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努力实现
多元文化共生社会
四日市市多元文化共生推进计划 概要版

四日市市

由于少子老龄化情况的加剧，
外国人居民已成为在地区社会中发挥

重要作用的成员。因此，我们在四日市市
多元文化共生推进计划中提出，通过居民

和企业培养多元文化共生意识，为外国人居民
提供交流支援，促进创建便于外国人居民
生活的环境，努力实现每个居民都能

发挥其个性和能力、令生活
充满活力的社会。



外国人居民人口数量随时间的变化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巴西

越南

韩国、朝鲜

中国

菲律宾

尼泊尔

其他国家

总计

（截至每年3月底）

各地区外国人居民的分布(外国人居民在各地区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富田三重

桥北

县

内部 河
原
田

小山田

水沢

八乡

下野

保保

羽津

富州原

常磐
共同 同和
中央 港
滨田

海藏

川岛

四乡

日永

盐滨

神前樱

大矢知

楠

图注

…6％以上

…5％～不足6％

…4％～不足5％

…3％～不足4％

…2％～不足3％

…1％～不足2％

…0～不足1％

在我市的外国人居民中，有超过15%、约1,600人集中居住在四乡的笹川
地区。当然，从各地区人口中外国人居民所占的比例来看，与平成28年
(2016年) 相比，所有地区都有所增加，这表明出现了外国人分散居住的
现象。

〈截至2016年3月底〉

〈截至2021年3月底〉

随着平成2年(1990年)入管法的修改，日裔
第二代、第三代及其家属可以获取对就业等
活动没有限制的在留资格，因此，从巴西等
南美各国以就业为目的来日本的外国人有所
增加。

因受平成20年(2008年)的雷曼冲击和平成23年(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的
影响，与高峰时期相比，外国人居民的人数大幅减少。

(人)

由于以技能实习生为中心的越南国籍和以留学生为中心
的来自尼泊尔的外国人居民明显增加，近年来，外国人
居民的人数再次呈现出增长趋势。



四日市市多元文化共生推进计划

Ⅰ建设多元文化共生的地区社会

加强多元文化共生的意识培养，促进外国人居民与日
本人居民共同参与的地区社会建设。

(1)培养多元文化共生的意识
☆努力培养居民尊重人权的意识
☆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促进对共生的理解
☆旨在建立彼此能够见面的居民关系

(2)共同参与地区社会建设
☆发掘并培养人才，促进多元文化共生
☆促进创建一个外国人居民也可以自立并作为地区

社会的一员积极参加活动的环境
☆建立可以将外国人居民的意见反映到市区行政部
门中的机制

(3)发挥多样性，展现地区社会新魅力
☆将多样性运用到展现地区社会新魅力的活动中

Ⅱ建立顺畅的交流机制

为外国人居民提供在行政和其他生活上所需服务的信
息和生活咨询服务，在促进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理解
以及日语学习方面给予援助。

(1)可以随时获取信息并轻松咨询
(使用简单的日语和其他各种语言提供信息并充实
咨询体制)

☆切实提供在行政和其他生活上所需服务的信息
☆在行政窗口和咨询窗口提供口译、翻译服务
☆为外国人居民提供咨询窗口
☆灵活运用ICT和AI等技术

(2)了解日本，做到能够听说读写日语
(促进日语学习和对日本社会与文化的理解)
☆培养外国人居民学习日语的意识，为他们提供学
习日语的机会

☆促进外国人居民对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理解
☆通过学习日语等，加深日本人居民和外国人居民
的相互理解和交流

Ⅲ创造舒适的共同生活环境

在宣传育儿、教育、劳动、医疗、保健、保险、年金、
福祉、居住等制度和提供顺畅的行政服务的同时，努
力提高防灾意识。

(1)为了孩子们的未来(育儿、教育)
☆对婴幼儿期的孩子们提供支援
☆在就学等方面提供支援
☆为在学校学习日语和各学科等以及积累职业经历

提供支援
☆对放学后的学习和活动场所提供支援
☆对宗教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孩子们予以关怀

(2)为了能够安心工作(雇用、劳动)
☆在外国人居民的就业环境方面提供支援
☆促进留学生的区域性就业

(3)为了能够安心生活(医疗、保健、保险、年金、
福祉、居住等)

☆通过简单的日语和其他各种语言提供与生活相关
的各种制度等的信息

☆在办理窗口等处，根据咨询内容进行适当的应对
和手续办理等。

☆灵活运用ICT和AI等技术

(4)防患于未然(防灾、预防犯罪、生活安全、传染
病防范等)

☆针对外国人居民，开展防灾、预防犯罪、生活安
全、传染病防范等工作

基本理念：充分发挥不同国籍、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特色，实现人人彼此认同、相互尊重，并作
为四日市市民相互支持、共同生活的社会。

Ⅳ构建推进共生的体制

为了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在完善本市的体制，推进
综合性措施的同时，与“外国人集住都市会议”等
相关机构合作，推动国家和有关部门对全国性制度
进行改进和完善。

(1)构建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的体制
☆完善本市体制并推进综合性措施
☆推动国家和有关部门实现制度的改进与完善

(2)多元文化共生的基地建设
☆开展多元文化共生沙龙活动
☆完善多元文化交流基地设施

四日市市多元文化共生推进计划

四日市市政府网页
https://www.city.yokkaichi.lg.jp/www/
contents/1490616597743/index.html



设定工作目标

为了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的工作，作为努力实现的目标，我们给基本支柱Ⅰ～基本支柱Ⅲ设定了具
体的工作目标。

Ⅰ建设多元文化共生的地区社会

具体内容 基准值 目标值

在居民问卷调查(针对日本人居民)中，对于“多元
文化共生”这个词语和理念，回答为“很了解”或
者“知道一点”的人所占的比例

28.7% 50.0%

2020年度
居民意识调查

2025年度
居民意识调查

在居民问卷调查(针对外国人居民) 中，参加传统祭
典活动、清扫活动和防灾训练等地区社会活动的人
(回答为“参加”或者“偶尔参加”的人) 所占的比
例

50.4% 60.0%

2020年度
居民意识调查

2025年度
居民意识调查

Ⅱ建立顺畅的交流机制

具体内容 基准值 目标值

对外籍员工学习日语给予支援的企业所占的比例

32.3% 40.0%

2020年度三重县
日语教育调查

2025年度调查
＜调查方法未定＞

Ⅲ创造舒适的共同生活环境

具体内容 基准值 目标值

在居民问卷调查(针对外国人居民) 中，回答为“今
后还想继续居住在四日市市”的人所占的比例

76.4% 80.0%

2020年度
居民意识调查

2025年度
居民意识调查

为了实现多元文化共生

在多元文化共生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居民。居住统同一
地区中的居民相互交谈、相互理解，这是实现多元文化共
生社会的第一步。
另一方面，市(行政)根据基本理念和4大基本支柱(参照

上一页)，为了实现多元文化共生社会，将开展各种工作
和支援。
并且，为了促进多元文化共生，需要自治会、各种志愿

者团体和NPO、外国人居民所在的就职企业等各种实体与
行政和各种相关机构一起积极合作，开展协作和意见交换。
多样化的主力军人物将各自的想法与知识集结到一起，

并相互协作，有利于构建多元文化共生社会。

咨询窗口 四日市市 市民生活课 多元文化共生推进室
邮编：510-8601 四日市市诹访町1番5号 Tel:059-354-8114 FAX:059-354-8316
e-mail:kyouseisuishin@city.yokkaichi.mie.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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