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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世界已迎来一个人员、物资、信息交流越来越频繁的时代。今天，约有 6 千名外国籍

市民1和外国人市民2居住在本市，每年还有多达 10 万人的外国游客和留学生、研究人员来到本市。为建设一

个人人都能安全、安心生活的多文化共存社会，行政机关和市民相互配合与协作，推动各项活动的展开是这

个时代的要求。 
为此，我市在 2011 年（平成 23 年）4 月制定的《藤泽市新综合计划3》这一基本规划中，阐明了“通过各

界人士的相互合作促进国际交流”为政策之一。为促成此项政策，我们提出今后施政的方针—「藤泽市全球

化构想」。 
为正确把握变化多端的外部环境，建设真正的充满温馨的多文化共存社会，市政府将和市民、非营利组织、

大学、企业等一起，落实和扩大「新公众事业
4
」，通过地区间的合作与世界接轨，为建设一个人人安居、宾至

如归的藤泽市而努力。 

 

 

１ 构想的宗旨 

(1) 打造立足于各国相互理解和体谅精神的和睦社会的基础 

(2) 建设一个人人安全、安心生活、真正的充满温馨的多文化共存社会 

(3) 通过开创新的交流来充实市民生活 

(4) 通过促进藤泽市（市民）和外国（外国人）交流的自主活动来落实和扩大新公众事业 

 

２ 构想的定位 

构想是实现《藤泽市新综合计划》的基本方针「藤泽的未来任务」中阐明的“创建人员交流、和睦温馨社

会藤泽市”的战略目标，推行“促进各界人士相互合作的国际交流”政策的指导方针。另外，在社会形势和

国际形势发生明显变化时，也可以根据情况再进行重新探讨。 

 
 
 
 

１ 扩大和落实多文化共存与新公众活动 

(1) 本市不仅有拥有日本国籍的外国人市民，还有外国籍市民及来旅游或进行商务活动的外国人，这就要

求我们在各个领域加强保证所有居民和来客能安全、安心生活的社会功能。行政服务具体方面有，增加

多种语言的指示标记，完善防盗、防灾、医疗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多种语言服务，加强能容纳多文化、

多种生活习惯共同使用的居住和住宿设施。 

1(2) 为形成超越国界的互助气氛，使市民认识到多文化共存的意义和重要性，除了完善行政功能之外，扩

大和落实新的公众事业也是非常重要的。本市市民具有很高的自觉性，许多个人和组织已经在积极地展

开各种国际交流活动。为提高解决在这些活动出现的问题的能力，并使活动有更好的效果，需要建立一

                                                 
1 外国籍市民：持有日本以外国籍、并根据外国人登录法（将于 2012 年7 月废止）进行外国人登录的市民。 
2 外国人市民：拥有日本以外文化和民族背景的市民。不仅包括外国籍市民，还包括拥有日本国籍的海外归国者或跨国婚
姻者的子女等具有他国文化和民族背景的市民。 

3 藤泽市新综合计划：现改为「藤泽市市政管理综合方针」。 
4 新公众事业：政府和市民、市民义工、非营利组织、大学、企业等协作，以互助精神就切身问题进行多主体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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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集中信息和人才的专门机构的呼声很高。另外，建立一个能够使参与新公众事业的各界人士有联系地

进行活动的、有弹性的制度的呼声也很高。 

２ 造福全体市民的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 

(1) 本市已和美国的迈阿密海滨市、中国的昆明市、加拿大的温莎市、韩国的保宁市等四市结为国际友好

城市，进行着正式互访及青少年交流等活动。今后，这些交流需要深入到实际层面，要拿出使市民能看

得见的多元文化及国际社会多样性的成果。发展与世界各城市的交流，宣传本市的特点，也是必不可少的。 

(2) 市内的四所大学（日本大学、湘南工科大学、庆应大学、多摩大学）从各自的国外友好校迎来了许多

留学生。今后，在发展留学生之间的交流、留学生和市民之间交流的同时，还需要发展「湘南藤泽联盟
1
」

为中心的智力交流，把智力交流与人员往来的兴盛和振兴地区的产业、经济结合起来。 

 

３ 通过宣传本市的特点和发展经济交流来提高地区的活力 

(1) 需要向世界各国广泛宣传本市闻名国内外的江之岛及湘南海岸等旅游资源，使之了解本市特有的热诚

好客（hospitality）
2
的情怀，努力提高地区的活力。 

(2) 充实和完善与首都圈中心城市名实相符的国际商业环境，促进本地区企业和海外企业的协作，增加商

品的进出口，促进本地区企业走向海外，对提高本市的经济活力是非常重要的。 

 

４ 普及国际和平活动及国际贡献的精神 

需要使广大市民了解本市所进行的国际和平活动及国际贡献的实际情况，向肩负「藤泽未来的年轻一代」

传授这个精神。 

 
 

 
 

 
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带来深刻影响，企业的萎缩也给我国带来了就业不稳、失业增加、收入减

少等诸多社会问题。本市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市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特别是 2011 年 3 月发生的东日本大

地震的影响，现在还看不到经济复苏的迹象。 
另一方面，对义工活动关注的高涨及非营利组织的增加，显示了市民的力量逐年提高。藤泽市民的各种积

极活动，成为繁荣我们地区的主要力量。 
在当前形势下，为建设一个真正的温暖的多文化共存社会，政府和广大市民、非营利组织、大学、企业相

互合作，形成一个共同解决问题的新公众事业来进行活动是非常必要的。为此，我们针对本市所面临的问题，

根据今后必须实行的政策的宗旨，提出以下五个主题：「多文化共存」、「国际交流」、「获得信息和宣传」、「城

市建设和人才培养」、「国际贡献」。 
 

１ 

本市居民超越国籍，相互认同不同的文化、历史、宗教和生活习惯，相互尊重，以主人公的姿态相互扶助，

建设一个温暖的社会大家庭。为此，我们将从新公众事业的立场出发，建立一个提供信息及咨询服务的制度，

帮助外国人市民参加社区活动。 

我们将建设一个在平时、特别在发生灾害时保证本市所有居民的安全、能安心生活的城市。 

                                                 
1 湘南藤泽联盟：2011 年10 月由藤泽市和市内的四所大学设立。以集中大学的特色和魅力、集中智力和人力资源的“创

造与智力、充满活力的『智力城市湘南藤泽』”为宗旨，着眼于集中智力为地区做贡献，发展各校之间、政府与大学之间
协作的大学联盟。 
2 hospitality：相互关怀，热情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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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面临的问题和今后的努力方向 

基 本 见 解 

多  文  化  共  存 



 
 

(1) 促进参与社区·相互理解 

①倾听服务对象的意见，在与外国人市民的生活密切相关的福利、税金手续等和日常生活咨询方面提供

方便。 
②有效利用包括外国人市民在内的、由市民组成的会议或意见交流会，努力形成多种意见在多文化社会

里能够得到反映的局面。 
③在注意满足社区特点、要求的多文化交流时，也应增加与该社区其他市民间相互交流的机会、外国人

市民学习日语的机会、接触日本的艺术及传统文化的机会。 
(2) 帮助下一代的学习 
①尽管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为使外国人市民的下一代能在本市健康成长、勤奋学习，应提供更多的

掌握地地道道日语的机会。 
②扩充就学指导及外国人市民之间的联系，在教育子女方面上和家长们一起协商、解决出现的问题，形

成帮助下一代能抱有目的、抱有希望而学习的体制。 
(3) 福利·健康方面的帮助 
①市政府将和市民、非营利组织、大学、企业一起，在就医、健康方面提供语言帮助，建立一个对外国

人市民患者和医务工作者双方都方便的翻译体制。同时，还积极提供有关医疗制度、医疗机构方面的

信息，使每一个本市居民和来访客人不受语言、文化、宗教、生活习惯的限制，都能接受现有的急诊、

健康诊断、母子保健等方面的多种语言服务。 
②提供易懂的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福利制度方面的多种语言服务。另外，还要考虑能照顾到服务对象

的文化背景方面的人才培养和条件改善。 
(4) 日常生活方面的帮助 
①听取服务对象的意见，扩充现有的多种语言信息的内容。 
②提供日本特有的住房习惯方面的信息，完善能同时比较多种物业的信息体制。 

(5) 防灾准备方面的帮助 
①在外国人居民办理迁入手续时，须向其说明发生灾害时的心理准备和避难地点；对来自较少遇到地震

或海啸国家的外国人，须详细说明此类灾害的性质。 
②形成外国人市民不受拘束地参加在社区内进行的防灾演习的气氛和环境。取得各个地区、接收留学生

的大学、雇用外国人的企业的配合，向外国人居民提供了解灾害和灾害发生时应作好心理准备的知识。 
③应完善灾害发生时迅速而准确提供信息的体制，避难所工作人员应理解外国人居民在语言、文化、宗

教、生活习惯上的不同。调查和研究如何形成由懂日语的外国人市民参加的支援活动体制、如何与缔

结了灾害时相互支援协定城市之间调配翻译、如何与广播电台合作用多种语言发送信息，等等。 
 
２   

市政府将与市民、非营利组织、大学、企业等一起发展和世界各国城市的友好关系网络，而不仅限于现有

的国际友好城市。积极宣传本市的特色，努力使企业和经济振兴及广大市民分享国际交流的成果。 
(1) 与国际友好城市发展新的友好关系 

    发展与新的国际友好城市的友好关系，继续保持和发展与现有国际友好城市的多年友谊。友好关系不停

留在形式上，要使全市居民享受到国际交流的成果。 
除了国际友好城市以外，还要有计划地发展与世界各国城市的新的交流。例如，通过企业向海外的发展、

通过促进双方城市的产品进出口来发展经济。 
(2) 充实交流事业和制度并使广大市民充分知情 

    充实“藤泽市家庭寄宿·家庭访问”制度、充实外国人市民和市民相互帮助为目的的“国际交流节”， 并
使广大市民充分了解这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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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交 流 



 
 

３  
藤泽市是游行寺前的闹市区，江户时代以后，成为东海道五十三个驿站之一而繁荣兴旺。江之岛和湘南海岸

则是著名的游览胜景。市政府将与市民、非营利组织、大学、企业一起，向世界各国宣传本市的特色，吸引

「人人想来旅游」「人人想来居住」，把本市建设成一个超越国家、语言、文化、宗教、人人向往的城市。 
(1) 宣传 

    不仅是江之岛，湘南海岸等旅游资源，还要以新的方法和形式努力宣传本市的其他特色和魅力所在，增

加居住和来访人员，以此搞活经济。 
    有效利用先进的信息网络和技术，完善通讯系统，使每一个人在遇到困难时都能很快地得到有关消息。 

(2) 宣传安全·安心 
    收集本市犯罪和灾害的数据，有效利用信息技术，向世界各国宣传本市是一个安全的、能安心生活的城

市。另外，还要研究如何通过国外媒体来进行宣传。 
 
４  

  不仅使每一个在本市居住、来访的人都能安全舒适地生活，还要通过和世界各国的人们的交流，提高地区

的活力。 
(1) 温馨的城市建设 

    推广以世界标准符号、全球通用图案为主的向导标志和标记，使居住者和来客不受语言限制，能安全地

居住和逗留。 
(2) 迎来海外游客的城市建设 

    政府将和企业合作，在公共设施、旅馆、商店设置易懂的向导标志和标记。同时，还要研究逗留环境、

培养翻译等事项。 
(3) 培养留学生人才 

    使年轻一代都能得到走向世界的机会，提供与国际经验丰富的市民、外国人市民进行交流的平台。和在

市内 4 所大学学习的留学生进行对话，增加交流机会，使年轻一代能接触到外国的文化、语言和生活，

给留学生在藤泽的学习生活中增添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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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国内外的各地方政府合作为国际和平做贡献 

    作为和平市长会议及日本非核宣言自治体协议会的成员，加强与各加盟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会员的合作，

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同时，还要广为宣传我们的活动。 

(2) 形成培养国际贡献和志愿精神的环境 
    要下功夫形成培养年轻一代理解多种文化、尊重差异和爱心志愿活动的环境。 

 
推动本市的对外方针的实行，市政府和市民、非营利组织、大学、企业之间的相互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在

解决国际性课题方面，如何建立支持市民和有关方面协作的体制，必须进行长期的探讨。 
本市于 1982 年成立了自发性团体「藤泽市城市亲善委员会」，一直活动至今。其目的是“通过本市市民和

国内外各城市市民之间的友好活动，促进教育、文化、自治、产业等方面的交流，为市民的相互友好和世界

和平做贡献”。 
制定全球化构想，推动本市的国际化是一个机会。今后，为发挥这一构想的实际效果，需要以「藤泽市城

市亲善委员会」为主，加强促成多文化共存社会的各种政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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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贡 献 

城市建设和人才培养 

收集信息和宣传 

Ⅴ  建立促进活动的体制 
 



 
 

 
 

制定藤泽市全球化构想的讨论经过 
 
实施年月日        会议名称 
 
2011年 

6月 30日   (暂定)藤泽市国际战略构想的制定及(暂定)藤泽市国际化协会筹备委员会(第 1 次) 

        

7月 15日   市府内有关课长会议(第 1 次)：(暂定)有关国际战略构想制定的意见交流会 

 

7月 25日   (暂定)藤泽市国际战略构想的制定及(暂定) 藤泽市国际化协会筹备委员会(第 2 次) 

 

8月 26日   (暂定)藤泽市国际战略构想的制定及(暂定) 藤泽市国际化协会筹备委员会(第 3 次) 

 

9月 ９日    藤泽市议会平成 23 年 9 月例会  报告总务常任委员会 

 

9月 30日   (暂定)藤泽市国际战略构想的制定及(暂定) 藤泽市国际化协会筹备委员会(第 4 次) 

 

 10月 24日   (暂定)藤泽市国际战略构想的制定及(暂定) 藤泽市国际化协会筹备委员会(第 5 次) 

 
11月18日   (暂定)藤泽市国际战略构想的制定及(暂定) 藤泽市国际化协会筹备委员会(第 6 次) 

 
11月 24日   市府内有关课长会议(第 2次)：(暂定)有关国际战略构想制定的意见交流会 

 
12月 6 日    藤泽市议会平成 23 年 12 月例会  报告总务常任委员会 
 
12月 19日 

  ～  
2012年 

1月 18日   实施公开征集意见（征集市民意见） 
 

2月 20日   (暂定)藤泽市国际战略构想的制定及(暂定) 藤泽市国际化协会筹备委员会(第 7 次) 
 

3 月 12 日   藤泽市议会平成 24 年 2 月例会   报告总务常任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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