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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指导方针政策的宗旨

●基本指导方针政策的背景

○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预计外国人进入日本的人数将会增加。

‥2007年末为止 2,152.973人

现在，在日外国人作为普通住民，在生活中会遇到不少问题。在日外国人由于日语能力的欠缺,在社会各区域中产生摩擦和

纠纷的同时,加上雇佣不稳定等一些因素，很难说他们能过上比较稳定的生活。

・《出入国管理和难民认定法》实施以来,完善﹑扩充了留日的资格条件,并创立了“定居者”这一项对就业活动没有限制的在

留资格。⇒在日本外国人就业人数的增加 ‥从 26万人（1990年）增加到了 92万 5千人（2006年）（推测统计）

国家根据各地方自治体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认同不同国籍﹑民族﹑文化上的差异以及价值观念多样化；相应制定有关推进

多文化共存的方针和计划，希望更积极地致力于区域多文化共存。

关于多文化共存政策推进指导基本方针的大纲

在高槻市，所有人都认同不同国籍、民族和文化的差异以及价值观多样化，珍爱对方、相互尊重人权、互相学习；

同时有必要指出把实现能够共同生活的地域社会作为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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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指导方针的定位

○

创造一个彼此心连心的城市―尊重和平，人权―创造一个多文化共存的社会

・ 推进城市建设，通过提供外语版本的日常生活相关信息等一系列措施，使外籍市民作为本区域一员，能够更好的适应本地

生活

・致力于创造一个能够跨越民族和国籍差异的障碍，相互理解彼此不同文化，生活习惯以及价值观念的日常交流场所

●策划制定的方法

・2007年 7月：设立“高槻市国际化对策推进基本指针制定研讨会”，用于制定对策；经过反复讨论‥召开第 11 次大会

・把握他市情况；实施外籍市民问卷调查来作为基本指针的资料。

・2008年 9 ⇒月：汇总讨论结果 制作行政草案﹙原案﹚

※着眼于现状，把《推进国际化实施政策基本指针》改名为《推进多文化共存政策基本指针》。

高槻市创造尊重人权社会的条 ﹙例 2001 年 3 ﹚月

高槻市第四次综合计划(政策实施方向)

为了综合推进人权实施政策的基本方针推进人权实施政策审议会﹙设置﹚ 询问

高槻市人权实施政策方针（策划制定・2004年)

汇报

高槻市综合推进人权实施政策的行动计划﹙人权实施政策推进计划﹚

具体内容如下：

随着国际化实施政策的推行，国际化发展在各个地域不同程度地推广中，要把实现认同各种文化、习惯

和价值观的差异，不分国籍、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共同支持其地域，从而把其打造成一个丰富，有

活力的多文化共存的地域社会作为目标。策划制定《推进国际化实施政策基本指针》。

1999年《为了人权教育，联合国 10 年，高槻市行动计划》‥指

出“共存”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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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外国人的现状

●国家的现状

1969年以后在日外国人有增加的趋势。 ‥2007年末为止 215 万人(占人口的 1.69%)

→和 10年前相比增加了 45.2%

●市的现状

・2007年 12月末为止 3098 人﹙占人口的 0.9%﹚ ‥和日本国内其他城市相比，高槻市的在日外外国人人数相

对较少。

・10 年间高槻市的在日外国人增加了 3%

・韩国、朝鲜人比重的下降 90.5％（1982 年）→51.2％（2007 年）相对于新移民的增加，韩国、朝鲜人在减少。这被认为是

随着人口高龄化的持续增长，再加上归化入籍和出生后取得日本国籍的减少这些主

要原因造成的。

※ ・老住民 ‥所谓老住民，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开始一直留在日本的朝鲜半岛出生的以及他们的子孙们。

・新住民 ‥1980 年之后一直在留在日本的人们。

致力于多文化共存

●国家的对策

发动地方自治体

・1987年：策划制定了≤关于当地政府国际交流现状的指导方针≥‥是地方自治团体实施国际交流对策的指导方针

・1988年：策划制定了≤为创造国际交流城市的指导方针≥

・1989年：策划制定了《关于推进地域国际交流大纲制定的指导方针》 ‥促进各地方自治体创造为外国人活动便利的城市。

在日外国人周围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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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策划制定了《关于地方自治体推进国际合作大纲制定的指导方针》‥促进地方自治体的国际合作。

・2000年：制定了《关于推进人权教育以及人权启发的法律》‥随着人权教育、人权启发相关政策的推行，在国家和地方

公共团体，明朗化了国民的责任和义务。

・2005年：设置了“关于推进多文化共存研究会” ‥进一步讨论在地域社会，推行多文化共存政策。

→2006年：提案《推进多文化共存项目》‥随着“国际交流”“国际合作”成为地域国际化支柱的同时，

“多文化共存”作为其第三支柱，促进地方自治体的国际化。

・2006年 12月：《关于“作为普通住民的外国人”的综合对策》→明确了推进“多文化共存”作为国家的研究课题。

●大阪府的对策

・1992年 5月：策划制定了《大阪府推进国际化进程的基本指针》‥致力于培养面向世界的心胸宽阔的人才。

・2002年 3月：提案《关于大阪府面向在日外国人实施政策的指针》‥为了综合推进在日外国人的实施政策

・2002年 12月：策划制定了《关于大阪府面向在日外国人实施政策的指针》‥推进在日外国人的政策实施

●本市的对策

・1982年： 策划制定了《关于在日韩国・朝鲜人问题对策的教育基本方针》，谋求其具体化。 作为先进的实施对策，广受关注。

・1984年：设置了《在日外国人残疾人福利金支付制度》，并考虑支付养老金。

此后，由于新住民没有明显增长，实施对策的重点放在了国际交流上面，不过，随着国家的“经济国际化” “看护现场的外国

人劳动力的引进”等的对策的转换，本市国际化实施政策的目标放在了创造多文化共存的社会。

○第四回高摫市人权意识调查报告书﹙2003 年﹚的课题

关于接纳外国人劳动者，市民对于在日外国人的人权意识日益高涨。

○今后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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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日益增长的新住民实施对策的时候，应该活用对老住民的对策经验以及实际成果。

交流支援、创造宽松的接纳体系等是必要的。

设置推行多文化共存实施政策的相关组织等是必要的。

调查结果

●老住民

     ◍居住历史等

・74名回答者中﹙60岁以上的约占 50%﹚有 72名在日本出生成长

→基本上被认为不需要日语语言方面的援助

・居住年数 50年以上‥48.6% 本市在住 50年以上‥10.8%→有相当一部分的迁出和迁入。

・在本市的居住意愿﹙今后也打算继续居住在本市﹚‥约占 70％

・ 对于问卷调查的问题回答最多的一项是 ‥“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的”

外籍市民问卷调查结果

▢调查目的－ 面对实现多文化共存，把握课题，并成为策划制定基本指导方针的基本资料。

▪主要项目‥“人权”“信息・沟通”“生活环境”“创造多文化共存的地域”

▢实施方法等－▪期间 2008 年 5 月 9 日～23 日 ▪对象 随意抽出 700 人

▪问卷票 日语以及其他四国语言。 日语版本和外国语版本随信附上

▢分析 －分老住民和新住民两类进行。

▢回收 －218 件（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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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困惑或者不安的事情→“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的” 43.2％

▢对自己孩子的期望以及操心的事情→“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的” 31.1％

▢在医院等场所感到困惑的事情→“没有感到有什么特别的” 54.1％

  ◍人权问题

・希望日本人能够了解明白的事情是什么？→对外国人的歧视‥约占 60% （新住民‥36%）

・在哪种场合感觉自己受到了歧视？

▢找工作的时候→因为自己是外国人而遭到回绝 24.3％

▢找住所的时候→因为自己是外国人而遭到回绝 23％

▢因为自身和孩子原因感到困惑事情→遇到过不方便说出自己真实姓名的场合 24.3％

▢在医院等场合→对外国人不热情 1.4%

老住民在就职，寻找住所等时候能明显地感到歧视，因此日常生活中不得不使用日本的化名，由此看出，不得不说在日本社

会中确实存在歧视的现象。

●新住民

     ◍居住历史等

・20﹑30 岁左右的约占 60%

・本市的居住年数→不满 5年的约占 50%

・45.7％ 配偶是日本人→66.4％ 在日本居住的理由→因为结婚

・日语不能充分理解

▢“日语的听力”→不是特别能听得懂 16.7％ 几乎完全听不懂 1.4％

▢“日语的书写”→ 不太会写 37.7％ 几乎完全不会写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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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得到日语语言方面的帮助。

・日常生活必要信息的获得途径→高槻市 2.2％

・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困惑、不安的事情→不容易得到高槻市的信息 10.1％

・对自己孩子的期望以及操心的事情→担心孩子日语的能力以及学习成绩 13.8％

・在找工作时感到困惑的事情→用人单位的相关信息是日语，所以不完全明白 13.0％

・关于参与社会活动→想要积极参与 43.5％ 对参加社会活动

・发生灾害时候期待采取的措施 期待很高。

→希望能够相互帮助，平时能增加和地区人们的交流机会 9.9％

・在本市的居住意愿→今后也打算继续居住在本市 52.2％

◍人权问题

・希望日本人能够了解明白的事情是什么？→“对外国人的歧视” 36％

・在哪种场合感觉自己受到了歧视？

▢找工作的时候→因为自己是外国人而遭到回绝 18.8％

▢找住所的时候→因为自己是外国人而遭到回绝 15.9％

▢因为自身和孩子原因感到困惑事情→因为是外国人，所以不能成为朋友 10.1％

◇ 老住民被认为在日语水平以及其在相关文化的知识和经验上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日本社会中由于对外国人带有某种程度的歧视，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抱有不少问题。

◇新住民被认为由于日语能力上的缺陷和不能充分理解日本文化，从而导致在各种场合下产生很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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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各种各样“共存”的课题，有必要把实施政策真正落实到位。

基本理念

○外国籍市民、外国籍居民、在日外国人⇒希望被称为“外国人市民”。

○ 基本指导方针的对象→所有市民。不管是日本国籍还是归国人员、国际婚姻下出生的人等等还包括有外国文化和民族背景的市

民们都可以成为日语援助事业等的对象。

基本指导方针的思维方式

认同不同文化、习惯和价值观，不分国籍、民族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实现共同支持地域，创造充满活力多

文化共生的社区为目标。

・对外国人市民实行的政策，并不局限于某些地方自治团体，而是全国性的课题。

・创造多文化共存城市‥有必要把外国人市民作为当地普通的居民、市民，从这一个角度出发来进行探讨研

究。

⇒因此不能只单停留在相互认同彼此其差异，而是要致力于解决外国人市民、以及少数人生活上遇到的问

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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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针

●为了实现其基本理念，设置了 5项基本方针及具体的对策方案。

为了克服种族偏见和歧视，继续发起启蒙活动，力求发扬尊重人权意识的同时，有必要促进外国人市民和日本人市民之间的相

互理解。

○ 方 案 一 ① 丰 富 人 权 启 发 活 动 ～ 积 极 地 选 择 「 多 文 化 共 存 」 作 为 人 权 进 修 、 讲 座 的 主 题 。

→在实施时，有必要站在尊重人权的立场上进行。

②发扬在企业中的人权意识～鼓励企业接纳外国人劳动者。

③与非营利性组织等的联合～关于向市民开展的启发活动，积极地与非营利机构等的合作；市民自主的致力于推

进启发活动。

④对国家等要求希望的活动～尽力不断向国家要求，来纠正制度上的一些限制。

尽力为因为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困惑的人提供持续的援助。

○ 方案一 ① 市政府发布信息的多语言化

② 活动政府制作的多语言版本的小册子

③ 在医疗机关，介绍志愿者翻译等

④ 提高日语能力的援助

在日常生活中，尽量不要让外国人市民受到不公待遇、力争为外国人市民建设一个生活便利的城市。

（1）尊重人权：创造和推进多文化共存的意识

（3）生活支援：为外国人市民创造一个生活便利的城市

（2）信息多语言化：交流沟通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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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一 ①居住～尽力指导使外国人住民在和房地产公司交涉时避免受到不公待遇。

② 教育～・推进对外国人儿童和学生的关怀照顾教育

・丰富指导外国人儿童和学生日语的支援活动

・持续支援，使外国人市民以自己的民族和其文化为豪。

・致力于多文化共存重要性的启示教育

・尽力做到把文件多语言化，努力提供信息。

③ 劳动环境～致力于扩大劳动就业机会、保障劳动者就业机会均等以及录用劳动者的公平性等方面。

④ 医疗 保健～提供多语言化保健、医疗信息；要让大家都了解医疗保险制度、并尽力提供相关信息。

⑤ 防灾～研究如可有效地利用防灾地图，从而让避难场所的具体位置做到众所周知等；研究灾害发生的时候，如何

建立一个大家互帮互助的组织。

日本人市民和外国人市民相互认同彼此间的差异，作为构成地域社会的成员，互帮互助，需要创造新的地域文化。

○ 方案一 ①促进交流～培养每位市民具有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为了能做到上述这一点，加深与地域不同文化和历史的人们的交流是必要的。这样做之后，可以再次发掘出

地域的价值和历史，从而把城市建设地魅力四射。

②促进市政府的参与～把握需要和课题、有效地利用实施的政策，努力把外国人市民也作为市民问卷调查的对象。

为了多方位地、稳步地构筑多文化共存的社会，并进一步有效地推进，要致力于和市民、各种团体，有关机关以及企业的配合，

协力合作。

（5）政策的推进：推进体系的确立

（4）创造多文化共存的地域：创造外国人市民参加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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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① 厅内体制的配备～研究讨论建设横向交流的组织体系。

② 有必要设置推进多文化共存实施政策的相关机构﹙暂称高槻多文化共存交流中心等﹚

③ 与非营利性组织等的联合～力求与外国人市民相关组织的联合及协调；共同探讨、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需求是

非常重要的。

行政、多文化共存实施政策推行的相关组织、非营利性机构等一边明确彼此的分工，一边专心致力于推进活动是非常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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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指导方针体系

[基本方针和结构] [具体方案对策]

・居住 ・教育 ・劳动环境 ・保健 医疗 ・防灾

・完善厅内体制

・设置推进多文化共存政策的相关机构

・与非营利组织等的联合

・促进交流

・促进市民参加

・宣传多语言化 ・小册子之类的活用

・介绍志愿者翻译 ・日语能力提高的支援

・ 丰富人权启示活动 ・在企业中发扬人权意识

・ 与非营利组织等的联合 ・向国家发起的志愿活动

【尊重人权】：推进培养多文化共存意识

【政策的推进】：推进体系的确立

【创造多文化共存的地域】：创造外国人市民参加的机构

【生活支援】：创造外国人市民参加的机构

【信息多语言化】：交流支援

基本理念

认同不同文化、习惯和价值观，不分国籍、种族和文化背景，共同支持其地域，从而把其打造成一个丰富，有活力的多文化共

存的地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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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本指导方针的推进

以此指导方针为蓝本、实施和推行具体方案政策，跨越国际和民族的障碍，从而共同支持地域，就定能创造出充满活力的高槻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