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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沢市 关于对与外国有关联的市民的访谈调查 报告摘要 

2024年（令和6） 3月 

 

1．调查摘要 

为听取居住在本市的与外国有关联的市民及其周围的日本市民（援助者、企业界人士或当地居民等）的

意见，并把握其需求，于2023年（令和5年）9月～11月期间进行了访谈调查。   

对象 
①居住在本市并与外国有关联的市民（包括国籍为日本但是外国出身的人士） 

②上述市民周围的日本市民（援助者、企业界人士或当地居民等） 

内容详见 

①与外国有关联的市民 
共11个团体（34人） 

②日本市民 
共 12 个团体（18 人） 

藤泽市外国人市民会议：1个团体（4人） 

市内日语教室：4个团体（11人） 

市内企业等：2个团体（8人） 

外国人社会团体：2个团体（6人） 

市内大学：2个团体（5人） 

都市亲善相关团体：1个团体（2人） 

市内日语教室：4个团体（5人） 

市内企业等：2个团体（5人） 

地区团体：3个团体（4人） 

市内大学：2 个团体（2 人） 

使用语言 

・对与外国有关联的市民，基本使用日语进行访谈。 

・对于能用英语对话的参加者，适当地用英语进行访谈。 

・一部分是在母语翻译的协助下进行访谈。 

 

2．对与外国有关联的市民的调查结果 

（1）对象者的属性及基本情况 

■国籍 

 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为中心，涉及到 17 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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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年龄层为20岁～60岁，20、30岁的年龄层超过半数。 

20岁,13

30岁,10

40岁,8

60岁以上,3

按年龄划分人数（单位：人）

 

 

■居住在日本的时间 

 居住时间，短的不到半年，长的 20 年以上，范围较广。居住不满 3 年的约占一半。 

不满半年, 8

半年～不满１年, 

1

１～３年, 7

４～９年, 4

10～19年, 9

20年以上, 5

按日本居住时间划分人数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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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语言 

■使用日语时感到的难点（4 个技能） 

・关于日语的４个技能，说（在医院或市政厅）、读（从市政府或学校收到的信件）、听（电视或视频、

电话）、写（提交给市政府或学校的资料），提到“听”有难度的为28人，占比最多。 

说, 21

读, 27
听, 28

写,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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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日语时感到的难点（具体内容） 

・总体来说，汉字和专门用语有难度。 

・听的时候，日本人的说话语速和敬语等不容易理解。此外，在接听电话等看不到对方的情况下，或在没

有被认出是外国人时，交谈有困难。关于阅读方面，提出的主要问题是汉字和专门用语有难度。 

・作为母语是日语的一方，要了解有市民在使用日语时有困难，把握具体烦恼的内容和怎样应对才能令人

满意等，这很重要。在此基础上，学习如何使用通俗易懂的日语等也很重要。 

意见举例 

收到的信件通常涉及税金、补贴或子女问题，内容无法理解。即使自己查或询问外国友人也会搞错，所以会

去市政厅咨询。（俄罗斯、10～19 年） 

平假名和片假名还好，但是汉字太难了。这次访谈时发的问卷，虽然汉字很多，但是有片假名注音，所以容

易阅读。（印度尼西亚、不满半年） 

最难听懂的是电话和对讲机，印象中往往很急促，语速很快。（澳门、4～9 年） ※11 位受访者表示打电话

有困难。 

有时会观看日语的 YouTube、烹饪节目等，比较难懂，但如果有日语字幕，会容易理解。（中国、1～3 年） 

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訓練”“給食当番”等很多不明白的词汇，我都跟不上。孩子每天能记住，但

我至今还有很多不懂的词汇。（斯里兰卡、10～19 年） 

※各栏最后的（ ）里，表示发言者的国籍和居住在日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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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语学习的状况和期望 

・许多人表示希望有一个能与日本人“对话”的地方。有人建议不一定是“为了学习的场所”，而是可以

吃喝或愉快地分享共同兴趣爱好的轻松的地方。可以考虑的方向是结合对国际交流感兴趣的日本人的需

求。 

・生活方面没有问题的日语水平较高的人也提出了想要学习日语的需求。 

 

意见举例 

和日本人一起聊天、看漫画书的学习方式很不错，但是担心沟通问题。（中国、不满半年） 

即使不是“学习”的场所，如果有地方能边喝饮料边用英语交谈，那也很好。（斯里兰卡、10～19

年） 

虽然目前没有在学习，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就太好了。母语俄语单词量很多，我想在日语中使用更多

优美的词汇，包括平时不太会使用的词汇。（俄罗斯、10～19 年） 

 

 
 

（3）关于邻里关系 

■附近能商量的人 

・25人在遇到困难时有可以商量的人。 

是的, 25

不, 6

没有答案, 3

附近能商量的人（单位：人）

 

 



5 

 

■邻里关系（具体内容） 

・许多受访者附近有可以商量的人，他们依靠社会团体内的关系，如通过孩子的关系、或参加的日语教室

或大学等。反过来思考，如果没有从属于某个特殊社会团体就可能会孤立，所以建立体系让新转入者能

掌握各种社会团体的信息将会比较有效。 

 

意见举例 

附近能商量的人，是现在参加的日语教室的老师。（中国、1～3 年） 

可以和孩子朋友的妈妈商量。是日本人。有时候学校的事情不明白，对方会告诉我，听不懂时会再说

1 遍，有耐心。（越南、4～9 年） 

如果有人可以商量就好了。有烦恼时问日语教室的老师，更新签证等办手续时在政府机关领取资料

等，不懂的时候没人可以商量，很烦恼。（中国、1～3 年） 

 

 

・寻求与邻居交流的呼声很高。另一方面，很多人感觉被周围的日本人躲避或感到尴尬。因此，提高日本

市民的交流意识，建立这样的交流场所，为有交流需求的日本市民牵线搭桥等也很重要。 

 

意见举例 

和邻居日本人说的话仅停留于打招呼问候。好像在他们印象中，因为是外国人所以不懂日语。很想交

朋友，但是印象中害羞的人很多。（菲律宾、4～9 年） 

虽然不是近邻，但是有的日本人，看见我们就马上回到自己房子里，似乎并不看好外国人。（泥泊

尔、10～19 年） 

附近的日本人不愿意交谈，好人也有，但也有人连眼神交流都没有。即使在学校里，也没有机会和家

长说话。他们可能认为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很多，所以应该已经有朋友了。（斯里兰卡、10～19 年） 

 



6 

 

 

（4）关于子女教育 

 

・很多人表示办理应考的手续和把握各种信息方面有困难。在办理各种手续的市政窗口，为了贴近和方便

与外国有关联的市民，希望能在信息提示和说明方式等方面有所注意。 

 

意见举例 

以前不懂日语的时候，在办理应考的手续时，需要多次确认才能进行下去。此外，包括学校等处发来

的通知等，有孩子的外国人都很苦恼，苦恼到要哭。希望有可以直接对话、能有人商量的场所。如果

有会多种语言的人，或者经历过同样情况的人互相教的集会就好了。（中国、20 年以上） 

现在 3 岁的孩子，将要就读的幼儿园的招生事项、查找信息、申请书、通知等全是日语，很头疼。也

问过市政府，但是没得到反馈。刚开始没赶上，第二年还是没能进入想去的幼儿园。关于什么时候应

该提交，用日语也可以，希望用通知等方式告知。（印度、1～3 年） 

 

 

 

 

（5）关于多元文化共生 

 

■关于交流沟通和相互理解 

・有寻求交流的呼声，还有提请注意的意见。 

 

意见举例 

重要的是要了解各个国家的习惯。例如都说中国人说话声音大，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让对方听不到自

己的声音，是不礼貌的。（香港、20 年以上） 

如果是自己国家，周围人的情况基本都了解，会互相帮助，但是可能因为是在日本，会认为对方可能

也不喜欢这样，所以不太与周围人交谈，如果能轻松地谈话就好了。（泥泊尔、10～19 年） 

希望有更多的日本朋友。还可以进一步了解文化。（马来西亚、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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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市政服务等的意见、要求 

意见举例 

咨询体制和窗口的应对 

 如果有地方可以请教有过类似困难经历的外国人，那就好了。我认为市里有人愿意提供这样的互帮互

助。（中国、20 年以上） 

市政厅的事情最头疼。即使前往窗口办理，有时因为必须要这种资料而被拒绝，而且还不告诉其他的

办法。（泥泊尔、10～19 年） 

信息的易理解程度 

 在藤泽市真的有很多学习方面或兴趣爱好的教室，但没有涵盖所有这些的网站等信息源。（俄罗斯、

10～19 年） 

巴士的乘坐和支付方法，按地区不同而不同，如果能再简单明了一点就好了。（澳门、4～9 年 / 中

国、4～9 年） ※2 位的意见 

现在已经很满足了。有来自市政府的活动信息，还会邀请外国人，如果能用外语提供信息我们会很高

兴，但除此以外已经很满足很幸福了。对于实施这次访谈也表示感谢。（菲律宾、4～9 年） 

多种语言的应对 

 希望能和日本人一样生活。例如去市政厅办事的时候，不要有不方便。（中国、1～3 年） 

需要一个能用多种语言应对的体制，特别是市政厅。（中国、不满半年） 

 

■希望尝试和日本人一起做的事 

意见举例 

通过美食等进行文化交流  

 与日本人聊天、做料理，一起参加节日活动等。（中国、1～3 年） 

如果每个月市里能够准备活动的话，和日本人见面的机会就会增加。想一起制作素食者的日本料理。

（印度、1～3 年） 

在学校搞活动的话，品尝美食或做游戏的活动就很不错。此外，如果在室外举行的话，类似茶话会的

活动也很好。（斯里兰卡、10～19 年） 

通过体育进行交流 

 通过羽毛球或足球进行体育交流的机会。实际上每个月有１、２次机会与日本公司的人一起打羽毛

球。（中国、1～3 年） 

作为体育活动，可以来一场比赛。羽毛球、篮球、足球、五人制足球等比较受欢迎。1 支球队里有不

同国家的人的话会很开心。（印度尼西亚、不满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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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日本市民的调查结果 

 

■对藤泽市的期待 

・受访者就支持日语教室的活动和扩充对儿童的日语教学体制发表了意见。 

・关于理解和获取信息的方便程度方面，有人指出对可从何处获取信息缺乏了解、写法让与外国有关联的

市民难以理解、提供信息时有考虑不周的问题。 

・受访者就听取与外国有关联的市民的声音并在实际举措中反映这些声音的机制、以及建立贴近与外国有

关联的市民的志愿者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意见。 

 

■为了实现多元文化共生 

・关于交流机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很多人提出了意见，通过体育活动进行交流被作为一个具体方案提了

出来。 

意见举例 

如果能有机会互相认识，是最好的办法。真是跟周围没什么联系。在市外自己住的公寓里，有人对不认

识的人不打招呼，感觉很寂寞。（市内大学） 

中国学生非常喜欢打篮球，虽然有体育馆，但都是高中或大学在使用，一般的学生很少能使用，大学外

也没有，所以希望有日本人或外国人球队等开展类似打篮球的活动。（市内大学） 

虽然父母懂日语，但是孩子不懂，结果被孤立或受牵连，这样的家庭很多。刚到日本时有孤独感。如果

能克服是最好。（都市亲善相关团体） 

“简易日语”也有许多困难之处，并不是写成平假名就能让事情变得简单。可以替换的语言文字就替换

等等，有必要采取这样的应对，这就要求周围的日本人具备这样的视角。（都市亲善相关团体） 

关于志愿者服务，不仅限于由日本人向与外国有关联的市民开展活动，外国人也可以成为活动的中坚力

量。例如，在刚开启生活时提供最初的帮助等，已在当地生活的外国人可能比日本人更合适。（市内日

语教室） 

 

 

非常感谢大家给调查提供的帮助。 

我们将充分利用这次调查的结果，把藤泽市建立成更宜居的城市。 

 

藤泽市 企划政策部 人权男女共同和平国际科 

〒251-8601 藤泽市朝日町1-1 

电 话 0466-50-3501       ＦＡＸ 0466-50-84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