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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计划的宗旨■
由于新增“特定技能”在留资格等制度上的变化，预计县内的外籍居民数量将继续增

加。在人口负增长和少子老龄化问题加剧的社会中，外籍居民有望成为支撑区域社会的中

坚力量。为了应对社会的这些变化，并进一步推进多元文化共生措施，我们制定了《第四次

爱知多元文化共生推进计划》。

■定位■
本计划是根据爱知县2020年11月制定的《爱知愿景2030》的政策方向，明确了县内

多元文化共生措施的方针和观点的单独计划。

■规划期■
本计划的规划期为2023年度至2027年度的五年。

■县内外籍居民人数的变化■
截至2021年12月底，本县的外籍居民为265,199人，约占县内总人口的3.5%，仅次于

东京，居全国第二位。从国籍来看，巴西籍居民仍然保持最多，共59,300人。但近年来，越

南和菲律宾等亚洲籍居民的比例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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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内外籍居民人数的变化（爱知县）〉

资料来源：法务省《在日外籍居民统计》，截至每年12月底；爱知县《爱知人口》，截至每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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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内容■

通过多元文化共生社会的形成来创建富足而充满活力的地区

《基本目标》

通过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社会的形成，我们可以创建这样一种环境：不论国籍和民族等

差异，所有县内居民的人权都将得到尊重，每个居民都可以作为区域社会的中坚力量，在充

分发挥个人能力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参与区域社会的各种活动并有所作为。此外，有望让大

量优秀人才在各个领域施展身手，努力促使他们定居于本地区的举措将为地区带来活力。

※本计划中对多元文化共生社会的定义
　　不论国籍和民族等差异，所有县内居民都能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并可以放心地共
同生活和工作的区域社会

《措施体系》

为了实现基本目标，我们将在以下四个措施体系的基础上推行多元文化共生推进措施。

Ⅰ沟通支援
推进日语教育，消除语言障碍，让所有居民都能够安全、放心地共同生活和工作。此

外还要推进包括简单的日语在内的多语言服务，以便县内的外籍居民能够获得他们需要

的信息。

Ⅱ生活支援
完善与生活有关的各种支援，包括建立咨询体系，提供与生命周期相应的持续性支

援。此外还要建立防灾和医疗服务等生活风险应对体系。

Ⅲ意识启发和社会参与支援
开展完善教育、举行启发活动、建立咨询体系等举措，让县内的外籍居民与日本居民

相互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及生活习惯，消除偏见和歧视。此外还要创建可以让县内外籍

居民作为区域社会的一分子，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的环境。

Ⅳ推进地区振兴和应对全球化
充分利用县内外籍居民的视角和多样性，促使县内的外籍居民与日本居民的合作和

协作，推进地区振兴和全球化。



《措施体系》

Ⅰ 沟通支援 １．推进日语教育 ◎①建立行政机关主导的地区日语教育推进体系

◎②培养负责地区日语教育的人才

③推进与生命周期相应的日语教育

　　·促进设立多元文化育儿沙龙（婴幼儿期）

　　·推进母语教育（婴幼儿期）

　　·用日语学习支援基金进行资助（儿童期）

　　·促进初级日语教育（青少年期、成年期等）

　　·组织有关多元文化共生的日语演讲比赛（各年龄段通用）等

　④完善学校教育中的日语教育

　⑤促进日语教育中的信息通信技术应用

Ⅱ 生活支援

２．行政和生活信息的
　  多语言化

◎①推进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多语言服务

　②推广简单的日语

１．建立咨询体系 　①完善多语言咨询支援体系

　②建立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咨询体系

２．完善生活支援 ◎①完善与生命周期相应的生活支援

　　·对儿童和育儿家庭提供支援（婴幼儿期、儿童期等）

　　·确保教育机会（儿童期、青少年期等）

　　·促进职业教育（儿童期、青少年期等）

　　·改善生活环境（成年期等）

　　·提供保健、福利和护理方面的支援（老年期等）

◎②为外籍居民尽快适应在日本的生活提供支援

◎③改善工作环境

３．防灾、预防犯罪、
　  交通推进安全对策

◎①完善“爱知县灾害多语言支援中心”的体系

◎②加强防灾教育和防灾训练

　③推进预防犯罪和交通安全教育

４．促进关于医疗的
　  多语言服务

◎①完善和推广“爱知医疗口译系统”

　②提供关于医疗的多语言信息

　③提供关于传染病的多语言信息和咨询服务

Ⅲ 意识启发和社会
　 参与支援

１．培养县内全体居民的
　  意识

◎①提供促进理解多元文化共生的机会

　②创建尊重多样性的社会

２．促进地区内的交流 ◎①促进地区内的交流和相互了解

　②促进县内外籍居民参与地区活动

Ⅳ 推进地区振兴和
　 应对全球化

１．通过与县内外籍居
　  民的合作和协作，
　  推进地区振兴并应
　  对全球化

　①通过与县内外籍居民的合作和协作，推进地区振兴

　②促进国际化人才的发展

◎③促进留学生的发展

大项目 中项目 小项目

◎：与重点举措方向有关的项目



生命周期图 下图根据生命周期，说明了与措施体系的大项目“Ⅰ　沟通支援”和“Ⅱ　生活支援”有关的主要措施。

关于措施体系中的大项目“Ⅲ　意识启发和社会参与支援”和“Ⅳ　推进地区振兴和应对全球化”，我们将对生命周期中的所有年龄段开展通用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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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与生命周期相应的生活支援】

＜促进职业教育＞
〇提供关于教育制度和升学的信息 〇安排就业顾问

＜提供保健、福利和护理方面的支援＞
〇生活规划支援
〇提供关于社会保险制度（养老金、医疗、护理）的信息　
〇对贫困户等提供支援

〇考虑提供护理口译服务
 〇对外籍护理人员提供支援＜确保教育机会＞

〇推广学前教育机构 〇开展外籍学生入学选拔
〇解决不去学校上学或超过入学年龄的儿童的问题 〇开展青年和外国人未来培训班
〇开展外国人学校调查 〇减轻教育费用的负担
〇对初中夜校班提供支援，开设公立初中夜校 ＜改善生活环境＞

〇推进接受外籍租户的租赁住房的登记
〇提供县营住房的信息，建立咨询体系

＜对儿童和育儿家庭提供支援＞
〇促进设立多元文化育儿沙龙 

〇对长期不愿上学或无法上学的儿童提供家庭教育支援

〇提供关于怀孕、分娩和育儿的信息 
〇对贫困家庭等的儿童提供学习支援

〇减轻公共医疗保险和托育费用的负担 
〇对开设儿童食堂提供支援

〇考虑对有发育障碍的儿童及其监护人
　提供相关服务
〇促进形成对有困难的儿童提供支援的网络

【推进与生命周期相应的日语教育】
〇促进设立多元文化育儿沙龙 〇组织有关多元文化共生的日语演讲比赛
〇推进母语教育 〇用日语学习支援基金资助日语教学班 〇实施地区初级日语教学示范班
 〇促进企业中的日语教育举措

【完善学校教育中的日语教育】
〇安排负责日语教育适应班的教师 〇安排外籍学生教育支援人员和日语
〇安排语言顾问，提供上门辅导服务 教育支援人员
〇协助初级日语教学班的运作

行政和生活信息的多语言化

促进关于医疗的多语言服务

推进防灾、预防犯罪和交通安全对策

建立咨询体系

【培养负责地区日语教育的人才】
〇培养面向初级日语教育的教师并跟进 〇培养初级日语教育协调员 〇促进在地区日语教育中安排外籍居民协调员

【建立行政机关主导的地区日语教育推进体系】
〇加强爱知地区日语教育推进中心的信息传播 〇派遣协调员以提供咨询 〇对致力于地区日语教育的市町村提供支援 〇开发日语能力评估工具

【促进日语教育中的信息通信技术应用】
〇在县立学校配备小型口译机器 〇开展线上初级日语教学班

【改善工作环境】
〇宣传外国劳工宪章 〇提供关于创业的信息和咨询服务
〇提供关于工作和就业的咨询服务 〇开展职业培训

【为外籍居民尽快适应在日本的生活提供支援】
〇推广针对尽快适应的培训课程和教材 〇完善多语言生活信息

根据《关于

推进爱知县

地区日语教

育的基本方

针》开展

一般指5岁及以下
婴幼儿期

一般指6-14岁
儿童期

一般指15-25岁
青少年期

一般指65岁及以上
老年期

一般指26-64岁
成年期

命周



《重点举措的方向》

·推进充分利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多语言服务（例如：推进多语言信息提供和多语言咨询服务）

·完善与生命周期相应的生活支援（例如：对育儿家庭提供支援，确保教育机会，提供保健、

福利和护理方面的支援）

·完善“爱知县灾害多语言支援中心”的体系（例如：在发生灾害时用多语言传播信息）

·加强防灾教育和防灾训练（例如：用多种语言传播和宣传防灾知识）

·促进完善和推广“爱知医疗口译系统”（例如：促进医疗机构采用该系统）

① 加强针对安全、放心生活的支持体系

·为外籍居民尽快适应在日本的生活提供支援（例如：促进在企业等中开展针对尽快适应的

培训）

·改善工作环境（例如：提供关于就业、创业的咨询服务和支援）

·促进留学生的发展（例如：促进留学生在县内企业就业）

③ 促进县内外籍居民的发展

·建立行政机关主导的地区日语教育推进体系（例如：促进市町村主导的举措）

·培养负责地区日语教育的人才（例如：开展初级日语教师培训讲座）

② 建立可持续的地区日语教育推进体系

·提供促进理解多元文化共生的机会（例如：举办多元文化共生论坛）

·促进地区内的交流和相互了解（例如：组织活动，帮助宣传）

④ 促进对多元文化共生的理解

※在2021年度第二次县政民意调查的1,590名受访者中，就“对县内有较多外籍居民的想法”，回答三个“希望如此”选项中的任何一个的受访者的比例。

8个市町村

88人

未开设

现状

20个市町村

300人

每年
1,300,000次

目标

《评估指标》

Ⅰ 沟通支援 致力于初级日语教育的市町村数

15处 25处Ⅱ 生活支援 设立多元文化育儿沙龙的地区数

157家机构 200家机构在医疗口译系统登记的医疗机构数

修完初级日语教师培训讲座的人数

以多种语言集中传播行政和生活信息的门户网
站的访问次数

大项目 指标

41个市町村 54个市町村
致力于促进县内外籍居民了解社会保险制度
（养老金、医疗、护理）的市町村数

22个市町村 54个市町村致力于为在避难所应对外国人做准备的市町村数

48%（※） 60％对县内有较多外籍居民持肯定态度的居民比例

未开展 每年100次
在以多种语言集中传播行政和生活信息的门户
网站上提供信息的地区内交流活动次数

Ⅲ 意识启发和社会
　 参与支援

1,196人 1,600人
以在本县就业为目的而更改在留资格的留学生
人数

Ⅳ 推进地区振兴和应
　 对全球化



2022 年12 月
爱知县县民文化局县民生活部社会活动推进课多元文化共生推进室
邮编 460-8501　名古屋市中区三之丸三丁目1番 2号
电话：052-954-6138（直拨） 　传真：052-971-8736 　电子邮件：tabunka@pref.aichi.lg.jp
https://www.pref.aichi.jp/soshiki/tabunka/

爱知县多元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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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知多文化共生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