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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版）

2022年３月

制定计划的宗旨

作为继承“高槻市人权政策推进计划”(前计划:2015年3月制定)的后续计
划，是反映前计划期间有关人权的社会形势变化等而制定的计划。

计划的基本思想

“第6次高槻市综合计划”的基本构想中所提出的未来城市形象“地区充
满活力、市民生活充实的城市”目标，为此目标而制定的人权领域的计划，
与其他行政领域的相关计划等相互协调，力争实现人权政策的有效开展。

计划时间

从2022年至2030年之间的9年。但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和人权环境的变化，
必要时可能进行修改。

前计划※ 第２次计划
2015年～2021年 2022年～2030年

※为了掌握和审议由于新冠病毒感染
传播所引起的人权问题而延期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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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次高槻市人权政策推进计划的政策体系

基本理念
尊重每个人的人权，充分发挥自我价值，

实现充满活力的易居社会

基本方向
理想的
地区社会

（１） 杜绝歧视与偏见，所有市民互相尊重的社区
（２） 尊重个体，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充满活力的社区
（３） 每个市民都能作为社会的一员，公平参与活动的社区
（４） 尊重多元文化、价值观和个性特点，和谐共处的社区
（５） 市民、企业、行政部门联手，实现尊重人权的社区

近年的社会形势
＊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 互联网与人权
＊ 新冠病毒感染
＊ 灾害与人权
＊ 职场骚扰

＊ 与第6次调查相比虽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很多项目都是有所改善的

＊ 发现对于宪法中的国民权利的理解程度
与对人权问题的意识存在关联

＊ 发现10多岁和30多岁的人倾向于承认自己
对社会中的弱者有责任

第7次人权意识调查（2019年实施）

「高槻市人权政策基本方针」（2004年）

「高槻市推进多元文化共存政策的基本方针」（2009年）

＊ 主要咨询
・ 在家时间增加带来的儿童虐待和DV
・ 对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的人权侵害
・ 对医务人员及其家属的人权侵害等

※ 对府内自治体、高槻市和其他团体，共计51个团体进行调查掌握的件数(140件)中挑选出咨询件数较多的

关于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的人权侵害
（调查）（2020年实施）

＊ 不将“人权问题狭隘地解释为歧视问题”，针对各个课题，每个人都要视为己任，
不断努力付出行动。

・ 女性人权・・・・・・・・・・ 暴力等人权侵害，众多领域的性别平等等

・ 儿童人权・・・・・・・・・・ 儿童虐待或欺凌、网络暴力、作为权利主体的认识等

・ 高龄者人权・・・・・・・・・ 可以充满活力地生活的环境、人权拥护、预防传染病的措施等

・ 残疾人人权・・・・・・・・・ 理解不足、歧视、限制活动、限制其参与社会的阻碍等

・ 部落歧视（同和问题）・・ 基于法律的措施、网络受害、面向解决问题的理解

・ 外国市民人权・・・・・・・・尊重各自的文化和生活、歧视和偏见

・ 其他人权问题・・・・・・・・阿伊努人、HIV感染者等(HIV/麻风病/肝炎/新冠感染）、刑满出
狱者、犯罪受害者等、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人权侵害、被朝鲜当局
绑架的受害者等、无家可归者、性取向和性别认同(性少数群体)、
人口交易(性服务和强迫劳动等)、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人权问题、
商业与人权(骚扰等)

各领域的课题整理

计划的推进

高槻市
厅内推进体制

计划推进管理
与各行政计划的整合 相关机构 等

协同
合作

联袂

措施支柱１ 人权教育/推进启发

措施支柱２ 完善人权拥护和保护机制

措施支柱３ 推进社会整体的协同合作

① 推进学校教育中的人权教育
② 推进社会教育中的人权学习
③ 推进对市民、企业等的启发
④ 推进支持各种团体等的启发活动

① 推进与NPO等各种团体的协同合作
② 推进支持企业采取自主措施
③ 推进与地区密切合作/协同合作的体制

① 完善咨询/支持体制
② 推进人权咨询体制
③ 推进与专业机构的合作体制
④ 推进履行关怀人权的职责相关的人权培训

１

２

３

〔具体措施〕

〔具体措施〕

〔具体措施〕

上层概念

上层计划 「第6次高槻市综合计划」（2021年度～）

未来城市形象“地区充满活力、市民生活充实的城市”

与具体措施

所有人都能把尊重人权“当作自己的
事情”付诸行动

围绕“正确理解人权”，进行人权教
育和启发活动

女性、儿童、高龄者、残疾人、
部落歧视（同和问题）、外国市民、
其他

２个共同观点

各人权领域的措施方针

人权的现状与课题

市民/企业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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