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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首先是                      
 

■制定计划的目的 

基于高岡市多元文化共生计划的基本理念，让外籍市民在本市作为社区的一名成员安心生

活，来共同推进宜居城市的规划。 

近年来，随着外籍市民的增加，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的国际趋势，后冠状时代的

新生活方式等社会形势的变化，国家和地区接受外国人的措施的扩大等。围绕本市多元文化

共生政策的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些变化，基于以前的计划结果和问题，我们将继续支持外籍市民 (沟通的支持和生活的支

持) ，以实现多元文化共生社会，同时把“人力资源开发”·“ 活跃社区” 作为重点、新纳入

具有高技能外国人个人能力资源开发的观点来策划了此第三次共生计划。 

 

 

■计划定位和期间 

高岡市为了以 “促进多元文化共生社会”为最高计划和基本概念， 意识到 SDGs 对本市

多元文化共生产生的基本思想，措施制度和目标。 

期间为令和 4 年度 (2022 年度) 至令和 8 年度 (2026 年度) 的 5 年。但是，会将根据今

后社会形势的变化和国家的制度变更等进行适当的修改。 

 

 

２ 高岡市的现状与课題                     
 

■外籍市民情况 

 

(1)外籍市民人口 

外籍市民人口自平成 27 (2015) 年以后呈现增加趋势，但近年来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而

产生的入境限制等影响，暂时转为减少，截至 2021 年 3 月末为 3,686 人，占总人口的比例

为 2.19%。 

 

(2)各国情况 

从国别来看，巴西和中国的国籍者占 50%。近年来，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国籍者

比例有所增加。 

 

(3) 在留资格类别的状况 

在留资格类别中，技能实习生有增加的倾向。另外，永住者和定居者等基于没有活动限制

的身份和地位的在留资格有增加的倾向，可以认为逗留的长期化和定居化也在发展。 

 

(4)地区状况 

地区的外籍公民人口的情况在野村，牧野，户出(包括北般若、醍醐、是户)，能町，成美，

西条这些地区的外籍市民人口超过全市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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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应该解决的课题 

 

为了实现多元文化共生社会，本市采取了四项主要措施: (1) 沟通支援， (2) 生活支援， (3) 

多文化共生社的地区建设， (4) 多文化共生推进体制的完善。措施如下。 

 

(1) 信息交流的支援 

① 在行政和生活信息的多语言化，咨询系统的改进，促进多语言信息提供 

同时，有必要传播“简单日语”。 

② 在改善日语教育环境方面，在培养和确保日语支援志愿者的同时， 

有必要整顿方便外籍市民学习日语的环境。 

 

(2)生活支援 

① 有关医疗，健康，儿童・育儿，福利生活等服务的信息和咨询需要充实体制。 

② 在就业方面，为了创造就业机会并确保就业机会，我们有必要与 Hello Work 等相关组

织合作进行共同努力。 

③ 作为教育环境的整备，需要对外国儿童学生、监护人的支援。 

④ 需要完善在灾害时能够迅速提供多语言信息的体制。 

 

(3)多文化共生的地域创建 

① 为了使外籍市民能够主动在社区中开展活动，有必要发现自愿合作的关键人物，他们将

成为社区与外国人社区之间的连接桥梁。 

② 为了实现建立多元文化共生地区的相互理解，在提供市民交流机会的同时，有必要促进

作为该地区接受方的日本人的理解和意识培养。 

 

(4)多文化共生推进体制的完善 

有必要努力建立一个系统，旨在通过与国家，地区和相关组织的合作实现高效的多元文

化共生社会。 

 

 

 

 

 

 

 

 

 

 

 

  

[第三次计划的观点] 

拥有永住者、定居者等在留资格的人增加，出现了定居化的倾向。 

此外，还有由于国家促进接受和公司对外国人才的需求扩大，持有技能实习在留

资格的人急剧增加。 

鉴于长期居住的外籍公民的增加以及新进入日本的外籍市民的进一步增加趋势，

外籍市民将成为未来社区的支柱，建设一个市民可以共同发挥作用的社区将成为实

现多元文化共生社会的重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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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的思考方法                     
 

■基本理念和基本方针 

（基本理念） 

 

 

 

 

   

 

 

因国籍，文化根源和价值观等产生的差异，为了让市民的能够平静而安全地生活，有必要

进行相互沟通，认识，尊重和理解来共同开拓可持续发展地区的未来。 

今后，要进一步推进“为了地区未来的多文化共生”的城市建设，构建起人人都能充分意识

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不掉队的地区社会。 

 

(基本政策) 

I 培养能够认可、尊重、理解文化和民族的差异和独特性的人 

Ⅱ 创建外国人和日本人都能作为高岡市一市民来共同生活的地区 

Ⅲ 作为同一市民，参与为建立一个可以更好的地区的建设 

 

 

■计划目标 

在本市居住着的有永住者、技能实习生、留学生等持有在留资格的人和有外国血统的人等

各种背景的人。 

多文化共生社会不只是外籍市民和有外国血统的人，而是所有市民共同创造的，因此本计

划将包括外籍市民在内的全体市民作为对象进行考虑。 

 

 

 

 

 

 

 

 

  

☆第 3 次计划的要点☆ 

我们将新加入发挥个人能力和技能的外国人才活跃的观点，推进政策。 

▷努力进行“人才培养”，使外籍市民成为该地区的支柱 

▷将外籍市民接受为地区中坚力量的“地区建设”措施 

 

 

 

 

 

重点取組 

大家聚集在一起 共同支持 共同创造 共生的城市高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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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措施体系                     

 
 

 

 

 

 

 

 

 

 

 

 

 

 

 

 

 

 

 

 

 

 

 

 

 

 

 

 

 

 

 

 

 

 

 

① 提供多语种、简明日语的行政信息、

生活信息 

② 多语言生活咨询体制的充实 

③ 日语・日本文化学习的支援 

① 教育环境的充实 

② 災害时的支援体制的整备 

③ 劳动环境的充实 

④ 医疗・保健、福祉、税・保险方面的支援 

① 多文化共生的意识启发・促进 

⑤ 居住支援的充实 

② 对地域社会的规划促进 

③ 外国人材の活跃和地域活性化的推进 

① 与市民和市民団体的連携 

② 与国家・县等有关机关的連携 

③ 充实与厅内体制的連携 

（１）信息交流的支援 

 

 

（２）生活支援 

 

（３）多文化共生的地域创建・人才培养 

（４）多文化共生推进体制的整备 

 

基本实施政策 主要实施政策 

【基本理念】 

大家聚集在一起 共同支持 共同创造 共生的城市高岡 

(基本政策) 

I 培养能够认可、尊重、理解文化和民族的差异和独特性的人 

Ⅱ 创建外国人和日本人都能作为高岡一市民来共同生活的地区 

Ⅲ 作为同一市民，参与建立一个可以更好的地区的建设 



5 

 

５ 分领域主要措施                    

（１）信息交流的支援 

 

 

                                                          

 

 

 

 

■措施的方向性 

根据外籍市民的需求提供多种语言的信息，充实生活咨询窗口，在进一步努力的同时，促

进简单日语的活用。随着多语言翻译技术的发展，我们将积极利用 ICT。 

多语言化标志和简单日语的传播被认为有助于启发多文化共生，并关系到市民通过看到这

些标志而容易接受多样性。 

此外，通过对市民的问卷调查，许多外籍市民希望学习日语，我们将与相关机构合作，加强

促进日语教育的制度。 

 

■主要施实政策[重点事业] 

待定课题 内容 

简单日语的 

普及促进 

・在市的业务中，为了促进简单日语的窗口对应和信息提供，对市职

员实施培训和讲座。 

・对市民实施上门讲座等，推进对简单日语活用的理解。此外，我们

将通过传播和利用有关简单日语的信息来启发市民的多文化共生意

识。 

 

增 强 多 语 言 网

站·SNS 并利用 ICT

促进信息传播 

・通过面向外国人的市的主页、SNS,谋求充实信息发布。 

・通过多语言信息发布工具“目录口袋”促进信息提供。 

・利用母子手册应用程序“母子 Momo”，以多种语言提供育儿支援

信息。 

・利用面向外国人的 AI 聊天机器人，提供观光信息。 

・促进翻译机器和翻译应用程序在公共设施中的使用。 

・对提供新的口译和翻译服务进行调查和研究。 

进行日语教育推进

体制的整备 

・努力完善由日语支援志愿者运营的地区日语教室、与富山县和进行

日语教育的团体等日语教育相关人员合作、协力推进日语教育的体

制。 

・对希望学习日语的外籍市民和职员和意欲支援学习日语的事业所

等，根据需要提供学习日语场所的信息。 

 

 

目标 1 外籍市民在获得生活所需信息的同时，能够顺利地在地区进行日常生活及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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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生活支援  
 
       
 
 
                             

 

 

 

■措施的方向性 

在外籍市民长期滞留、定居的趋势下，为了让他们能够平静、安心地生活，我们将在努力充

实就业机会和对居住的支援的同时，在医疗、保健服务、儿童、育儿以及福利服务等制度的宣

传和信息提供方面，推进多语言化、简明的日语化。 

在教育领域，由于需要日语指导的儿童学生正在增加，我们将努力促进儿童学生的入学和

改善教育环境。 

另外，根据市民问卷调查的结果，对灾害时的信息和对避难的支援的希望很高，所以促进

应对以严重气象灾害为首的灾害。 

 

■主要措施 [重点事业] 

待定课题 内容 

日语学习的支援 

・在高岡市立学校配备了外国人儿童学生指导讲师 (外国人咨询

员) ，努力进行日语指导、学习指导和对监护人的支援。 

・在高岡市立学校，在根据儿童学生的日语能力推进学习指导的同

时，召开外国人儿童学生指导讲师联络协议会，谋求讲师之间的信

息交流和进修机会的充实。 

・举办日语指导・葡萄牙语母语保持教室，谋求对儿童学生的学习指

导的充实。 

・作为对与外国有关的孩子们的学习支援，还要有相互交流的场所，

谋求多文化儿童学习室的充实。 

为了支援多语言体

制的援助整备 

 

・为了确保灾害时迅速实施多语言支援的体制，我们将与县和相关机

构合作，致力于运营灾害多语言支援中心的体制的整备。 

・在确保灾害时支援不懂日语的外国受灾者的人才的同时，为了让外

籍市民成为灾害时支援的中坚力量，要致力于灾害时外国人支援志

愿者的培养和登记。 

・为了让外籍市民能够掌握正确的信息，我们将通过多种语言、简单

的日语来充实防灾、灾害信息的提供。 

  

目标２ 我们将支援在同一地域的市民为了安心生活创建每个人都能够舒适生活的城市 

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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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多文化共生的地域创建・人才培养    
 
 
 
 
 

 

 

 

■措施的方向性 

为了使市民作为生活在同一地区的成员共存，我们将支持建立一个相互可见的关系，并通

过启发该地区接受的日本人的多文化共生意识，加深相互理解，促进改善外籍市民参与该地

区的环境。 

此外，我们将努力推动发现和培养将成为该地域领导者的多文化共生关键人物，并鼓励外

籍市民参与从关键人物开始的增加外国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地域交流和联系。 

 

■主要措施 [重点事业] 

待定课题 内容 

多 文 化 共 生 的 地
域创建的推进 

・为了加深多文化共生意识及相互理解，为外籍市民提供与地区社会

联系的机会，各地区将在自治会等举办促进对外籍市民接受意识启

发的讲座等。 

・为了促进外籍市民参与地域社会的建设，我们将举办地域与外籍市

民之间的交流项目，并支持建立彼此可见的关系。 

 

 

培养担当多文化共

生相关活动的人才 

 

・我们将发现关键人物作为地域与外籍市民之间的桥梁，使外籍市民

能够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并通过关键人物支持社区和外籍市民网络

的建设。 

・与致力于多文化共生的各种团体、自治会、企业等合作，将外籍市

民的关键人物培养为地区活动的领导者，促进外籍市民参与地区社

会和加入自治会。 

 

 

 

  

目标 3 作为市民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共同生活在地区的一员，以促进共生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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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多文化共生推进体制的整备    
 

 

 

 

 

 

■计划推进体制 

① 与市民和市民团体的合作 

在努力掌握 NPO、“技能实习”、“特定技能” 在留资格的外国人接收机构等与当地外籍

市民相关的组织的同时，为推进建立协议场所等多文化共生政策，将与外籍市民相关的组

织进行广泛的合作与协作。 

② 与国家、县等相关机构的合作 

我们将考虑利用多文化共生顾问，多文化共生负责人和区域国际化推广顾问等，以便与

国家和地区的措施合作，充分利用有关多文化共生努力的先进知识和专业知识。 

③ 加强和合作机构内部结构 

定期召开多文化共生厅内推进会议、多文化共生推进厅内联络会，横向推进多文化共生

政策。 

■计划推进体制 

６ 目标指标一览                 
 

区分 指标 
基准值 

(令和２年度) 

目标值 

(令和８年度) 

全体指标 

高岡市的外籍市民认为该市居

住舒适的比率 

77％  

（令和３年度） 
82％  

高岡市的外籍市民对多文化共

生事业感到满足的比率 

65％  

（令和３年度） 
75％  

信息交流的支援 

为了外国人的生活相谈窗口的

相谈件数 
2,800 件  2,800 件  

以多语言・简单日语提供的情

报件数 
15,000 件  20,000 件  

生活支援 

在多文化共生・国际交流上支

援志愿者的登录数 
128 人  188 人  

以儿童学生为对象的学习教室

的参加人数 
40 人  60 人  

 

多文化共生的 

地域创建・人才培养 

 

多文化共生意识启发・研修会

等实施回数 
２回/年  ８回/年  

多文化共生关键人物的 

认定者数 
― 10 人  

 

 

目标 4 在推进与市民和市民团体的合作、与国家、县、相关机构的合作的同时，与厅内的

相关部门谋求横向合作，以计划性、综合性地推进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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