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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分县概况 OITA 2023

（１）大分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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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防灘

伊予灘

総数 男 女

　大分県 6,340.70 ＊A 496,162 1,097,919 522,474 575,445

大分市 502.39 215,237 472,887 227,320 245,567

別府市 125.34 ＊a 55,206 113,348 51,416 61,932

中津市 491.44 ＊b 38,715 81,966 40,294 41,672

日田市 666.03 25,261 59,912 28,500 31,412

佐伯市 903.14 28,349 63,296 29,284 34,012

臼杵市 291.20 14,486 34,224 16,090 18,134

津久見市 79.48 6,639 14,796 6,946 7,850

竹田市 477.53 ＊c 8,478 18,969 8,917 10,052

豊後高田市 206.24 9,714 21,691 10,359 11,332

杵築市 280.08 11,852 26,455 12,839 13,616

宇佐市 439.05 22,194 50,803 24,141 26,662

豊後大野市 603.14 13,521 31,860 14,903 16,957

由布市 319.32 ＊a 13,355 32,261 15,306 16,955

国東市 318.10 11,951 24,949 11,986 12,963

姫島村 6.99 815 1,571 734 837

日出町 73.26 11,342 27,376 13,086 14,290

九重町 271.37 ＊c 3,319 7,990 3,813 4,177

玖珠町 286.60 5,728 13,565 6,540 7,025

       ＊A　大分県及び福岡県、熊本県は境界の一部が未定のため、参考値である。
       ＊a　別府市及び由布市は、境界の一部が未定のため、参考値である。
       ＊ｂ　中津市及び福岡県田川郡添田町は、境界の一部が未定のため、中津市は参考値である。
       ＊ｃ　竹田市、玖珠郡九重町及び熊本県阿蘇郡小国町は、境界の一部が未定のため、竹田市及び九重町は参考値である。
　　※人口及び世帯数は、大分県毎月流動人口調査による推計値である。

世帯数
R5.7.1 （世帯）

区　　　　分
人口　R5.7.1　（人）面　積

R5.4.1 （k㎡）

大分县位于被称为“亚
洲大门”的九州东北部，
北临周防滩，东临伊予滩、
丰后水道。

（２）大分县的市町村

大分县由18个市町村构成（14市、3町、1村）（平成大合并前是58个市町村<11市、36町、
11村>）。

总人口约110万人（2023年7月1日数据），人口最多的市町村是县厅所在地大分市。
总面积约6,341k㎡，面积最大的市町村是佐伯市（九州最大）。

＊A  大分县和福冈县、熊本县有部分县界未定，此数值仅供参考。
＊a  别府市和由布市有部分边界未定，此数值仅供参考。
＊b  中津市和福冈县的田川郡添田町有部分边界未定，中津市面积仅供参考。
＊c  竹田市、玖珠郡九重町与熊本县的阿苏郡小国町有部分边界未定，竹田市和九重町面积仅供参考。
※人口及户数是根据大分县每月流动人口调查所推算出来的数值。

资料：国土地理院、县统计调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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総人口（万人） 总人口和人口增长率的变迁

総人口(万人)
人口増加率(%)

人口増加率（％）

（３）人口变迁

大分县的人口于1955年达到峰值127万7千人，之后持续下降，到1970年减少至115万5千人，
之后逐渐增加，到1985年增加至125万人。 但是，1985年之后，由于人口集中于东京，地方城市
人口持续减少，大分县的人口也一直呈减少趋势，2020年人口已减少到112万3千人，人口减少率
仅次于1965年，排第二名。

（４）未来人口预测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大分县人口将持续减少，预计2100年将减少至
45.8万人。
但是，通过提高县民结婚、怀孕、生育的意愿来实现人口的自然增长，再通过吸引年轻人流

入、定居等实现人口的社会性增长，预计到2100年人口能够维持在90万～100万。
想要达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通过各项地方创生政策，确保以下三项指标的达成。这三项

分别是“合计特殊出生率” 、“出生人口数”、“人口的社会性增减”。

资料：大分县人口蓝图（2020年3月修订）

总人口发展预测

合计特殊出生率
2025年 1.83

出生人口数
2025年 9,000人

人口的社会性增减
2025年 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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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大分县的特色

别府的温泉涌出量、泉眼数量傲居日本第一，温
泉种类丰富。不仅可以体验各种温泉的乐趣，在
别府湾沿岸开阔区域还有临海水族馆和主题公园
等各种休闲娱乐设施。

宇佐地区曾因以宇佐神宫为代表的八幡文化繁极
一时，国东半岛区域有被誉为“六乡满山”的独
特的佛教文化。这一区域还保留有磨崖佛、石桥
等众多石造建筑。

历史韵味厚重的区域。日田曾经作为江户幕府的
直辖地“天领”而繁极一时，至今仍保留当时的
街景和町人文化。中津则洋溢着城下町的风情。
深耶马溪一带是由奇石奇峰和溪流交织而成的风
景名胜地。

被雄伟的山脉包围的区域。这里有1700米高的山
峰连绵的九重连山，还有祖母山、倾山、由布岳
等高山。四季景色各有风情，可以在山中漫步，
在高原行走，还可以享受山间温泉，是一处治愈
人心的景点。

清流――大野川中、上游开阔区域。大自然孕
育出清澈的水源，由此得名“名水之乡” 。被
誉为“九州的小京都”的竹田市，其城下町冈
城遗址能让人联想起当年的繁荣。

大分县南部区域，里亚斯型海岸连绵，被指定为
日丰海岸国家公园。臼杵和佐伯保留着旧藩时代
的风貌，洋溢着海边城下町的风情。从丰后水道
捕捞的关竹荚鱼及关鲭鱼等海鲜堪称绝品佳肴。

大分县气候温暖，海洋森林等自然资源丰富，孕育出了新鲜、安全的食材。还有宇佐神宫、
六乡满山、国宝臼杵石佛、磨崖佛等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大分县最为有名的是分布于县内各地的温泉，涌出量和泉眼数傲居全国第一，拥有全世界10
种温泉水质中的8种。

作为大分县的名牌产品，有关竹荚鱼、关鲭鱼、丰后牛肉等高级食材，还有卡波苏香橙、香
菇等特色农产品。

OITA 2023



酸浆产量
1,046千株
（2021年）（７）大分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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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分县自古以来被称为丰国，7世纪末期，分割为丰前国、丰后国两国。

8世纪时，宇佐的八幡神宫作为日本全国4万家八幡神社的本宫显赫一时，同时，在国东半
岛，“六乡满山”的独特佛教文化也繁盛起来。

13世纪初（镰仓时代），大友氏作为守护进入丰后国，之后统治丰后国约400年。尤其是在
大友宗麟时代，他的势力范围曾扩展到了包括丰前在内的九州北部六个国家。大友宗麟作为天
主教徒大名积极吸收基督教与西洋文化。在府内（现大分市）、臼杵地区，有中国船和葡萄牙
船来航，“南蛮贸易”盛行，作为一个国际都市极尽繁盛。

（６）大分县的日本第一

自然资源丰富的大分县拥有各种日本第一。尤其是七岛蔺草（一种榻榻米的原材料）100%
产自大分。

卡波苏香橙产量
5,900t （2020年）

温泉泉眼总数
5,093孔 （2021年末）

温泉涌出量
298kl/分（2021年末）

地热发电量
960千Mwh（2019年度）

县指定文物
（建筑物）

760件（2022.5.1）

道路隧道数量
562条（2021.3.31）

干香菇产量
769t（2022年）

七岛蔺草产量
10t（2022年）

番红花（花芯）产量
12kg（2021年）

桂竹竹材产量
21.9千捆（2022年）

石灰石产量
25,351千t（2022年）

3世纪 宇佐邪马台国传说

720前后《丰后国风土记》完成

731 宇佐八幡神宫成为官社
六乡满山文化以国东半岛为中心发展

1551 方济各・沙勿略来访

1871 废藩置县后大分县诞生

1876 下毛、宇佐郡划入大分县，形成今天
的大分县域

1962 县厅舍建于目前所在地
2006 经过平成大合并后成为18市町村

比目鱼养殖收获量
528t（2022年）

16世纪末，丰臣秀吉打败大友氏，领国
被严重细分。之后约300年一直保持着这种小
藩分立的格局，县内各处城下町文化繁盛，
孕育了独立自立的氛围，培养了一批个性鲜
明的人材。

明治时代进行了大规模的废藩置县改革，
丰后国成为大分县，丰前国成为小仓县。

之后对县进行了统一、合并，下毛、宇
佐两郡划入大分县，形成今天的大分县域。



福泽 谕吉
（启蒙思想家：1835-1901）
庆应义塾的创立者，撰写了
《劝学》《西洋事情》等著作。
作为1万日元纸币的头像而知名。

（８）大分县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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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田 官兵卫
（战国武将：1546-1604）
作为丰臣秀吉的家臣，是辅佐秀
吉统一日本的天才军师。

双叶山 定次

（大相扑力士：1912-1968）
创下69连胜记录的第35代横纲。
爱称为“不世出之横纲”“相扑
之神” “昭和之角圣”。

前野 良沢
（中津藩医生：1723-1803）
与杉田玄白等一起翻译了解剖书
籍《Anatomische Tabellen》并
出版为《人体解剖图谱》。

大友 宗麟
（战国武将：1530-1587）
基督教徒大名，保护并推崇基督
教，积极吸收西洋文化，与葡萄
牙结成亲密关系。

泷 廉太郎
（作曲家：1879-1903）
明治中期，在音乐界如同流星一
现，留下了《荒城之月》《花》
等不朽名曲。23岁逝世。

田能村 竹田
（南画家：1777-1835）
确立了诗、书、画一体的独特风
格，其多个代表作被指定为国家
重要文物。

野上 弥生子
（小说家：1885-1985）
接受夏目漱石的指导开始写小
说，发表了《海神丸》《秀吉和
利休》等多部作品。

广濑 淡窗
（儒学者、教育家：1782-1856）
创设了近世最大的私塾咸宜园，
门徒3000多人，各方面人才辈
出。

（
近
世

安
土
桃
山

、
江
户
时
代
）

（
近
代

明
治
以
后
）

Petro Kasui Kibe（岐部 茂勝）
（神父：1587-1639）
经由耶路撒冷赴罗马成为神父，
回日本后殉教

麻田 刚立
（天文学者：1734-1799）
与伽利略、牛顿一样，其名字被
用来命名月球上的环形山。

大藏 永常
（农学者：1768-1860）
在九州各地、大阪、东北等地学
习农业技术

矢野 龙溪
（政治家：1850-1931）
福泽谕吉的门生，著有政治小
说《经国美谈》

久留岛 武彦
（童话家：1874-1960）
作词童谣《晚霞》，被誉为

“日本的安徒生”

堀 悌吉
（军人：1883-1959）
诉求和平与裁军的理性海军中将

朝仓 文夫
（雕刻家：1883-1964）
创作了《守墓人》等许多杰作，
确立了“自然主义的写实主义”
风格
福田 平八郎
（日本画家：1892-1974）
确立了独特的装饰表达，画面色
彩鲜艳、结构大胆
高山 辰雄
（日本画家：1912-2007）
消除了日本画与西洋画的隔阂，
具有独特的创作风格

OITA 2023



２．大分县的经济・产业 OITA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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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县统计调查科

2020年县民人
均年收入为260.4万
日元。

2020年度县内生产总值（名义）
约为4兆5千亿日元，与近几年基
本持平。
产值与就业人数方面，第三产

业均遥遥领先，其次为第二产业、
第一产业。

县内生产总值（名义）的变迁

县民人均所得的变迁

（１）县民经济

（２）产业结构

资料：县统计调查科

2020年
就业人数

（单位：%）
出处：2020年国情调查
※对难以分类的产业数值
进行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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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林业 水产业

制造业年出货量的变迁

（３）产业状况

①农林水产业
农业总产值的变迁

林业总产值的变迁
水产业总产值的变迁

资料：农林水产省、县水产振兴课资料：农林水产省

②商业和工业
大分县各产业发展均衡，有钢铁、石油、化工、半导体、机械、汽车、医疗器械等。制造

业年销售额（2020年）约为3兆8,462千亿日元。
商业方面，商业设施数量持续减少。全年商品销售额（2021年）约为1兆6千亿日元。

年商品销售额的变迁

在农业方面，充分利用县内各区域的自
然条件发展农林水产业。培育大米、蔬菜
（大葱、西红柿、草莓等）、果树（梨、卡
波苏香橙等）、花卉（菊花、香豌豆花等）
等园艺作物，发展以食用牛肉为主的畜牧业。

林业方面，以日田市、佐伯市为中心的
杉树木材生产、以丰后大野市及竹田市为中
心的干香菇产业发展很好。

水产业方面，主要以养殖单价较高的中
高级鱼类为主。

资料：农林水产省

资料：经济产业省 资料：经济产业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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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安心・活力・发展计划2015 OITA 2023
2015年 制定
2019年 中间修订
2024年 达成年度

长期综合发展计划（安心活力发展计划2015）长期综合发展计划（安心活力发展计划2015） 基本方针
(21)

具体实施
(60)

开展的事业项目

【基本目标】

同县民一起建设“安心”“活力”“发展”的大分县

1  完善社会制度，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
——实现“育儿满意度日本第一”的目标

推进男性参与育儿、支持社区育儿、支援工作育儿两不

误，创造整个社会支持育儿的环境。推进从相识到结婚、怀

孕、生产、育儿的无缝支援，同时从政策上预防并早期干预

儿童虐待，支援贫困儿童以及单亲、残疾儿童家庭。通过细

致的工作，创造一个让每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成长的社会。

• 力争实现“育儿满意度日本第一”的目标。 指定儿童保育园的孩子们

2  构建健康长寿・终身就业社会
——实现“健康长寿日本第一”的目标

积极推动县民参与有益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推进效果

好效率高的保健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习惯、完善健康的社会

环境。提升老年人生存价值感，积极推进自主支援型老年人

护理管理，完善老年认知障碍对策，进一步充实并强化社区

安心医疗服务体系，提升医疗质量，构建健康长寿且能终身

就业的社会。

• 力争实现“健康长寿日本第一”的目标。

3 推进社会建设，让残障人士能安心生活
——实现“残障人士就业率日本第一”的目标

促进县民对残障人士的理解，完善小组家庭住宿

（group home）形式，推进残障人士积极参与艺术文化、

体育等社会活动，确保残障人士能在居住地附近区域放心

自主生活。精准匹配，提供适合残障人士的工作岗位，支

援生活工作平衡，保障残障人士能安心工作。完善共同接

受订货、共同销售体制，提高残障人士的工资待遇。

• 力争实现“残障人士就业率日本第一”的目标。

健康经营事业所的全体成员

在果蔬分拣场工作的残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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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间防范巡逻队合作开展保护
儿童的活动

人权活动

在祖母山倾山国定公园
感受大自然

●力争全年参与大分环保活动的县民达到40万4千人

●力争实现全年刑事犯罪案件低于2850件

●力争实现参与人权问题研修人数达到2000人

积极推进大分县的环境保护事业，保护生物多样性及

自然环境，推进3R，打造资源循环产业龙头企业，建设循

环型社会。制定地球温暖化对策，推进环境教育，开展以

激活地区活力为目标的环境保护活动，建设大美大分。

４ 传承优美环境
——推进大分环境保护

加强政府同县民、企业之间的合作，减少犯罪行为发

生，努力创建安全、安心的交通环境，确保消费者放心消

费，实现人与动物共生，确保食品安全，推进健康饮食生

活、强化当地特色饮食相关教育，全力打造舒心放心安心

的生活环境。

５ 打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

为了建设一个尊重人权的社会，消除各种歧视，我们

积极推进人权教育及启发，综合推进与人权问题相关的咨

询、支援、权利拥护等人权对策。通过各种方式预防对女

性实施暴力，完善对性犯罪受害者的支援制度。创造一个

男女平等、尊重人权的社会环境。

６ 建设尊重人权、互相帮助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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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实现老年人、育儿家庭等各阶层之间的交流、
互助活动参与人数（家庭）达到452人（户）。

●力争实现响应移居政策的移居人数达到2,700人

通过推进各年龄层之间的交流和居民互助活动，建设

地区共生型社会，让大家都能互相扶持，感受到人和人之

间的羁绊进而能够安心生活。推进小规模村落对策，构建

村落之间机能互补的的网格社区。培养致力于解决地区课

题的NPO、志愿者，并建立机制对他们的活动提供支持和

协助，以促进县民的理解与参与。

７ 各阶层广泛参与的地区社会的再构建

从源头治理水灾隐患，强化国土安全。充分发挥民

间防灾组织的作用，推进防灾教育与训练，确保救助、

救援制度的实施，完善自助・互助・政府救助体系。做

好预防工作，杜绝新冠等传染病和家畜传染病的发生与

蔓延。

8 强化国土安全，完善危机管理体制

为了促进人口UIJ回流，在改善地区居住环境、宣传

地区魅力的同时，也切实落实赖以生存的就业岗位，追

踪定居后的生活状况，协助本地大学生等年轻群体在县

内稳定下来。

9 完善移居、定居环境

●力争实现近些年有效防范暴雨水灾的工程达到22处。

在东京举办的移居咨询会

玉来水坝完工构想图

小村落支援队在进行海岸清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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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实现全年农林水产业的创造额达到2,650亿日元

●力争实现全年物联网等新兴产业项目达到20件

建设有魅力、能挣钱的农林水产业，培养具有经营能

力的骨干力量，实现从生产到市场预测、国内外流通对策

全体的把握。在此基础上，重点加快以下产业结构改革。

①通过水田转旱地种植高收益农产品，②建设全国领先的

食用牛产地，③建设循环型林业，促进林业、木材产业升

级，④强化水产业管理和产业升级，⑤建设智慧型农林水

产业。

１ 建设付出与回报呈正比的农林水产业

加强对中小企业和小型事业项目的可持续的伴走型支

援，强化创业帮扶。扶持服务业，提高服务业产能。利用

先进技术解决地区问题、发展新商机。培养大分县版第四

次产业革命“OITA4.0”所需人材。推进招商引资战略性

发展，发挥地区产业优势，培养产业集群，推进产业振兴。

２ 发展具有活力和创新的新兴产业

●力争实现县内旅游住宿人数达到783万人

●力争实现开展海外业务的企业达到150家

制定多样化旅游方案吸引国内游客，在现有基础上进

一步加快招揽来自亚洲、欧美和大洋洲的海外游客。通过

提升旅游观光相关企业的经营能力，促进本县旅游产业做

大做强，适应市场变化。

3 推进地区特色旅游，振兴旅游产业

吸收海外经验和人才，对制造业、农林水产品、

加工品、旅游等不同领域实施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海外战略，加强海外推广的基础网络建设。通过支援

留学生在县内就业、创业，改善外国劳动者务工环境

等多项举措，构建多元文化共生社会。

4 推进海外战略

水田改旱地的大规模农园设施

体验远程操作机器人”阿凡达”

有导游陪同的外国人钓鱼体验

大分县海外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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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实现促进地区活力相关活动达到1800件

灵活运用地区资源和历史、文化、地理、地质等地区

特色，发挥艺术文化的创造性，支援地区建设。通过培养

并留住当地行业领军人才，合理利用空房等举措，推进地

区魅力发展。

8 推进地区建设，赋活地区发展

●力争实现“女性活跃大分”推进会议的女性活跃宣言

企业数达到230家

消除固有的按性别分配任务等各种让女性感觉难受的

意识，推动男女平等，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责任，促进女性

积极参与工作，提升女性在各行各业的活跃度。官民合

作，导入弹性工作方式、改善工作环境，创建一个能让女

性安心生育孩子同时也能兼顾工作的社会。

7 提升女性社会活跃度

●力争实现地区品牌调查全国排名前12位

利用“温泉县大分”这一形象，通过数字市场和发动

县民全体参与宣传等有效的外宣方式向外介绍大分县的美

食、自然、文化等各方面的魅力，提升大分县的品牌知名

度。

5 提升大分县品牌的知名度

●力争实现15～69岁的就业人数达到498，400人

创建一个人人都能工作且易于工作的社会环境，推动

劳动方式改革使多样化的劳动成为可能。通过支援年轻人

在县内就业，推动多样化人才的活跃与发展，培养并留住

人才。

６ 改善就业环境，创造个性化、多样化的劳动方式

新一代女性管理者培养研讨会

参加技术实习的学生
（大分高等技术专科学校）

大分县的海外宣传视频

借助举办橄榄球世界杯的东风
宣传地方魅力
（源流太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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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内各地区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和特色振兴产业，

创造工作机会。

（各地区特色建设）

（别府市、杵筑市、国东市、姬岛村、日出町）

创造适应时代变迁的农林水产业

充分利用地区资源推广旅游业，提升地区活力

构建网格社区，促进移居定居

加强对招商引资至本地的企业的追踪服务
有望扩大种植的猕猴桃

保户岛食品节
VICOLO保户岛小吃街

具有防赤潮效果的单粒牡蛎
(Single Seed Oyster)养殖

（大分市、臼杵市、津久见市、由布市）

发挥艺术文化的创造性和体育运动的活力，建设有魅力

的城市

利用地区特色振兴旅游业，进而增加人口交流

发挥地区特色，壮大经营团体，确立地区品牌

培养并留住特色产业的领军人才

（佐伯市）

强化全国高水平的养殖业的经营管理

通过循环型林业生产，确立高品质干燥木材的稳定供给体制

建立盈利高的农业生产体制

活用地区的自然、文化、饮食，推进旅游业的发展

建设九州最大城市，推进城市・海湾・山村的安全安心发展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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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田市、丰后大野市）

培育能在竞争中取胜的农业经营团体，确保农业后继有人

培养并留住支撑山区经济的林业人才

发挥地区资源优势招揽游客

利用高原及温泉的优势振兴产业

借助具有地区特色的乡土手艺和特产推进地区建设

（日田市、九重町、玖珠町）

振兴支撑地区经济的林业与木材产业

利用得天独厚的饲养环境振兴畜牧业

利用地区优势振兴农业

利用地区资源促进人口交流、推进长期旅游产业的发展

推进网格社区建设，维持村落机能

（中津市、丰后高田市、宇佐市）

充分发挥地区特色，推动第一产业的振兴，促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的“6次产业”发展

扶持汽车相关产业，扩大产业集群，进一步加强产业竞

争力

通过提供地区特有的旅行体验，招揽游客，振兴旅游业

给致力于提高社区活力的项目提供支援

利用日田市的自然风光举办活动

发展长期旅游的长崎鼻

在用作公园跳夜神乐“水镜”

北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丰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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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发展

●力争达成全国领先的教育水平

●县立美术馆全年入场人数力争达到50万人

●全年参加国际大赛人数力争达到60人

●力争实现全年轮渡、航空客运量达390万人

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让人们具备开拓未来的学习能力

与意愿，培养世界通用的“国际化人才”。完善并强化校园霸

凌、不愿上学的相关政策。加强学校、家庭、社区的合作，充

实学校教育，支援终身学习。加强与大学的联系，共同解决多

种行政课题，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培养，改善“家里蹲”现象。

１ 创建“教育县大分”，提高终身学习能力和意愿

增加接触多样艺术文化的机会，加强对艺术文化魅力的

宣传。与艺术文化区域、文化设施及艺术系NPO展开合作，发

挥艺术文化的创造性，解决相应的行政课题。完善文物保存

与使用的相关政策，推进文化财产、传统文化的保存、活用

与继承。

２ 建设艺术文化领域的“创造县大分”

通过开展适应不同年龄段的体育项目，完善县立体育设施

等举措来推进县民体育运动。确立自少年至青年的连贯指导

体制，培养竞技型体育人才，以达成培养世界有名选手的目

标。继承2019年成功举办橄榄球世界杯的经验，积极申请国

际体育赛事的承办权，通过体育激发地区活力。

３ 体育振兴

本县作为九州的东大门，为增加人员、物资的流动，不断

充实完善轮渡、航空等广域公共交通网络，强化港口、机场

等设施的功能。完善广域道路交通网，推进东九州新干线计

划路线的升级改造，建设支撑产业与生活的道路交通，打造

舒适都市空间，不断完善“街道・人・工作”的基础设施。

４ 完善“街道・人・工作”的交通网络

第33届国民文化节——大分2018
第18届全国残障人士艺术文化节

县内企业提供就业帮扶、以成为世
界级选手为目标的本县运动员

利用平板电脑上课

庄原佐野线（下郡工区）完工预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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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鸟 绣眼鸟＞＜县树 丰后梅＞ ＜大分县吉祥物mejiron ＞

【2004年12月24日诞生】
本来是第63届国民体育大赛的吉
祥物，现今也作为大分县的“后
援团”活跃于全世界。
身高：干香菇20.08个分量
体重：卡波苏橙 200.8个分量

【1966年2月1日制定】
绣眼鸟栖息于全国各地，但是大
分县的绣眼鸟色彩美艳，鸣叫频
繁，自古以来丰后绣眼鸟就闻名
全国，深受县民的喜爱。

【1966年8月16日制定】
丰后梅自古以来作为丰后国的名产
广为人知。花朵大且带有淡淡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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