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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與海嘯造成岩手縣5,140名罹難，占了全國的4分之1，1,114

名失蹤，也幾乎占了全國一半。1個月後的4

月，岩手縣政府訂定「東日本大地震海嘯復興方針」，用以制定今後復興的大方向，當中明確指

出今後復興的兩項大原則：

1.確保受災戶的人本該有的「生活」、「學習」和「工作」，保障縣民追求幸福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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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繼承罹難者對於故鄉的思念。

另外成立「岩手縣東日本大地震海嘯復興委員會」依照上述兩大原則制定復興遠景與計畫，基本

上是依照委員會的意見，但和宮城縣一樣，聽取縣民、相關市町村和專家的意見後整合而成（筆

者按：不僅是因為311才有這樣謹慎的過程，一般自然災害所造成損失當中，小從市町村大到道

都府縣的各式自治團體在

擬定重建計畫或復興計畫時都會先打個草案，包含

聽取居民的各方意見後彙整。）根據岩手縣復興計畫，復興為期8年，2011年4月到2014年3月的

3年期間為「基盤復興期」，2014年4月到2017年3月的3年期間為「正式復興期」，2017年4月到

2019年3月的2年期間為「連結未來發展期」。藉由8年的復興，希望可以實現「守護生命，與海

陸共生」的岩手縣。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在復興計劃裡有明確指出3大原則和10大領域。3大原則是「確保安全」、「

重建生活」和「生計的再生」。首先是確保安全，主要是「防災社區營造」和「交通運輸網」。

在「防災社區營造」裡，由於311最主要的死傷發生原因是海嘯，面對海嘯的基本想法是「多重

防災型的社區營造」和「防災文化的釀成與傳承」。也就是在硬體設備上，為了應付今後還有可

能發生的百年一次的大海嘯，加強港口與海岸上的防坡堤等海岸保全設施，再加上與居民間取得

共識下，

整頓安全的居住環境和考量海嘯防災的土地利用等地社區營造（都市計畫）。在軟體面上，考量

避難時間和距離，加強設計「誰都可以順利安全避難計畫」

，並將震災的經驗和教訓轉成能

流傳給後世的防災文化。在這一點，相對於宮城縣著重於受災戶的心理建設，岩手縣比較偏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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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後防災上。另外，在311當時，

岩手縣最大的痛處在於受創嚴重內陸往沿岸道路有限，物資和避難路線受到拘限，因此在交通運

輸網上應建構災害時能緊急運送物資或救護人員的替代損傷道路

，盤點的道路包括路上道路、海港、機場和鐵道。

在「重建生活」原則裡，主要是要確保提供

住宅和

工作機會以重

建地區居民的生活，並重新

建構保護生命和身心健康的醫療保健系統，

以及支援社區活動來促使生活得

以重建。當中包含5大領域，「生活／雇用」、「保健／醫療／福祉」、「教育／文化」、「區

域社區」和「市町村行政機能」。前4項容易想像，而第5項主要是恢復沿岸地區的市町村機能，

讓市町村有環境可以與當地居民一同規畫未來復興藍圖。在「生計的再生」裡包含3大領域「農

林水產」、「商工」和「觀光」，主要是支援維持生產者的對於生產意願與希望，協助整頓生產

體制、環境和金融面的

援助，此外也支援活用當地特色開發產品或服

務，用

以活性區域。除了3大原則之外，岩手縣還提出「三陸創造計畫」，不只是復興，更是創造出讓

世界驚豔，可以成為復興象徵的計畫。主要內容是讓三陸地區可以成為國際研究交流據點、擁有

環境共生使用再生能源的環保村、傳承東日本大地震海嘯記憶傳承的都市計畫、新的交流和產業

振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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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盤復興期」，主要

是根據上述的計畫所提到的各式領域進行相關的復原行動

，將復興地基打好，可以連結到「正式復興期」。正式復興期的目標是受災戶每人可以安心生活

，建構未來可以永續發展的區域社會。岩手縣認為區域居民每人都是主角，與多元的復興團體合

作，重視區域社會的永續性是重要的，因此促進年輕人、女性等各種居民可以一同參與企劃，鼓

勵與多方團體合作以期待加成效果加速復興，也鼓勵著重永續性，多挖掘活用當地資源。「連結

未來發展期」則是為了可以將三陸地區發展得比震災前更好，承接正式復興期的思維，鼓勵大家

一起

參與，多元合作並藉由人和物的交流來活化地

區。在管理這些計畫的進度時

，除了一般的計畫進度報告之外，岩手縣還每年一次針對縣民進行「復興意識調查」，了解進度

報告的重要度，是否有感受到有復原、復興等。另外還針對沿岸12市町村的居民或業者進行「復

興觀察調查」，定期了解復興狀況和意識形態

等。運用這些調查來了解縣民意識和計畫的進度，最終整理成岩手復興報告書並每年公開。

復興8年，關於硬體設備，除了還有2千名左右的人民

還住在臨時屋（2019年數據）之外，已幾乎完成居住面的重建已幾乎完成。

交通部分僅完成60%左右，但連結岩手縣內陸和沿岸的第一條高速公路也於復興期間完工，三陸

鐵道也接收JR脫手的

路線，將岩手縣沿岸鐵道正式統一完成一

線到底的鐵道，

防波堤則僅完成80%左右。硬體設備未完工的部分則是2020年4月之後繼續執行，至今大致增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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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預計還需要到2022年左右。未完成的原因主要是

原料取得不順利

，再加上岩手縣面積太大（約是

半個台灣大），整個三陸沿岸要在8年內

施工完成實在有難度。至於軟體面，水產捕獲量和養殖生產量只達到震災前的60%，受災業者的

銷售額超過50%尚未恢復到震災前的狀況。除了海洋環境問題造成捕獲量減少之外，缺乏新的漁

業養殖業者、有意願的業者減少、再加上宣傳不足導致生產量尚未完全

恢復。也因為達成率狀況不好，根據復興意識調查，縣民對於復興遲緩的意識大於感到復興順利

進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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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手縣陸前高田市的東日本大震災海嘯傳承館(中間)和12公尺高巨大防波堤(中間偏下)

然而，在震災的教訓傳承面

，岩手縣可以說是將教訓傳承變得更加知名，不但

成立東日本大地震海嘯傳承承館，讓大家能

用身體感受311當時狀況之外，相對有名的是2019年橄欖球世界盃會場之一的釜石。釜石市沿岸

的鵜住居地區，在311當時有570

名的中小學生全員平安避難的事蹟，因而被大家稱為「釜石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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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在大家探討奇蹟的原因之一，就是由於當地防災意識普遍較高，大家都有

認為不論海嘯大小，只要有海嘯警報就

往高台逃的習慣。而

這一切歸功於當地的防災教育，有所謂的三原則，「不做任何預設」、「當下盡量做到最好（能

逃就逃）」和「率先當避難者」。在2019年時，當時避難成功的小學生已經升上

高中2年級了，當時他們便在世界盃橄欖球開幕前的親善比賽中，於

國內外的選手觀

眾面前感謝大家當時幫助，這也

讓釜石奇蹟讓更多國內外知道。

最終當年的學生也於大學畢後選擇留在當地，

加入當地的觀光DMO，，繼續將震災的故事流傳下去。

岩手縣

即便在震災教育傳承上，實現一開始提出的大原則「受災戶的人本該有的生活、學習和工作」，

然而跟宮城縣一樣，在311東日本大地震10周年後，首要持續面對的是人口減少、

受災戶的心理層面照顧課題

。再加上C

OVID-19的影響，更讓

產業雪上加霜，即使要支援也需要相當程度

的預算，因此岩手縣今後也會持續請求日本復興廳的支援，也會

從永續性的角度，持續協助產業轉型和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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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翰

台灣台南人。大阪大學大學院(等同於研究所)都市再生管理工程碩士、企業管理碩士，GSTC

STTP訓練結業。現為島島創生Co-Funder，曾任職宮城INBOUND

DMO理事。旅日10年，自2016年10月移居到日本東北地區，共同成立宮城INBOUND

DMO，是宮城縣第一處得到日本觀光廳認證的「日本版DMO」。歷經宮城INBOUND

DMO

的行銷長與理事一職，負責包含

知名的宮城藏王等宮城縣南部共13

鄉鎮的觀光景點的市場行銷與諮詢。此外，與中央政府（復興廳）與地方政府（宮城縣）合作，

積極推廣DMO所管轄鄉鎮之外的觀光景點。於2019年7

月成立「島島創生」，期許藉由地方的人事物的國際間的交流，來協助台灣與日本兩國間的地方

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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