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计划有四大基本目标，细分60项事业。 

同时作为基本目标的达成指标，设定了7项数值指标。 

在外国人密集居住地区，配置社区翻译员，负责社

区的町总代表等日本市民和外国人之间所需的笔译、

口译工作，使社区的交流事业顺利进行。另外，即使

不是外国人密集居住地区，由于某些语言利用者比较

多，所以策划扩充不限特定地区能工作的「广域社区

翻译员」。 

具 体 的 措 施

对于有入学年龄子女的外国人，提供入小学相关的

教育咨询和开办学前教育课等就学支援外，入学之后

也需要日语初期指导的学生，实施学前教室上课。另

外，对没有就学的外国人的子女情况，通过民生员或

儿童委员等的协助，将努力互通信息掌握和改善状况。

在外国人咨询窗口配置精通外国语和日语、双语的

专门工作人员，建立一个能对应外国人各方面的生活

咨询体制，同时通过研修等提高工作人员的资质水平。

此外，将活用口译/翻译应用程序来增强咨询对应能

力。 

积极地去发掘对多文化共存社会持有积极的思想，

而且活跃在同一国家出身组成的协会或居住地区中发

挥核心作用的外国籍市民。

５年后要达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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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外国人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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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外国籍儿童学生就学

运营外国人咨询窗口

4

配置地区社团翻译员

主要事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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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现状值

（2019年）
目标值

（2024年）

1 对外国籍人口增多，

感到满意的人的百分

比 

58.0％ 65.0％

2 实施了解国际相关讲

座的次数
36次 40次

3 能听懂日语的外国人

比例 
62.9％ 70.0％

4 学前教育课・学前教

室数
2教室 3教室

5
认为居住冈崎，生活

方便的外国人(居住

期间长达５年以上)

的比率 

- 90.0％

6 开办灾害时支援外国

人的义工培训班次数 3次 4次

7 起协助关系的外国籍

核心人物的人数
33人 38人

1

冈崎市是我县第四外国人居住多的城市。近几年，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外国人增多，使我市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比如外国籍市民多国籍化、在留资格的结构变化、国策变化等。 

因此，前一期计划（推进多文化共生基本方针）于2020年度末结束之际，为了推动更适合当前状况的各种政策，制

定了「推进冈崎市多文化共存基本计划」。 

自1990年实施入境法修改案之后，冈崎市以巴西人为主的外国籍市民人口持续增多。尽管2008年由于受全球性经济

危机的影响暂且转为减少，但是2015年起再次出现巴西籍人口增多的倾向，据统计于2020年３月１日时点，外国籍人

口达到最高记录12,613人。  

 另一方面，到2015年之前的巴西人口减少期间，来自中国和菲律宾的人一直增多，即使到现在仍在持续增多的趋向。

另外，近年来越南人显著增多。 

冈崎市推进的多文化共存基本计划是什么？ 

外 国 籍 市 民 状 况 

冈崎市推进多文化共存基本计划
画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概 要 版 

相互赏识异国文化，每个人都作为社区成员，共同参与建设互助共存的城市冈崎

图：按国籍分类外国籍市民人数变化   资料来源：冈崎市人口统计网站（各年4月1日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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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籍市民的在留资格或国籍越来越多样化。所以需要考虑多样化社会的特点进行对应。

本计划的新观点 实 施 对 策 体 系

来自东南亚国家的人增多、技能实习在留资格者增多、家庭成员结构以及居住期间的

变化（以往情况：单身、短期→现在情况：家人同住、定住）等，均在发生变化。 

随着越发多样化社会进行对应新观点 1

针对实际生活阶段进行对应新观点 2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想继续留在日本生活，所以把家人接到日本来、或在日本结婚生儿育女等。

这样一来，行政服务工作也需要考虑以生活阶段为基础，进行持续不断的对应。

婴幼儿期～儿童期（大约14岁之前） 

青少年期（大约15岁～20多岁） 

成人期（大约25岁〜64岁为止）

老年期（大约65岁以上）

充实育儿咨询，学前教育课、学前教室等

超学龄青少年的对应，就职相关的支援等

强化外国人咨询工作、让外国籍市民了解自治会等

让外国籍市民了解高龄者福祉服务、护理制度等

发展成多文化共存社区

支援自立事业

支援生活相关事业 

完善推进体制

基本目标

基本目标Ⅰ

基本目标Ⅱ

基本目标Ⅲ

基本目标Ⅳ

对策方向

建立多文化共存的意识 

促进社区交流事业

支援日语学习事业

促进了解日本生活规定等

支援儿童教育事业

扩充咨询业务

提供多种语言信息

支援医疗・保健・福祉相关事业

支援劳动相关事业

支援住房相关事业

支援防灾相关事业

完善政府机构内部的合作 

完善与相关机构的合作 

完善与义工团体的合作 

巴西、中国、菲律宾、韩国 

永住者、定住者、技能实习、 

特別永住者、日本人配偶者等 

国
籍

永住者、定住者、特別永住者、 

日本人配偶者等 

2013年（上次制定计划时） 2020年（制定本次计划时） 

巴西、越南、菲律宾、中国、 

韩国、尼泊尔、印度尼西亚、泰国 

『相互赏识异国文化，每个人都作为社区成员， 

共同参与建设互助共存的城市冈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