本塩町

四谷坂町

新宿五丁目

新宿六丁目

富久町
市谷台町

余丁町

若松町

喜久井町

弁天町

新宿七丁目

南元町

信濃町

須賀町

左門町

大京町
新宿御苑

霞岳町

新小川町
東五軒町

西五軒町
水道町

改代町

赤城元町

赤城下町
築地町中里町

山吹町早稻田鹤卷町

早稲田町
馬場下町

早稻田南町

西早稲田一丁目 戸塚町
一丁目

戸塚町
一丁目

戸山三丁目

戸山一丁目

原町一丁目原町三丁目

原町二丁目

戸山二丁目

西早稲田三丁目

西早稲田二丁目

西早稲田二丁目

天神町東榎町

南榎町

矢来町

榎町

高田馬場二丁目

　　　　　　　　　             广域干线道路

区域干线道路

地区内主要道路

主要区划道路

步行系干线道

铁路·车站

地下铁·车站

都市计划公园

其他都市公园

大型公共设施

小学※

初中※

区政府、特别办事处※

※平成29（2017）年12月当月

公园、设施等

低中层个别改善地区

低中层基础整顿地区

中高层住宅整顿地区

干线道路沿道整顿地区

都市型产业地区

土地利用（市街地整顿划分区域） 道路·交通

生活交流地区

东京Metro东西线

牛込柳町站

早稻田站
早稻田大学
户山校区

早稻田大学
早稻田校区

外
苑
东
大
道

外
苑
东
大
道

补
67

女子医大大道

药王寺坂大道

环
４ 环

3

夏
目
坂
大
道

补74

补1
68

大久保大道
都营大江户线

早稻田大道

早大大道

新目白大道

目白大道

江
户
川
桥
大
道

建设当地产业和商业街能
够得到有效利用的，兼具
居住功能的城市

设置散歩道，
配备指示牌

榎地区城市建设方针图

榎地区城市建设方针3.

地区未来设想

从古至今一直拥有文化充满活力的街区——早稻田

各地区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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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葉三丁目

若葉一丁目

四谷一丁目

四谷二丁目

若葉二丁目

歌舞伎町一丁目

歌舞伎町二丁目

新宿三丁目

新宿二丁目
新宿一丁目

四谷四丁目

四谷三丁目

愛住町
舟町

荒木町

片町

住吉町

河田町 市谷薬王寺町

市谷柳町市谷甲良町

市谷山伏町

二十騎町

納戸町

細工町

市谷鷹匠町

市谷左内町

市谷八幡町

南山伏町

北山伏町

市谷加賀町
二丁目 市谷加賀町

一丁目

市谷本村町

市谷仲之町

三栄町 四谷本塩町

四谷坂町

新宿五丁目

新宿六丁目

富久町
市谷台町

余丁町

若松町

喜久井町

弁天町

新宿七丁目

新宿四丁目

百人町二丁目

大久保三丁目

大久保二丁目

百人町一丁目

高田馬場四丁目 高田馬場一丁目

南元町

信濃町

須賀町

左門町

大京町
新宿御苑

霞岳町

赤城下町
中里町

山吹町早稲田鶴巻町

早稲田町
馬場下町

早稲田南町

西早稲田一丁目 戸塚町
一丁目

戸塚町
一丁目

户山三丁目

户山一丁目

原町一丁目原町三丁目

原町二丁目

户山二丁目

西早稲田二丁目

西早稲田二丁目

天神町東榎町

南榎町

矢来町

榎町

广域干线道路

区域干线道路

地区内主要道路

主要区划道路

风之路（绿的长廊）

步行系干线道

铁路·车站

地下铁·车站

道路·交通

低中层个别改善地区

中高层住宅整顿地区

市中心居住推动地区

繁荣交流骨架整顿地区

干线道路沿道整顿地区

土地利用（市街地整顿划分区域）

生活交流地区

都市计划公园

其他都市公园

大型公共设施

小学※

初中※

区政府、特别办事处※

※平成29（2017）年12月当月

公园、设施等

都营大江户线

都营新宿线

若松河田站

西早稻田站

曙桥站

都立户山公园

早稻田大学
户山校区

学习院女子大学

 东京女子医科大学
拔弁天大道

放６

放25

放25

靖国大道

女子医大大道

环
４

环
４

环
４

夏
目
坂
大
道

箱
根
山
大
道

明
治
大
道

东
京
M
e
t
r
o
副
都
心
线

大久保大道

　东京医大大道

外
苑
西
大
道

补74

若葉三丁目

若葉一丁目

四谷一丁目

四谷二丁目

若葉二丁目

歌舞伎町一丁目

歌舞伎町二丁目

新宿三丁目

新宿二丁目
新宿一丁目

四谷四丁目

四谷三丁目

愛住町
舟町

荒木町

片町

住吉町

河田町 市谷薬王寺町

市谷柳町市谷甲良町

市谷山伏町

二十騎町

納戸町

細工町

市谷鷹匠町

市谷左内町

市谷八幡町

南山伏町

北山伏町

市谷加賀町
二丁目 市谷加賀町

一丁目

市谷本村町

市谷仲之町

三栄町 四谷本塩町

四谷坂町

新宿五丁目

新宿六丁目

富久町
市谷台町

余丁町

若松町

喜久井町

弁天町

新宿七丁目

新宿四丁目

百人町二丁目

大久保三丁目

大久保二丁目

百人町一丁目

高田馬場四丁目 高田馬場一丁目

南元町

信濃町

須賀町

左門町

大京町
新宿御苑

霞岳町

赤城下町
中里町

山吹町早稲田鶴巻町

早稲田町
馬場下町

早稲田南町

西早稲田一丁目 戸塚町
一丁目

戸塚町
一丁目

户山三丁目

户山一丁目

原町一丁目原町三丁目

原町二丁目

户山二丁目

西早稲田二丁目

西早稲田二丁目

天神町東榎町

南榎町

矢来町

榎町

广域干线道路

区域干线道路

地区内主要道路

主要区划道路

风之路（绿的长廊）

步行系干线道

铁路·车站

地下铁·车站

道路·交通

低中层个别改善地区

中高层住宅整顿地区

市中心居住推动地区

繁荣交流骨架整顿地区

干线道路沿道整顿地区

土地利用（市街地整顿划分区域）

生活交流地区

都市计划公园

其他都市公园

大型公共设施

小学※

初中※

区政府、特别办事处※

※平成29（2017）年12月当月

公园、设施等

都营大江户线

都营新宿线

若松河田站

西早稻田站

曙桥站

都立户山公园

早稻田大学
户山校区

学习院女子大学

 东京女子医科大学
拔弁天大道

放６

放25

放25

靖国大道

女子医大大道

环
４

环
４

环
４

夏
目
坂
大
道

箱
根
山
大
道

明
治
大
道

东
京
M
e
t
r
o
副
都
心
线

大久保大道

　东京医大大道

外
苑
西
大
道

补74

推进建造行人能够安全舒适步
行的绿色便捷街道
创建独具魅力的坡道景观（箱
根山路）

推进建造绿意盎
然的便捷街道

【若松地区中心周边】

将其建设为生活中心

搞活商业街，完善舒适的行人
空间

将低层建筑用于商业，探讨对
中高层建筑物的指导规则，使
其与周边环境相得益彰

修整西早稻田站周边设施，完善前往周边
福利设施及文教设施的交通设施

提高防灾功能，实施
基于鼓励在市中心居
住的市区二次开发事
业等的城市建设

若松地区城市建设方针图

若松地区城市建设方针4.

地区未来设想

关爱每一个人的活力街区

各地区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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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新宿六丁目

西新宿八丁目

西新宿七丁目
歌舞伎町一丁目

歌舞伎町二丁目

西新宿二丁目

西新宿三丁目

新宿三丁目

新宿二丁目
新宿一丁目

四谷四丁目

四谷三丁目

愛住町
舟町

住吉町

河田町

新宿五丁目

新宿六丁目

富久町
市谷台町

余丁町

若松町
新宿七丁目

新宿四丁目

西新宿一丁目

北新宿二丁目
北新宿一丁目

北新宿三丁目

北新宿四丁目

百人町四丁目

百人町三丁目

百人町二丁目

大久保三丁目

大久保二丁目

百人町一丁目

高田馬場四丁目 高田馬場一丁目

信濃町

左門町

大京町
新宿御苑

霞岳町

馬場下町

西早稲田一丁目 戸塚町
一丁目

戸塚町
一丁目

戸山三丁目

戸山一丁目

原町三丁目

戸山二丁目

西早稲田三丁目

西早稲田二丁目

西早稲田二丁目

高田馬場二丁目
高田馬場三丁目

上落合二丁目

西新宿四丁目 低中层个别改善地区

低中层基础整顿地区

中高层住宅整顿地区

国际性的中枢业务功能据点地区

市中心居住推动地区

繁荣交流骨架整顿地区

干线道路沿道整顿地区

土地利用（市街地整顿划分区域）

繁荣交流地区

生活交流地区

广域干线道路

区域干线道路

地区内主要道路

主要区划道路

风之路（绿的长廊）

步行系干线道

铁路·车站

地下铁·车站

道路·交通

都市计划公园

其他都市公园

大型公共设施

小学※

初中※

区政府、特别办事处※

※平成29（2017）年12月当月

公园、设施等

大久保大道

补71

补
７2

补
７2

明
治
大
道

东
京
M
e
t
r
o
副
都
心
线

明
治
大
道

　J
R
山
手
线

西
武
新
宿
线

　J
R
中
央
线

新大久保站
大久保站

西早稻田站

东新宿站

都立户山公园 早稻田大学
西早稻田校区

职安大道 都营大江户线
拔弁天大道

文化
中心

大道
区
政
府
大
道

中央病院大道

小
泷
桥
大
道

小
泷
桥
大
道

放6

诹访大道

西新宿六丁目

西新宿八丁目

西新宿七丁目
歌舞伎町一丁目

歌舞伎町二丁目

西新宿二丁目

西新宿三丁目

新宿三丁目

新宿二丁目
新宿一丁目

四谷四丁目

四谷三丁目

愛住町
舟町

住吉町

河田町

新宿五丁目

新宿六丁目

富久町
市谷台町

余丁町

若松町
新宿七丁目

新宿四丁目

西新宿一丁目

北新宿二丁目
北新宿一丁目

北新宿三丁目

北新宿四丁目

百人町四丁目

百人町三丁目

百人町二丁目

大久保三丁目

大久保二丁目

百人町一丁目

高田馬場四丁目 高田馬場一丁目

信濃町

左門町

大京町
新宿御苑

霞岳町

馬場下町

西早稲田一丁目 戸塚町
一丁目

戸塚町
一丁目

戸山三丁目

戸山一丁目

原町三丁目

戸山二丁目

西早稲田三丁目

西早稲田二丁目

西早稲田二丁目

高田馬場二丁目
高田馬場三丁目

上落合二丁目

西新宿四丁目 低中层个别改善地区

低中层基础整顿地区

中高层住宅整顿地区

国际性的中枢业务功能据点地区

市中心居住推动地区

繁荣交流骨架整顿地区

干线道路沿道整顿地区

土地利用（市街地整顿划分区域）

繁荣交流地区

生活交流地区

广域干线道路

区域干线道路

地区内主要道路

主要区划道路

风之路（绿的长廊）

步行系干线道

铁路·车站

地下铁·车站

道路·交通

都市计划公园

其他都市公园

大型公共设施

小学※

初中※

区政府、特别办事处※

※平成29（2017）年12月当月

公园、设施等

大久保大道

补71

补
７2

补
７2

明
治
大
道

东
京
M
e
t
r
o
副
都
心
线

明
治
大
道

　J
R
山
手
线

西
武
新
宿
线

　J
R
中
央
线

新大久保站
大久保站

西早稻田站

东新宿站

都立户山公园 早稻田大学
西早稻田校区

职安大道 都营大江户线
拔弁天大道

文化
中心

大道
区
政
府
大
道

中央病院大道

小
泷
桥
大
道

小
泷
桥
大
道

放6

诹访大道

完善公园等设施，完善与周
边设施融为一体的绿地系统

配合用地转变等，建设汇集国际
特色商业及住宿等设施的、与周
边住宅用地协调统一的繁华据点

整修东新宿
站周边设施

大久保地区城市建设方针图

大久保地区城市建设方针5.

地区未来设想

杜鹃之乡大久保　－以人为本的多文化共生街区－

各地区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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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新宿六丁目

西新宿八丁目

西新宿七丁目
歌舞伎町一丁目

歌舞伎町二丁目

新宿三丁目

新宿二丁目 荒木町

片町

住吉町

河田町 市谷薬王寺町

市谷柳町

市谷仲之町

新宿五丁目

新宿六丁目

富久町
市谷台町

余丁町

若松町

喜久井町

新宿七丁目
北新宿一丁目

北新宿三丁目

北新宿四丁目

百人町四丁目

百人町三丁目

百人町二丁目

大久保三丁目

大久保二丁目

百人町一丁目

高田马场四丁目 高田马场一丁目

早稲田鶴巻町

早稲田町
馬場下町

早稲田南町

西早稻田一丁目 户塚町
一丁目

戸塚町
一丁目

戸山三丁目

戸山一丁目

原町一丁目原町三丁目

原町二丁目

戸山二丁目

西早稲田三丁目

西早稻田二丁目

西早稻田二丁目

高田马场二丁目
高田马场三丁目

下落合一丁目

下落合二丁目

下落合四丁目中落合二丁目

下落合三丁目

上落合一丁目

低中层个别改善地区

低中层基础整顿地区

中高层住宅整顿地区

繁荣交流骨架整顿地区

干线道路沿道整顿地区

都市型产业地区

土地利用（市街地整顿划分区域）

繁荣交流地区

生活交流地区

广域干线道路

区域干线道路

地区内主要道路

主要区划道路

风之路（绿的长廊）

步行系干线道

铁路·车站

地下铁·车站

道路·交通

都市计划公园

其他都市公园

大型公共设施

小学※

初中※

区政府、特别办事处※

※平成29（2017）年12月当月

公园、设施等

早稻田大道

早稻田大道

补168环
４

诹访大道补74

补74

早稻田大道

西武新宿线

东京Metro东西线

东
京

M
etro东

西
线

新目白大道

新目白大道

都电荒川线

明
治
大
道

东
京
M
e
t
r
o
副
都
心
线

西早稻田站

环
４

　J
R
山
手
线

西
武
新
宿
线

站
前
大
道

高田马场站

早稻田

面影桥
高田马场站

下落合站

神田川

神
田
川

神田川

学习院女子大学

 早稻田大学
早稻田校区

西户山公园

补
７2

补
７3

补
７2

小
泷
桥
大
道

西新宿六丁目

西新宿八丁目

西新宿七丁目
歌舞伎町一丁目

歌舞伎町二丁目

新宿三丁目

新宿二丁目 荒木町

片町

住吉町

河田町 市谷薬王寺町

市谷柳町

市谷仲之町

新宿五丁目

新宿六丁目

富久町
市谷台町

余丁町

若松町

喜久井町

新宿七丁目
北新宿一丁目

北新宿三丁目

北新宿四丁目

百人町四丁目

百人町三丁目

百人町二丁目

大久保三丁目

大久保二丁目

百人町一丁目

高田马场四丁目 高田马场一丁目

早稲田鶴巻町

早稲田町
馬場下町

早稲田南町

西早稻田一丁目 户塚町
一丁目

戸塚町
一丁目

戸山三丁目

戸山一丁目

原町一丁目原町三丁目

原町二丁目

戸山二丁目

西早稲田三丁目

西早稻田二丁目

西早稻田二丁目

高田马场二丁目
高田马场三丁目

下落合一丁目

下落合二丁目

下落合四丁目中落合二丁目

下落合三丁目

上落合一丁目

低中层个别改善地区

低中层基础整顿地区

中高层住宅整顿地区

繁荣交流骨架整顿地区

干线道路沿道整顿地区

都市型产业地区

土地利用（市街地整顿划分区域）

繁荣交流地区

生活交流地区

广域干线道路

区域干线道路

地区内主要道路

主要区划道路

风之路（绿的长廊）

步行系干线道

铁路·车站

地下铁·车站

道路·交通

都市计划公园

其他都市公园

大型公共设施

小学※

初中※

区政府、特别办事处※

※平成29（2017）年12月当月

公园、设施等

早稻田大道

早稻田大道

补168环
４

诹访大道补74

补74

早稻田大道

西武新宿线

东京Metro东西线

东
京

M
etro东

西
线

新目白大道

新目白大道

都电荒川线

明
治
大
道

东
京
M
e
t
r
o
副
都
心
线

西早稻田站

环
４

　J
R
山
手
线

西
武
新
宿
线

站
前
大
道

高田马场站

早稻田

面影桥
高田马场站

下落合站

神田川

神
田
川

神田川

学习院女子大学

 早稻田大学
早稻田校区

西户山公园

补
７2

补
７3

补
７2

小
泷
桥
大
道

推进建设高田马场站及其周边魅力街区

推进基于交通无障碍基本构想的设施修建工作

提高公共交通设施的便捷性

探讨增设自行车存车处的问题

修整可欣赏水域及绿
地景色的散歩道

户塚地区城市建设方针图

户塚地区城市建设方针6.

地区未来设想

人们纷纷愉悦前来的文化、福祉、年轻人的街区

各地区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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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新宿五丁目

西新宿六丁目

西新宿八丁目

西新宿七丁目
歌舞伎町一丁目

歌舞伎町二丁目

新宿五丁目

新宿六丁目

新宿七丁目

北新宿二丁目
北新宿一丁目

北新宿三丁目

北新宿四丁目

百人町四丁目

百人町三丁目

百人町二丁目

大久保三丁目

大久保二丁目

百人町一丁目

高田馬場四丁目 高田馬場一丁目

戸山三丁目

戸山二丁目

西早稲田三丁目

西早稲田二丁目

高田馬場二丁目
高田馬場三丁目

下落合一丁目

下落合二丁目

下落合四丁目

中落合三丁目

中落合二丁目

中落合一丁目

下落合三丁目

上落合一丁目

中井一丁目

上落合二丁目

西落合四丁目

西落合三丁目

西落合一丁目

中落合四丁目

中井二丁目

上落合三丁目

低层保全地区

低层个别改善地区

低中层保全地区

低中层个别改善地区

低中层基础整顿地区　　　　　　　

干线道路沿道整顿地区

都市型产业地区

土地利用（市街地整顿划分区域）

生活交流地区

都市计划公园

其他都市公园

大型公共设施

小学※

初中※

区政府、特别办事处※

※平成29（2017）年12月当月

公园、设施等

广域干线道路

区域干线道路

地区内主要道路

主要区划道路

步行系干线道

铁路·车站

地下铁·车站

道路·交通

都
营
大
江
户
线

山
手
大
道

中井站

下落合站
西武新

宿线

东京Metro东西线

补17
0

妙正寺川

神田川

神
田
川

上
落
中
大
道

补
73

补
73

J
R
山
手
线

早稻田大道

中井
大道

圣
母
坂
大
道

新目白大道

新
目
白
大
道

目白大道
目白大道

落合
水再生中心

乙女山公园

西新宿五丁目

西新宿六丁目

西新宿八丁目

西新宿七丁目
歌舞伎町一丁目

歌舞伎町二丁目

新宿五丁目

新宿六丁目

新宿七丁目

北新宿二丁目
北新宿一丁目

北新宿三丁目

北新宿四丁目

百人町四丁目

百人町三丁目

百人町二丁目

大久保三丁目

大久保二丁目

百人町一丁目

高田馬場四丁目 高田馬場一丁目

戸山三丁目

戸山二丁目

西早稲田三丁目

西早稲田二丁目

高田馬場二丁目
高田馬場三丁目

下落合一丁目

下落合二丁目

下落合四丁目

中落合三丁目

中落合二丁目

中落合一丁目

下落合三丁目

上落合一丁目

中井一丁目

上落合二丁目

西落合四丁目

西落合三丁目

西落合一丁目

中落合四丁目

中井二丁目

上落合三丁目

低层保全地区

低层个别改善地区

低中层保全地区

低中层个别改善地区

低中层基础整顿地区　　　　　　　

干线道路沿道整顿地区

都市型产业地区

土地利用（市街地整顿划分区域）

生活交流地区

都市计划公园

其他都市公园

大型公共设施

小学※

初中※

区政府、特别办事处※

※平成29（2017）年12月当月

公园、设施等

广域干线道路

区域干线道路

地区内主要道路

主要区划道路

步行系干线道

铁路·车站

地下铁·车站

道路·交通

都
营
大
江
户
线

山
手
大
道

中井站

下落合站
西武新

宿线

东京Metro东西线

补17
0

妙正寺川

神田川

神
田
川

上
落
中
大
道

补
73

补
73

J
R
山
手
线

早稻田大道

中井
大道

圣
母
坂
大
道

新目白大道

新
目
白
大
道

目白大道
目白大道

落合
水再生中心

乙女山公园

整修神田川、妙正寺川沿岸等可欣
赏水域及绿地景色的散歩道

强化神田川、妙正寺川水灾对策

探讨旨在保护良好居住环境
和保护、完善、有效利用绿
地的城市建设规则

探讨旨在保护良好居住环境的城市建设规则

推进可安全放心生活的防灾对策

落合第一地区城市建设方针图

落合第一地区城市建设方针7.

地区未来设想

大家共同参与的绿色放心街区

各地区城市建设方针

道路名称也包含了新宿区设定的“道路通称名※”



新
宿
区
城
市
建
设
基
本
计
划

034 035新宿区综合规划　概要版		新宿区城市建设基本计划 新宿区综合规划　概要版		新宿区城市建设基本计划

西新宿八丁目

北新宿二丁目
北新宿一丁目

百人町四丁目

百人町三丁目

百人町二丁目

百人町一丁目

高田馬場四丁目

高田馬場三丁目

下落合一丁目

下落合四丁目

中落合三丁目

中落合二丁目

中落合一丁目

上落合一丁目

中井一丁目

上落合二丁目

西落合四丁目

西落合三丁目

西落合二丁目 西落合一丁目

中落合四丁目

中井二丁目

上落合三丁目

低层保全地区

低层个别改善地区

低中层保全地区

低中层个别改善地区

低中层基础整顿地区　　　　　　　

干线道路沿道整顿地区

都市型产业地区

土地利用（市街地整顿划分区域）

生活交流地区

都市计划公园

其他都市公园

大型公共设施

小学※

初中※

区政府、特别办事处※

※平成29（2017）年12月当月

公园、设施等

广域干线道路

区域干线道路

地区内主要道路

主要区划道路

步行系干线道

铁路·车站

地下铁·车站

道路·交通

都
营
大
江
户
线

都
営
大
江
戸
線

山
手
大
道

新青梅街道

中井站

中井站

落合站

落合南长崎站

西武新宿线

东京M
etro东

西线

西落合公园

妙正寺川

早稻田
大道

中井
大道

旭大道

幸大道

荣
大
道

哲
学
堂
大
道

中
野
大
道

补
26

新
目
白
大
道

目白大道

目白大道

建设采取了保护行人的安全措施的
区域，推进建设行人优先的城市

探讨旨在保护良好居住环境的城市
建设规则

保护良好住宅街区成为景观资源

探讨旨在保护良好居住环境的
城市建设规则

保护地区内的坡道等景观资源

确保人行道空间等，
创建车站周边的安全
行人空间

探讨同时拥有居住功能与工业
功能的地区时的应有状态

修整妙正寺川沿岸等处可欣赏
水域及绿地风景的散歩道

强化妙正寺川水灾对策

道路名称也包含了新宿区设定的“道路通称名※”

落合第二地区城市建设方针图

落合第二地区城市建设方针8.

地区未来设想

能够一直居住的绿色街区——落合

各地区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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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新宿五丁目

西新宿六丁目

西新宿八丁目

西新宿七丁目
歌舞伎町一丁目

歌舞伎町二丁目

西新宿二丁目

西新宿三丁目

新宿三丁目

新宿二丁目

新宿五丁目

新宿六丁目

新宿七丁目

新宿四丁目

西新宿一丁目

北新宿二丁目
北新宿一丁目

北新宿三丁目

北新宿四丁目

百人町四丁目

百人町三丁目

百人町二丁目

大久保三丁目

大久保二丁目

百人町一丁目

高田馬場四丁目 高田馬場一丁目

新宿御苑

高田馬場二丁目上落合二丁目

西新宿四丁目

上落合三丁目

低中层基础整顿地区 
中高层住宅整顿地区

国际性的中枢业务机能据点地区

市中心居住推动地区

干线道路沿道整顿地区

土地利用（市街地整顿划分区域）

都市计划公园

其他都市公园

大型公共设施

小学※

初中※

区政府、特别办事处※

※平成29（2017）年12月当月

公园、设施等

广域干线道路

区域干线道路

地区内主要道路

主要区划道路

步行系干线道

铁路·车站

地下铁·车站

道路·交通

东京Metro丸之内线

西新宿站

新宿西口站

神
田
川

JR中央线

北大道

青梅街道

放６

补71

都
营
大
江
户
线

小
泷
桥
大
道

小
泷
桥
大
道

修建神田川沿岸等处的
休闲场所
妥善维护和有效利用水
域、绿地、樱花景观

搞活商业街

作为“创新交流机会之心”，修建商务发展
所需的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绿地及行人空间

柏木地区城市建设方针图

柏木地区城市建设方针9.

地区未来设想
－耀眼的国际都市风情，历史与新文化的气息，闲适的生活－

令人向往的街区——柏木

各地区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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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新宿五丁目

西新宿六丁目

西新宿八丁目

西新宿七丁目
歌舞伎町一丁目

歌舞伎町二丁目

西新宿二丁目

西新宿三丁目

新宿三丁目

新宿二丁目

新宿五丁目

新宿六丁目

新宿七丁目

新宿四丁目

西新宿一丁目

北新宿二丁目
北新宿一丁目

百人町一丁目

新宿御苑

西新宿四丁目

低中层基础整顿地区                                       
国际性的中枢业务机能据点地区

市中心居住推动地区

干线道路沿道整顿地区

土地利用（市街地整顿划分区域）

广域干线道路

区域干线道路

地区内主要道路

主要区划道路

风之路（绿的长廊）

步行系干线道

铁路·车站

地下铁·车站

道路·交通

都市计划公园

其他都市公园

大型公共设施

小学※

初中※

区政府、特别办事处※

※平成29（2017）年12月当月

公园、设施等

东京Metro丸之内线

西武新宿站

新宿站

新宿站

新宿站

都厅前站

西新宿五丁目站
新宿中央公园 都厅

都议会
议事堂

都厅

新宿西口站

都
营
大
江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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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营大江户线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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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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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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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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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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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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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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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线

甲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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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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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道

南大道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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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园
大
道

都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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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事
堂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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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泷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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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梅街道

靖国大道

新宿大道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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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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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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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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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
新
宿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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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补
72

补6
1

西
武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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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建设鼓
励在市中心居住的城市

有效利用城市建设制度等，建
设应对灾害能力强的城市

修整神田川沿岸等
可欣赏水域及绿地
风景的散歩道。

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建设鼓
励在市中心居住的城市

作为国际商业据点，建设繁华的
新宿站东口街区。

通过协调统一商务商业活动与在
市中心居住这两者的市区二次开
发事业等，推进城市建设工作。

新宿站周边地区城市建设方针图

新宿站周边地区城市建设方针10.

地区未来设想

魅力十足、充满活力与文化气息的环之街区

各地区城市建设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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