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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定措施的宗旨                                           

 

  居住在藤泽市的外国市民※1、由于 1985 年市场条约的签定而引起的日元升

值和 1990年出国管理法的改定为契机而使南美系的外国藉市民急剧增加。 

    从那以后，外国籍市民的人口处于时增时减的状况、2000 年因出入国管理法

的改定而使在留期间延长的缘故，原来 1981 年只有 1086 人的外国市民到了 2006

年增至 6010人;增加了 4924人是原来的约 6倍。 

    从外国籍市民急增时期开始到现在大约经过了 20年，最近南美系外国市民的

定居者※2,也正在增加。 

    随着外国市民的不断增加，在地区和具有不同国籍·民族·文化的人们的交

流机会也相应增多，同时,从语言开始,在劳动·教育·医疗等方面也出现了各种

各样有待解决的课题。 

    藤泽市从 1985年左右开始,为了解决这些课题,以来藤泽市工作的巴西人等外

国市民※3为对象，举办了用多种语言对他们的生活、行政商量进行信息提供的服

务事业。 

    从 2002年度开始、让外国市民和一般市民就外国市民在生活中发生的为难事

情以及解决办法等进行对话。在这里有意见反映由于有语言和生活习惯的障碍而

不能够得到必要的信息。关于具体的解决措施还有待于探讨之后再做实践。 

    在此之上,不只是支援外国人市民的生活、同时还希望能建设成超越民族和国

籍的能互相尊重对方文化的共生共存的地区社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按照藤泽

市综合规划 2020 的特殊规定，制定了藤泽市与多文化共存的城市建设方针,希望

市民和行政共同携手以谋求提高外国人市民的福利待遇从而推进多文化共存的城

市建设。 

※ 1  外国籍市民······具有外国国籍、基于外国人登记法进行了外国人登记的市民。 

※ 2  永住着··········在外国籍市民中经法务大臣(外交部长)认可的可以永久居住的人。 

※ 3  外国人市民······具有日本以外的文化·民族背景的市民。不只是外国籍市民、即

使有日本国籍从海外归国的人和因国际结婚而出生的人等，包括具有外国文化，民族背

景的市民。 

※    在制定这个方针之时，在考虑到藤泽市的具体情况的同时,参考了国家 2006 年 3

月总结归纳的为支援对推进外国人居民的政策而做出努力和贡献的地方公共团体的

「地区多文化共存推进计划」。 

 

２ 所在位置                                                        



   这个方针作为藤泽市综合规划 2020 的特殊规定，基于为推进多文化共存的城

市建设的观点而总结归纳的。   
３ 基本目标(建设共同生存的地区社会)                           

    为实现外国人市民和一般市民能「共生共存」的地区社会建设目标,在支援外

国人生活的同时,作为他们的邻居对他们的不同国籍,民族，生活习惯能给予承认,

同时尊重他们的人权，加深交流。 

 

４ 推进措施的基本方向                                       

⑴ 信息交流支援 

  a 语言支援 

  b 提供信息，交换信息 

  c 服务窗口 

⑵ 防灾·危机管理·防范 

⑶ 医疗·保健·福利 

⑷ 生活支援 

  a 住宅                       d 人权·相互理解       g 交流支援 

  b 市政参加                   e 劳动 

  c 自立和参与地区建设计划     f 学校教育·生涯学习 

⑸ 国际交流 

a姊妹友好城市等 

  b市民交流 

c国际观光 

⑹ 整顿推进多文化共存的环境 

a市民和行政携手共进的体制 

b为推进多文化共存的政府体制 

c同国家和省政府的协作 

  d 市民和企业等的多文化共存活动的协作 

⑺ IT 的活用 

 

５措施的具体推进内容 (3〜6 页)                                     

６制定方针的体制                                            

⑴ 市 民 



  a 藤泽市城市亲善委员会              (担当:涉外科) 

b 藤泽市外国人市民支援·交流座谈会  (担当:涉外科) 

 ⑵ 行 政 

  a 政策会议 

  b 副市长所管部长会议 

  c 市政府研究课题 

⑶总结归纳担当科 

    规划部  涉外科 

     

                             政策会议 

         (行 政)                 ↓ ↑                 （市  民） 

 

                          副市长所管部长会议 

                                 ↓↑ 

有关系的各科 ⇔市政府 ⇔归纳总结担当科 ⇔  城市亲善委员会 

               研究计划       担当科（涉外科）     外国人市民支援 

                                                    交流座谈会 

            

７措施的推进                                               

⑴ 推进体制 

a市民和行政携手合作，围绕基本方针推进措施的实行，并将执行的状况能在下一

步过程中更好地把握。 

行政:市政府的研究计划「藤泽市多文化共存推进会议」 

市民:城市亲善委员会,外国人市民支援·交流座谈会 

行政和市民一起召开定期会议。 

b关于方针的具体推进内容在必要的时候要进行修改。 

 

 

 

           措施的具体推进内容 

1 信息交流方面的支援                                 



⑴ 语言方面的支援 

对于外国人市民来说语言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懂日本语言的话、孩子

们在学校的学习生活和交朋结友;大人在工作方面以及同近邻的交往都将变得非常

困难。 

一方面、小孩子们在掌握母语之前以较快的速度比大人先掌握了日本语而他

们却不会讲国语、这样以来孩子和大人在语言沟通方面就相对困难。而这些孩子

们在返回母国时又因不懂母语、因此母语的学习又将成为一个新问题。所以、外

国人市民希望为有掌握母语和日语的机会而能得到帮助，对此有必要以行政率先

由义务市民和外国人市民携手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公民馆、文化学习中心、青少年会馆等处开设了日本语学习班。今后行政

方面将和象这样的日语学习班的举办人携手合作、努力解决日本语学习的课题。 

    关于母国语学习、到目前为止由家庭和国家连同的地方自治团体担负了课题

解决的很大部分、今后将由市民和行政携手合作探讨并以求实行必要的支援对策。 

※ 1 母语······幼年时期从母亲等自然状态中掌握的语言。第一语言。 

 

⑵ 信息提供·信息交换 

 

生活中在必要的时候能获得必要的信息，这对抱有语言课题的外国市民来说

是件很重要的事。 

在藤泽市由广告报纸·相关材料、有线电视·调频广播·电子通信等向一般

市民提供信息。今后在市民的协作下将不断充实用多种语言向外国市民提供信息。 

努力从多有外国人市民工作的企业和职业介绍所等处得到必要的信息提供。 

    另外、在车站、公共交通场所、医院等公共性比较高的地方开始、按照顺序

积极推动用多种语言来表示公共标牌。 

    平常的信息交换是由近处的居民和外国人市民同伴以及附近的义务市民在日

常会话中进行的。有的人因语言、生活习惯、文化的不同不能进行顺利地交流而

在烦恼。 

    因此、开设外国人市民能比较容易地得到信息、倾吐烦恼的场所。这样一来、 

以图解决他们的交朋结友啦、日常烦恼事等。 

※ 1communication······在人与人之间实行的知觉·感情·思考的传达。介

于倾诉语言、文字和其他知觉、听觉之间的东西。 

 

⑶协商窗口 

在藤泽市对外国人市民的福利待遇、税金等的手续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疑问点正在

进行外国人市民协商工作。从今往后还要将这些协商工作继续充实下去。并且还



要取得市民的协同合作以谋求解决外国人市民的烦恼。 

 

2 防灾·危机管理·防范                          

基于藤泽市地区防灾计划的在发生灾害时对需要援助者的救济计划；面向外

国市民为使他们在发生大地震的时候不发生混乱能够安全地避难，在市内的主要

铁道车站张贴大纸面防灾地图的同时对必要的人分发防灾地图。 

    今后、行政和市民·事业单位等同心协力将向更多的人发出灾害通知。 

分发县和市共同作成的多语言「对地震要有自信」小册子等、进一步推进防

灾对策的进行。 

在藤泽市，市民、警察、以及有关团体单位联成一体、推进整备不容易犯罪

的环境。具体的做法是:免费借出防范蜂鸣器、在市内全地区进行防范巡逻活动、

并有效地利用携带电话的防范对策系统发布防范信息。实行能安全且又能安心生

活的城市建设的防范对策。今后市民和行政携手合作尽力充实防范对策。 

 

3 医疗·保健·福利                                                     

⑴ 医疗 

在市民医院有外国人市民能够安心接受诊疗的义务翻译制度。 

深入推广神奈川县和国联 NGO 正在实施的「医疗翻译派遣系统」共同事业、

努力充实有关医疗制度和医疗机关的信息提供服务。 

在进行急救活动时、有效地利用由 5 种语言※1 作成的急救说明来对应急救活

动。今后的急救活动也将努力圆满地进行下去。 

       ※1   5 国语：英语   西班牙语  韩国语  中国语  葡萄牙语 

 

⑵ 保健 

   对外国人市民积极推广保健事业，以使他们能健康地生活。 

   现在在用多种语言向他们提供健康诊察，母子保健等内容的事业服务,今后还将

努力使他们能更方便利用这些保健事业。 

⑶福利 

争取用多种语言介绍高龄者、残疾人、儿童福利等制度。 

另外、在提供福利服务之际，培训职员能考虑到利用者的文化背景而进行妥

善对应等，从而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 

关于深入推广外国人市民比较容易利用的福利制度以及对制度的改善，通过

县里向国家申述意见。 

    对于国家正在实施的社会保险制度，为促进外国市民加入应加入的保险，除



了对企业进行宣传活动以外，通过县里向国家申述意见以使保险制度等得到深入

广泛的推广。 

在取得企业协助的同时借助国家的力量使更多的外国市民了解到福利制度。 

 

 4 生活支援                                     

藤泽市 1996 年「永居资格的登记者」的人数只占外国籍市民在留资格中的

19.3％；到了 2006 年增加到了 43.4％。 

    外国人市民在进行了外国人登记的时候就成了我们地区的伙伴，把这些具有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作为我们的邻居，对他们在地区如何生活进行全面说明是一

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通过县里向国家申述意见－在给予外国人市民永居资格时应对他们实施全国

通用的说明会。 

⑴住宅 

    入居市营住宅的外国人市民和一般市民以相同标准进行审查。 

    为支援外国市民能有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行政和 NPO 等携手合作，对外国

市民提供关于出租房屋介绍的不动产信息以及关于日本住宅习俗等信息，以免他

们入居时受到不妥当的待遇。 

⑵市政的参加 

由外国人市民和一般市民构成的「外国人市民支援·交流座谈会」，是对关于

外国人市民的支援·交流向行政提出建议并与行政携手合作共同举办事业。 

为了充实这个座谈会，外国人市民的意见将被反应在具体措施中。 

市内的国际协力团体、大学、企业等共同携手、探讨组成外国市民的意见能

反映于市政计划的体系。 

    关于藤泽市举行的市民意识调查、外国人市民也作为调查对象、努力将他们

的意见反映于市政。 

    建议外国人市民参加市的审议会委员等。 

    关于实现地方参政之事、在和其他自治体取得协作的同时也探讨向国家申述

意见。 

⑶自立和参与计划 

为使外国人市民在地区能和一般市民同样地参加活动、对地区的外国人自治

团体的负责人；外国人市民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外国人市民的自助组织给予支

援。 

建议外国人市民参与地区社会(自治会、商店街、家长教师联合会)的计划。 

    外国市民为有一个「安心安全的市民生活」，首先和地区的一般市民能互相理

解、在日常生活中友好相处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因此、加入街道居民会·自治会、



加深交流是切身的好办法。这样，也可以实现参加地区的建设计划。 

建议外国人市民加入街道居民会·自治会，即可以有效地利用既存的已被翻译

成多种语言的自治会加入指南、也可以积极推动获得义务翻译的协同合作。 

⑷人权·相互理解 

a  人权 

  基于 2006 年度制定的「藤泽市人权措施推进方针」、「国际人权规约」、「人权歧

视撤销条约」等，为使外国人市民不受歧视和人权侵害，推进人权保护措施。 

b、相互理解 

  国际交流节作为各种文化发表交流的场所，一般市民和外国市民同心协力每年

都在举办国际交流节并使之不断充实。 

  在公民馆、青少年会馆等地方，定期举办日本文化讲座·国际化讨论会·日语

讲座等，并使之不断充实。 

  在少年会馆、通过举办信息提供·文娱活动等而使交流的圈子不断扩大。 

⑸劳动 

根据独立行政法人「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的「关于外国人劳动者问题

的现状把握和今后的对应的研究」中的「日系劳动者的职业环境」的调查；日系

人的就业状态比起从企业直接招聘的人数间接包工的人数显然占了绝大多数。 

工种也是制造业占绝多而且工资很低。 

在藤泽市也可以推想有同样的就业形态。市里以「免费职业协商事业」来促

进招工和就业。 

    另外、在藤泽职业介绍所里还安置了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翻译，接受对就

职和雇用保险等的商量。 

    但是、不当解雇等的问题由劳动基准监督署、社会保险的问题由社会保险厅

和各部门负责、因此、这些部门有必要紧密联系合作下去的。 

⑹学校教育·生涯教育 

a 学校教育 

   2006 年 5 月 1 日现在、本市的外国籍儿童的学生人数是 294 人（小学生 215 人、

中学生 79 人）、其中从南美来的孩子有 181 人（巴西 65 人、秘鲁 69 人、阿根廷

47 人）占了绝大多数。 

    藤泽市在中学安置了英语指导助手以推进国际教育；在小学安置了国际理解

协力员来推进国际理解教育。 

    在日语辅导班，国际学习班由日本语指导员来支援外国籍儿童的语言。 

    今后还将由这些事业单位来推进国际教育。 

    外国籍的儿童虽然不是义务教育，但对小·中学新入学的的儿童向其家长寄

送英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越南语的入学指南。对转入学的人在进行外国人

登记手续的时候可办理就学申请。 



    为了使孩子门能抱着希望去上学，市里和保育园等设施携手合作，有必要实

施对有就学前儿童的家长提供关于日本教育体系的详细信息等的对策。另外、还

有就学后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中途不去学校的问题。不上学的原因有语言的问题、

以充实日语辅导班和日语指导员的支援而努力解决孩子不上学的问题。 

    外国籍儿童也可以利用就学支援制度。就学制度的说明书由西班牙语、葡萄

牙语、越南语作成、通过学校还可以得到更详细地了解。 

b 生涯学习 

   用多种语言作成了综合市民图书馆·公民馆·体育设施的利用指南、整备了使

外国人市民更加容易利用的环境。 

    在公民馆根据地区特征·要求，实施不同文化的交流事业。 

    充实在同地区居住的外国人市民和一般市民能够交流的场所。 

    在青少年会馆，以青少年的多文化理解·交流为目的举行国际交流的集会，

同时充实外国人的日语讲座等，以加深相互理解。 

⑺交流的支援 

以 2005 年 11 月开始的「藤泽市外国人市民支援·交流座谈会」的成员为中心,开

设了外国人市民可以轻松地集会，交换信息、商量事情的场所。在这里、可以得

到各自所需要的信息啦、也可以诉说烦恼事来解消孤独感。从而使他们能更好地

过上舒适的生活。 

 

5 国际交流                                     

⑴友好姊妹城市 

    由市民和行政协同合作推进海外的 4个友好姊妹城市和其他都市的友好交流。

并向友好城市派遣作为周年纪念事业的正式代表团。 

    和友好姊妹城市进行交流的友好亲善协会等市民携手合作、通过和友好姊妹

城市以及其他城市的产业·文化·体育·学术等广泛的市民交流来加深相互理解

增进友好关系、为国际和平做出贡献。 

⑵市民交流 

    藤泽市号召市民登记接受家庭访问者制度积极接受从友好城市来的家庭访问

者。 

充实对登记家庭的研修、实现有成果的多文化交流体验。 

    对市民和友好姊妹城市等所进行的文化·体育交流给予信息提供等，努力建

设容易实施交流的环境。 

⑶国际观光 

    对招徕友好姊妹城市和国外的观光游客倾注力量。 

    整备对外国人来说容易明白的多种语言指南标识、观光地图、说明书类作成



等的环境。努力建成具有魅力的观光城市。 

    召开具有规模的且别具一格的文娱活动。 

 

 

6 整备推进多文化共存的环境                      

⑴市民和行政协力合作体制 

由市内各团体选出来的委员构成的「藤泽市都市亲善委员会」和行政携手合

作、从而推进城市交流·市民交流·多文化共存事业。 

接受从由外国人市民和一般市民构成的「藤泽市外国人市民支援·交流座谈

会」中提出的对以外国人市民为对象的事业单位的建议,以推进市民和行政携手共

进的多文化共存事业。 

⑵为推进多文化共存的市政府体制 

在市政府内设置「多文化共存推进会议」、各个担当要把握对外国人事业的执

行状况 ，在有必要的时候进行重新探讨。 

通过职员培训进行多文化共生的启发教育、推进和外国人市民共同生活的地

区社会建设。 

和友好姊妹城市的职员进行交流、对行政·文化·历史互相学习、将学习成

果发挥于多文化共生的城市建设。 

⑶国家和县的同心协力 

和神奈川县国际科、神奈川县国际交流协会紧密携手、收集县下各市镇村的

国际交流信息、以充实多文化共存的政策。 

⑷和市民企业等的多文化共存的携手合作 

在支援有外国人就业的企业、接受外国研修生的企业、语言学校、在海外有工厂

的企事业经营者、在市民活动推进中心登记的以推进国际协力·交流为主要目标

的义务团体等市民的多文化共存活动的同时和他们携手合作、从而推进多文化共

存的城市建设。 

 

7  IT 的有效利用                                

在藤泽市的电脑网址上登载着 6 国语言的生活指南和 5 国语言的休假日急救

医疗信息。 

今后为了使外国市民将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信息、采取对市民团体的网址范围

扩大等手段努力充实信息的提供。 

有效地利用藤泽市的电脑网、充实友好姊妹城市和家庭访问者等的信息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