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60年来首次着手进行彻底的电力系统改革。 
⇒此外，拟最迟在2020年前完成包括发电与输配电分离的一系列改革。 

・实施农业政策改革，对持续约40年以上的大米生产调整进行修订等。 
・农林水产品及食品出口额创历史新高（2013年：5505亿日元，同比增加22.4%）。 
⇒此外，为加强农业领域的竞争力，时隔60年首次进行农业协同组织改革等，实施一体化改革。 

・实现从成熟领域到成长领域的无失业劳动转移（政策由过度的就业维持型向劳动转移支持型大转变） 
・有效求人倍率时隔7年零9个月达到最高水平。工资上调率（月工资＋2%以上）达到过去10年的最高水
平。夏季奖金上调率＋8.8%，是过去30年的最高水平。 

⇒此外，还加强过度劳动防止措施。修改弹性工时制及裁量劳动制，创设不看时间看成果的“新劳动时
间制度”等，使选择多元的劳动方式成为可能。 

・实施1万亿日元规模的设备投资减税等。恢复设备投资水平(2013财年：67万亿日元 ※2015财年目标值：70

万亿日元)。 
・提前一年废除复兴特別法人税。下调法人实效税率（下调2.4%）。 
⇒此外，着手实施以促进增长为重点的法人税改革。为此，力争在数年内将法人实效税率降至30%以下，
从2015财年开始下调。 

改革劳动方式 

农业领域 

能源领域 

・实施总理及部长的高层营销（2013年：67项）。接到基础设施订单额增长至约3倍（约9万亿日元） 
・针对以东盟（ASEAN）各国为主的10个国家放宽签证条件。首次访日外国游客人数突破1000万人（同
比增加24%）。羽田机场国际航班增加3万次（从6万次到9万次）。 

⇒此外，实现长时间停留（旅游签证：约3个月⇒1年）。全国免税店数量翻番，规模扩至1万家。面向
外国游客的免消费税对象商品扩大到消耗品。ASEAN成员国的签证条件进一步放宽(对印度尼西亚免签、
对菲律宾及越南放宽)。 

・启动小额投资免税制度（NISA)（3月底前开设650万个帐户（总额约1万亿日元））。 
・实施促进企业向创业基金出资的税制，放宽众筹管制。 
⇒此外，调整GPIF的投资组合构成比例调整/强化GPIF的治理体制。 

金融领域 

・推行“加快落实消除待入托儿童计划 (针对因托儿所名额不足导致适龄儿童无法进入托儿所问题所提出的解决计
划) ”，到2017财年底拟确保约40万个托儿所的名额。提高育儿休假工资支付水平（休假前工资的1/2⇒2/3 ）。 

・安倍政府成立后约1年内女性就业人数增加53万人。 
⇒此外，为打破“小学一年级壁垒（孩子上小学之后因没有适当的托儿设施导致在外工作的母亲被迫辞职的现象）”，
到2019财年底拟确保约30万个小学生进入托儿设施的名额。 

鼓励女性发挥更大作用 

国际业务拓展、旅游领域 

・设立医疗领域研发指导机构（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医疗研究开发机构）。 
・实施旨在促进再生医疗实用化的改革（细胞培养与加工均外包（给外部工程师））。 
⇒此外，创设患者申报疗养（暂称）（确保安全和有效性的同时，大幅缩短审査时间（目前：6个月），
原则上压缩到6周）等新的保险以外的并用疗养制度。 

医疗及健康领域 

・赋予综合科学技术会议跨中央政府部门政策推进功能（科技技术预算调整功能）（SIP,ImPACT）。 
⇒此外，从根本上强化桥梁功能，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科学技术及创新政策的指挥功能 

・《公司法》修订版获得通过，旨在促进独立董事的引进。选聘独立董事的上市企业激增(47%→61%)。 
⇒此外，还制定“公司治理准则”。 

激活民间投资 

强化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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