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2020年奥运会及残奥会，

在同一座城市第二次同时举办

奥运会和残奥会，史无前例，值得纪念，

我们以此为契机实现共生社会、

传播日本文化、增进健康等，

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成果，无愧于成熟社会，

值得向下一代夸耀。

我们期待这些举措作为东京2020年奥运会

及残奥会的遗产向全世界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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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官房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推进本部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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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
通过东道主城市交流
构建友好关系
东京2020年奥运会及残奥会，在支持东日本大地震受灾地区复兴的同时，

也向全世界传递了受灾地区稳步复兴的面貌。

并且，东道主城市不仅与参赛的代表团进行交流，

还通过市民间的文化、餐饮、音乐等方面的交流，

与对方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给当地带来了活力。

此外，还以“共生社会东道主城市”为首，推进了采用通用设计的城市建设、

提倡心灵无障碍化等举措。

复兴奥运会·残奥会
通过在东日本大地震受灾地区举办比赛、
在选手村食堂提供受灾地区生产的食材、
向为复兴提供支援的人们表示感谢的“感
谢复兴东道主城市”交流活动等多种举措，
把受灾地区正在逐步复兴的面貌传递给了
全世界。

东道主城市
日本的自治体与参赛国家和地区，在体育、文化、经济等多个领
域进行了交流，用增加地区活力等举措，力求实现在2021年之
后也能持续的长期交流。

登记为东道主城市的
地方政府

全国533

采用通用设计的城市建设
以建设人人都能安全便捷移动的城市为目标，除
赛事相关设施的周边外，还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了
交通系统和道路等的无障碍化。

性别平等
以举办性别均衡的东京2020年奥运会及残奥会为
契机，努力实现性别平等的社会等。

心灵无障碍化
以建设每个人都能自然而然地互相帮助、充分发
挥自身才干的社会为目标，促进心灵无障碍化的
启蒙和残疾人运动知名度的提升。

残奥会运动
体验会 次1,800
心灵无障碍化
教育培训 次

约

约1,300

女运动员比例创历史最高纪录

％48 ％约 约42
奥运会 残奥会

旅客设施的无障碍化率
（消除台阶）

2020年度

％95.1

实现共生社会
在东京2020年奥运会及残奥会中，我们加深了对“残障社会模式”观点的理解，认为消除残障人士的

社会障碍是一项社会责任，以建设一个无论是否残疾，无论性别年龄，所有人都能尊重彼此的人权和尊严，

任何人都能生气勃勃地享受人生的共生社会为目标，实施了推进“心灵无障碍化”、普及通用设计等多项举措。
1

(2017年～2021年12月底)

其中，共生社会东道主城市 109
其中，感谢复兴东道主城市 33

赠予获奖者的花束，
选用来自岩手县、
宫城县及福岛县的花朵

在福岛J-Village举行的
圣火传递出发仪式

％83.3

20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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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和
运输措施

传播饮食文化的魅力
为了向全世界传播日本饮食文化的魅力，我们努
力推进海外推广等活动。给大家提供了更多了解
日本饮食文化的机会，在增加日式餐厅和日本食
品出口等方面也做出了贡献。

完善访日游客的接待环境
为了便于来自海外的游客畅享日本之旅，我们以
制作多种语言的标识、扩大可以使用Wi-Fi的公共
区域、增加消费税免税店、推进无现金支付等举
措，完善了接待环境。

加强防灾和安全保障
在防灾、反恐、安全保障方面，我们建立了
跨领域的体制和制度，保护国民生活和赛
事安全。

实现运输畅通无阻
通过实施呼吁远程办公等重点交通措施
减轻了交通负担，既确保了赛事运输安
全顺利进行，与此同时又保证了经济活
动和市民生活的正常运转。

传播日本文化的魅力并促进文化观光
为了丰富日本国内民众的精神生活，向全世界传
播日本文化的魅力，我们在传播各种信息的同
时，还构建了东京2020年奥运会及残奥会后也能
持续进行文化观光的构架。

创建beyond2020 
项目，对促进共生
社会和国际化的
文化活动进行认证

7,447

1,749

2021年

2020年9月底

2013年

2013年
55,134

4,622

ASIAGAP/JGAP认证农场数量

消费税免税店数量

无对策
平日最多

年起降架次

平日

首都高速公路的日均交通量

万辆约125

东京2020年奥运会及
残奥会期间预测

万辆92
假日 万辆62

东京2020年奥运会及
残奥会期间实际

观光立国与
日本文化的传播和
理解

能乐《羽衣》观世喜正　提供：国立能乐堂

万架次万架次74.774.7
2015年

万架次万架次82.682.6
2020年

我们改正法律，禁止无人机等在东京
2020年奥运会及残奥会相关设施等的周
边上空飞行。

4

（减少26%）

（减少50%）

TDM（交通需求管理）的宣传

东京2020特殊规格
车辆号牌

禁止小型无人机等飞行法

增强首都圏机场功能

截至2021年12月底

件通过认证19,606

以东京2020年奥运会及残奥会为契机，

我们日本人重新理解了日本文化并向全世界传播其魅力。

并且，为了实现观光立国，便于大家畅享日本之旅，

我们制作了多种语言的各种标识，不断完善旅游环境。

在新冠疫情期间，还充分利用互联网，

让许多人了解了日本文化。

为了确保东京2020年奥运会及残奥会可以顺利、安全安心地运营，

我们努力加强防灾和安全保障工作，确保运输畅通无阻。

除了完善机场功能、道路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外，还呼吁远程办公以减轻交通负担，

通过这类重点交通措施，以及为了顺利运送选手和相关工作人员采用的

运用IT技术的运行支援系统等，为今后城市功能的升级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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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运动

举办大型
活动的
典范

可持续发展性

东京2020年奥运会及残奥会是在采取了一系列防暑措施的

基础上举办的，诸如发布预防中暑信息、完善防暑环境等，

同时采取了旨在提高国民的健康和运动意识、

养成运动习惯的举措，并大力推进被动抽烟预防对策。

通过这些举措提高人们增进健康的认识。

此外，通过选手们在赛事中的出色表现，

提高男女老幼参与运动的积极性。

运用5G远程声援

轮椅的轻型化技术

制作运动员防疫手册
《The Playbook》，

实施严格的行动和
健康管理

用再利用金属制作
约5,000枚奖牌

我们以东京2020年奥运会及残奥会为契机，

以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为目标，

促进国民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及生活上的改变。

有效利用氢能源和再利用技术，实现了赛事期间的

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我们使用从回收的手机等电子设备中提取的金属制作了奖牌，

用回收的塑料制造了领奖台。

还通过实施塑料袋征费新法规等举措，

使人们的意识得到了广泛提高。

东京2020年奥运会及残奥会，针对新冠疫情，

不仅大多数相关人员事先接种疫苗，

而且定期进行检查、严格行动管理等，

采取了万全的感染预防对策，

因此没有接到发生聚集性感染和

疫情向闭环外扩散的报告。

此外，一些针对运动员开发的先进技术，

被积极地运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有助于改善国民的生活环境。

技术创新
在新冠疫情下，诞生了运用最新技术观看比赛
和声援选手的新方式。

利用运动员专用技术回报社会
针对运动员开发的材料和技术，例如用于抑制路
面温度上升的新型沥青、为残疾人运动员开发的
轮椅轻量化技术等，也被运用在了日常生活中。

贯彻实施新冠疫情对策
约90%的海外运动员是在接种疫苗后前来参赛
的。此外，使用专用应用软件对每天的检查结果和
体温等健康状态进行管理，并贯彻人员行动管理，
避免来自海外的入境者和日本的居民接触。

改变国民对
可持续发展的
意识和生活

以改变国民对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
生活为目标，采用了再循环金属、
再循环塑料，有效利用了氢等。

增进健康
为了给包括到访东京的访客在内的
所有人创造健康舒适的环境，

我们推进了防暑和被动抽烟预防对策等措施。

享受运动
为了让享受运动常态化，
我们努力完善运动设施，

并开展活动以提升人们对运动的兴趣。

成年人每周运动一天以上的比例

％45.1
2013年度

％59.9
2020年度

被动抽烟预防对策

WBGT显示面板

林荫道

利用城市矿山制作！
大家的奖牌项目

向赛事相关人员提供防暑
背心

发布湿球黑球温度指数（WBGT）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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