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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制定的宗旨
・作为2013年制定的“高槻市男女共同参与计划”的继续，依据近年的社会经济状况、市

民的意识变化，以及法令等进行制定

■计划期间
从2023年度至2032年度的10年

※在2027年度重新实施中间评估
■计划的定位
・遵照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基本法和高槻市男女共同参与推进条例，制定促进高槻市男女共
同参与社会形成的相关对策基本计划
・基于DV防止法的市町村基本计划
・基于女性活跃推进法的市町村推进计划
■男女共同参与计划的相关动向
・为实现SDGs，将性别平等和性别观点主流化
・由于新冠病毒感染扩大的影响，DV和性暴力增加，对雇佣女性和劳务方面等的影响日趋
明显

第2次高槻市男女共同参与计划概要

1 关于计划的制定 2 计划的基本思维方式
■基本视点
(1)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形成和传承给下一代

通过市民、业者、相关团体及NPO，与教育机构等的协同合作，旨在确保各领域均能够实现性别平等、

男女共同参与，形成可持续的、拥有活力的男女共同参与社会，进而传承给下一代。

(2)推进女性活跃于各种领域
女性根据自己的思想，充分发挥其个性和能力，在职场/家庭/社区等各种领域，包含参与决定政策和

方针在内，能够活跃推进各项工作。

(3)DV和性暴力等，实现对所有暴力的零容忍社会
来自配偶或恋人等的家暴(DV)或性暴力等，是阻碍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实现的主要原因，力争实现对暴

力零容忍的社会。

(4)承认及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实现多样化社会
无关性别，尊重每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力争实现互相尊重的多样化社会。

(5)消除固有的性别分工意识
这是阻碍男女共同参与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消除固有的性别分工意识。

3  计划体系 4 计划指标

基本理念

男女作为社会的对等成员，
互相尊重人权，

共同分担责任，
在职场/家庭/社区等诸多领域，

不论性别，努力实现能够

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个性和能力的
男女共同参与社会

评价指标
现状值
2021年度

目标值
2032年度

基
本
目
标
１

审议会等委员的女性委员的比例 29.5％ 40％以上
60％以下

没有女性委员的审议会等的比例 8.8％ 0％

女性人材名单登记者 8名 20名

高槻市职员的管理干部（主查级以上）中女性比例 19.1％ 30％

基
本
目
标
２

受过配偶等身体或精神暴力经验的人
的比例

全部
女性
男性

25.6％
29.4％
19.4％

减少

虽受过配偶等的暴力，但没有在任何
地方咨询过的人的比例

全部
女性
男性

57.3％
50.3％
74.6％

减少

知道市役所有DV咨询窗口的人的比例
全部
女性
男性

23.8％
20.6％
28.3％

50％

“生殖健康/权利（性和生殖相关的健康和权利）”
的认知度 17.9％ 25.0％

基
本
目
标
３

“男女共同参与社会”一词的认知度
全部
女性
男性

50.2％
47.8％
54.3％

80％

同意按性别划分的固有意识的人的比
例

全部
女性
男性

24.6％
22.7％
27.3％

①全部数值15.7
％以下

②男女差缩小

整体社会中认为男女地位“平等”的
人的比例

女性
男性

7.0％
15.8％

①20％以上
②男女差缩小

利用过男女共同参与中心的人的比例
全部
女性
男性

0.7％
0.8％
0.5％

3.0％
3.0％
3.0％

■计划推进体制
・政厅内的推进体制
・市民、业者、相关团体及NPO，与教育机构等的协同合作
■计划的进度管理
・检查和评估工作状况，发现在本市实施男女共同参与的工作课
题，并彻底实施

5 计划推进

 

 

 

 

 

 

 

 

 具体对策  

 (1) 扩大女性参与行政领域 

女
性
活
跃
推
进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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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促进企业等任用女性 

 (3)促进女性参与地区活动等 

  

 (1)对活跃于职场的支援 

 (2)重新评估工作方式 

 (3)实现工作/生命/平衡 
  

 (1)在地区活动中推进男女共同参与 
   

 (1)防止向女性施暴的意识启蒙 

D
V

防
止
基
本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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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完善咨询体制及保护受害者 

 (3)对受害者的自立支援 

 (4)完善 DV对策推进体制 
   

 (1) 支援生活上有困难的女性  

 (2) 完善尊重多样化的环境  
   
 (1) 传播有关生殖健康和权利的知识  

 (2) 不同生命阶段的健康措施  

 (3) 提供性相关资讯及性教育  
   

 (1) 扩大女性参与地区防灾  

 (2) 确保防灾对策的男女共同参与视点  
   

 (1)积极发布信息  

 (2)促进对法律和制度的理解  
   
 (1)完善推进男女平等教育  

 (2)完善推进男女平等的终生学习  

 (3)扩充男女共同参与中心的活动  

  基本目标 基本方针 

第
２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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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针 1 扩大女性参与社会决策 

 

基本方针 2 推进职场男女平等以及协调工作与生活 

 

基本方针 3 推进社区的男女共同参与 
  

 
基本方针 4 杜绝对女性的所有暴力 

 

基本方针 5  支援有困难的人及完善尊重多样化的环

境 
 

基本方针 6  终生健康支援 

 

基本方针 7  推进防灾减灾活动的男女共同参与 

  

 基本方针 8  建立男女共同参与的意识 

 

基本方针 9  推进立足于男女共同参与视点的教育和

学习 

基本目标Ⅰ 

推进女性活跃于各种

领域 

基本目标Ⅱ 

确保安全、放心的生活 

基本目标Ⅲ 

实现男女共同参与社

会的基础建设 



●男女の地位の平等感男女地位的平等感

（2021年度高槻市男女共同参与的相关市民意识调查）

上部∶女性(n=613)
下部∶男性(n=392)

①在学校教育方面

②在家庭生活方面

③在工作岗位方面

④在地区生活方面

⑤在社会惯例习俗方面

⑥在法律制度方面

⑦在政治方面

⑧在经济界

⑨在全社会

男性受到
优待

相比较男性受到
优待

平等 相比较女性受到
优待

女性受到
优待

都不是 没有回答

Men

女性

Men

Men

Men

Men

Men

Men

Men

男性

女性

女性

女性

女性

女性

女性

女性

女性

【参考】通过市民意识调查而总结出的男女共同参与相关的高槻市现状(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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