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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市以建成“多文化共生社会”为目标，于2012年(平成24年)制定了作为综合且系统地推进

各项措施指导方针的“名古屋市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以下称“第1次计划”)，致力于建设多文化

共生城市。 

随着第1次计划的计划期间结束，为了继承至今为止的措施成果，同时看清社会形势的变化、应

对新的课题和需求等、推进建设多文化共生城市，制定了第2次名古屋市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以下称

“第2次计划”)。 

 

 

 

 

 

第2次计划是单项计划，该计划在“名古屋市综合计划2018”的基础上，明确了本市推进多文化

共生的方针和思路等。第2次计划将在协调本市其他单项计划等中与外国人市民相关的措施的同时，

综合且系统地推进。 

 

 

 

 

 

  

【多文化共生社会】 

我们定义为：“不同国籍和民族等的人们认可相互之间的文化差异、构筑对等的关系，并作为

社区成员均能幸福生活的社会”。 

 

【外国人市民】 

有些居住在本市的外国人保留有外国国籍，另一方面获取日本国籍的人、包括因国际婚姻等

而出生的儿童等在内拥有外国人父亲或母亲的文化背景的人也在增加。这些“根”在外国的人常

常有与外国国籍人士相同的待解决问题。 

因此，第2次计划也考虑到这些人，并决定使用“外国人市民”这一称呼。 

此外，仅仅指在名古屋市内拥有住所的外国国籍人士时，称呼为“外国人居民”。 

制定计划的宗旨  1 

定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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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住民数 割合 

名古屋市有出生于 

136个国家和1个地区的人

居住。 
第1位：中国 

21,293人(32%) 

第2位：韩国 

16,316人(24%) 

第3位：菲律宾 

7,905人(12%) 

名古屋市外国人居民的现状 (2015年12月31日时点)  3 

永住者 

32% 

特别永住者 

[パーセン

テージ] 

定住者 

6% 

日本人的 

配偶等 

6% 

永住者的 

配偶等 

2% 

其他 

[パーセンテ

ージ] 

估计将长期居留的 

居留资格者约为66% 

“永久居住者”、“特别永久居住者” 

“定居者”、“日本人的配偶等”和 

“永久居住者的配偶等”的合计 

   

按居留资格分的外国人居民人数的比例 

按国籍分的外国人居民人数和比例 

 

外国人居民人数和比例 

 

中国 

32% 

韓国 

24%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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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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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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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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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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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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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市人口的约3%为外

国人居民。 

总人口 

  2,286,345人 

  外国人居民人数 

  67,693人 

  外国人市民的比例 

  2.96％ 

89  93 98  08  09 10  11  12  13  14 15 

外国人居民人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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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2021年度(5年) 

为了建成所有市民均认可相互之间的

文化差异、构筑对等的关系、并作为社区成

员能幸福地生活的多文化共生城市，重要的

是稳定外国人市民的生活基础，促进其参与

社区活动，并努力提升全体市民的多文化共

生意识。 

名古屋市为了建成多文化共生城市，制

定第2次名古屋市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并

推进多文化共生措施。 

市政厅内的推进体制 

・与相关机构/社区合作 

・通过全市政厅的会议等来进行推进等 

・与中央政府、县政府、名古屋国际中心和社区等合作 

・设立名古屋市多文化共生推进协议会等 

-3- -4- 

将把登载的事业反映到计划期间内的预算编制中，并实施。 

建成所有市民均能 

放心/安全地生活， 

并能充分利用多样性 

大显身手的 

多文化共生城市 

基本目标 

计划期间 

构筑生活基础 

众人参与的 

社区建设 

活用多样性的 

社会建设 

・以多种语言和方式提供行政服务以及生活信息 

・充实针对外国人市民的窗口服务等 

・充实对学习日语以及日本社会的支援 

・充实日语学习支援的制度 

推进体制的构建 

保健/医疗/福祉 

・支援顺利入住民间租赁住宅 

・提供共同生活相关信息 

促进外国人市民参与社区活动 

建设放心和安全的社区 

・改善就职和就业环境 

启发社区意识 

充分利用多样性来搞活城市 

・提供保护人教育制度相关信息 

・应对不就学儿童等 

・充实关于保健/医疗/福祉的信息提供 

・以多语言来应对外国人患者等 

・与关键人物以及网络的合作 

・导入把外国人市民的意见反映到措施里的制度等 

・对灾害的预先准备和启发 

・推进防止犯罪和交通安全等 

・对社区居民等进行启发 

・与多文化共生据点和相关机构/社区进行合作等 

・构建充分利用留学生和外国人才能力的平台 

・充分利用多样性来提升名古屋的魅力、并发布信息等 

计划的体系  4 
社区中信息的多语言化 

对学习日语以及日本社会的支援 

居住 

劳动 

教育 

http://ord.yahoo.co.jp/o/image/RV=1/RE=1478047976/RH=b3JkLnlhaG9vLmNvLmpw/RB=/RU=aHR0cDovLzAxLmdhdGFnLm5ldC9pbWcvMjAxNTA1LzEybC9nYXRhZy0wMDAwNDAxMi5qcGc-/RS=^ADBAyxvNTRAr52Qxk3syEsRufK.Nrc-;_ylt=A2Rivbho5xdYzDgADzOU3uV7;_ylu=X3oDMTBiZGdzYWtnBHZ0aWQDanBjM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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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基本目标，制定以下3项措施方针。 

 

   

   

 

 

 

 

 

 

 

 

 

 

 

 

 

 

 

 

 

 

 

 

  措施方针Ⅰ 构筑生活基础 

  措施方针Ⅱ 众人参与的社区建设 

为了让因日语理解力和文化差异等而生活出现障碍的外国人市民能过上充实的生活，我

们将采取完善其生活基础的措施。 

 

为了外国人市民作为社区的一员能自主参加各种活动，并与日本人市民一起大显身手，

而促其参与社区活动。 

 

  措施方针Ⅲ 活用多样性的社会建设 

 

所有市民均认可相互之间的基本人权和文化差异，加深对多文化共生的理解，同时推进

发挥了多样性的社会建设。 
 

推进体制的构建  6 

(1)市政厅内的推进体制 

在实施措施时，为了综合且系统地进行推进，以全市政厅的会议等为核心，相关局之间进行

密切合作。 
 

(2)与相关机构/社区的合作 

   中央政府、爱知县政府、爱知县国际交流协会、名古屋国际中心、企业、NPO/志愿者、社

区等各类主体，根据自身发挥的作用实施推进多文化共生的举措。为了有效推进各项措施，需

要这些相关机构和社区等积极地合作。 

为此，我们设立名古屋市多文化共生推进协议会，与相关机构和社区等合作，致力于有效推

进多文化共生措施。 

 

 

措施的方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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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目标图景 

为了所需信息能传达到外国人市民、并得到理解，通过多种语言和方式提供信息。此外，外

国人市民就日常生活能随意咨询的环境得到完善。 

 

◆措施的达成目标 

指标 
现状值 

(2016年度) 

目标值 

(2021年度) 

知道“名古屋生活指南”的外国人市民比例 38.2% 80.0% 

 

◆措施的方向 

措施① 以多种语言和方式提供行政服务以及生活信息 

措施② 充实针对外国人市民的窗口服务 

措施③ 完善口译服务 

 

◆广泛实施措施的事业 

措施① 以多种语言和方式提供行政服务以及生活信息 

事业 主管部门 

以多种语言和方式提供信息  扩充  观光文化交流局 

实施市政辅导 观光文化交流局 

翻译行政信息、派遣外语学习志愿者 
观光文化交流局 

各局区室 

充实名古屋活动日历  扩充  观光文化交流局 

在窗口分发“欢迎迁入名古屋套件”  初始  
观光文化交流局 

各区役所(区政府) 

充实面向外国人的公关宣传 扩充 中区 

措施方针Ⅰ 构筑生活基础 

  社区中信息的多语言化 基本措施1 

实施计划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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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② 充实针对外国人市民的窗口服务 

事业 主管部门 

实施多语言咨询 观光文化交流局 

电视电话口译 初始  观光文化交流局 

派遣口译译员 初始  观光文化交流局 

在区政府(区役所)窗口安排口译译员 
中区 

港区 

提高职员多文化应对力的研修 初始  观光文化交流局 

使用“简单日语”提供信息 观光文化交流局 

 

措施③ 完善口译服务 

事业 主管部门 

翻译行政信息、派遣外语学习志愿者(再次登载) 
观光文化交流局 

各局区室 

电视电话口译 (再次登载)  初始   观光文化交流局 

派遣口译译员 (再次登载)  初始  观光文化交流局 

在区政府(区役所)窗口安排口译译员 (再次登载) 
中区 

港区 

参加爱知医疗口译系统 (再次登载) 观光文化交流局 

在市立医院以及市立大学医院应对外国人患者 (再次登载) 
医院局 

名古屋市立大学 

向外国人结核患者等派遣口译译员 (再次登载) 健康福祉局 

向育儿教室以及在访问新生儿/乳儿时派遣口译译员 (再次登载) 

  初始  
中区 

在保育所安排口译译员 (再次登载) 儿童青少年局 

在针对女性以及儿童的咨询援助活动中派遣口译译员等 (再次登载) 儿童青少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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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目标图景 

与日语教育机构等相关机构合作，提供适合想要学习日语和日本社会等的外国人市民需求的

学习机会。而且，外国人市民的日语能力得到提升，日本社会相关知识得以深化。 

 

◆措施的达成目标 

指标 
现状值 

(2016年度) 

目标值 

(2021年度) 

日语能力至少“能进行日常会话”的外国人市民比例 64.0% 80.0% 

 

◆措施的方向 

措施④ 充实对学习日语以及日本社会的支援 

措施⑤ 充实日语学习支援制度 

 

◆广泛实施措施的事业 

措施④ 充实对学习日语以及日本社会的支援 

事业 主管部门 

运营名古屋国际中心的日语教室 观光文化交流局 

开设“儿童日语教室”拡充  观光文化交流局 

运营“早期日语集中教室”和“日语通级别指导教室” (再次登载) 教育委员会 

 

措施⑤ 充实日语学习支援制度 

事业 主管部门 

与市内日语教室协作 观光文化交流局 

 运营“日语教育咨询中心”  (再次登载) 教育委员会 

培养外国人儿童和学生的援助者 (再次登载) 观光文化交流局 

促进日语志愿者活动 观光文化交流局 

 

 对学习日语以及日本社会的支援 

 

基本措施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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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目标图景 

充分提供市营住宅入住等的相关信息以及接受外国人市民入住的民间租赁住宅等的信息等，

外国人市民能顺利找到住房，理解生活规则，并放心生活。 

 

◆措施的达成目标 

指标 
现状值 

(2016年度) 

目标值 

(2021年度) 

“寻找住房时不感到特别为难”的外国人市民比例 55.5% 65.0% 

 

◆措施的方向 

措施⑥ 支援顺利入住民间租赁住宅 

措施⑦ 提供共同生活相关信息 

 

◆广泛实施措施的事业 

措施⑥ 支援顺利入住民间租赁住宅 

事业 主管部门 

提供民间租赁住宅等的信息 住宅都市局 

 

措施⑦ 提供共同生活相关信息 

事业 主管部门 

市营住宅管理事务所等提供信息 住宅都市局 

 

 居住 基本措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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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目标图景 

对外国人求职者充分提供就职所需信息。此外，工作场所环境适合于外国人劳动者安全且容

易地工作。 

 

◆措施的达成目标 

指标 
现状值 

(2016年度) 

目标值 

(2021年度) 

在日本生活感到为难的事为“找不到工作”的外国人市民

比例 
10.1% 8.0% 

 

◆措施的方向 

措施⑧ 改善就职和就业环境 

 

◆广泛实施措施的事业 

措施⑧ 改善就职和就业环境 

事业 主管部门 

举办外国人留学生就职招聘会 观光文化交流局 

举办针对留学生的就职活动支援专题研讨班 观光文化交流局 

普及“促进外国人劳动者的合理雇佣和适应日本社会的宪章” 市民经济局 

 劳动 

 

基本措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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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目标图景 

以多语言提供教育制度相关信息，日语学习支援体制得到充实等，外国人儿童和学生的保护

人理解日本的教育制度。而且，外国人儿童和学生积极地学习掌握日语，积极适应学校生活和在

日本的生活等。 

 

◆措施的达成目标 

指标 
现状值 

(2016年度) 

目标值 

(2021年度) 

“对教育不感到特别为难”的外国人市民比例 43.5% 60.0% 

 

◆措施的方向 

措施⑨ 提供保护人教育制度相关信息 

措施⑩ 充实学习支援 

措施⑪ 应对不就学儿童 

措施⑫ 出路指导 

 

◆广泛实施措施的事业 

措施⑨ 提供保护人教育制度相关信息 

事业 主管部门 

编制入学指南和就学援助的通知的外语版 教育委员会 

 

 

 

 

 

 

 

 

 

 

 教育 

 

基本措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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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⑩ 充实学习支援 

事业 主管部门 

运营“日语教育咨询中心” 教育委员会 

运营“早期日语集中教室”和“日语通级别指导教室” 教育委员会 

派遣日语指导讲师 教育委员会 

安排母语学习协助员 教育委员会 

开设“儿童日语教室” (再次登载)  拡充  观光文化交流局 

需要日语指导的儿童和学生指导法讲座 教育委员会 

培养外国人儿童和学生的援助者 观光文化交流局 

 

措施⑪ 应对不就学儿童 

事业 主管部门 

掌握不就学儿童的状况 教育委员会 

致力于促进就学  初始  

观光文化交流局 

儿童青少年局 

教育委员会 

 

措施⑫ 出路指导 

事业 主管部门 

针对外国人儿童和保护人的出路辅导 
观光文化交流局 

教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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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目标图景 

以多语言提供能通过外语应对外国人市民的医疗机构和社会保险制度结构等的保健/医疗/

福祉相关信息。此外，外国人市民能获得关于保健/医疗/福祉的服务。 

 

◆措施的达成目标 

指标 
现状值 

(2016年度) 

目标值 

(2021年度) 

在日本生活感到为难的事为“不知道可使用母语的医院/

诊疗所在何处”的外国人市民比例 
23.1% 10.0% 

 

◆措施的方向 

措施⑬ 充实提供保健/医疗/福祉相关信息 

措施⑭ 以多语言来应对外国人患者 

措施⑮ 实施健康诊断和健康咨询等 

措施⑯ 应对母子保健和育儿支援 

措施⑰ 应对向高龄人士和健康障碍者等提供支援 

措施⑱ 应对DV(家庭暴力)等 

措施⑲ 防止孤立 

 

◆广泛实施措施的事业 

措施⑬ 充实提供保健/医疗/福祉相关信息 

事业 主管部门 

以多语言编写健康信息等 
健康福祉局 

儿童青少年局 

 

措施⑭ 以多语言来应对外国人患者 

事业 主管部门 

参加爱知医疗口译系统 观光文化交流局 

在市立医院以及市立大学医院应对外国人患者 
医院局 

名古屋市立大学 

 

 保健/医疗/福祉 基本措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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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⑮ 实施健康诊断和健康咨询等 

事业 主管部门 

面向外国人的健康咨询事业 观光文化交流局 

外国人结核健康诊断 健康福祉局 

向外国人结核患者等派遣口译译员 健康福祉局 

 

措施⑯ 应对母子保健和育儿支援 

事业 主管部门 

针对外国人家属的育儿教室 中区 

向育儿教室以及在访问新生儿/乳儿时派遣口译译员  初始  中区 

在保育所安排口译译员 儿童青少年局 

 

措施⑰ 应对向高龄人士和健康障碍者等提供支援 

事业 主管部门 

掌握高龄人士和健康障碍者等的状况  初始  

观光文化交流局 

健康福祉局 

儿童青少年局 

 

措施⑱ 应对DV(家庭暴力)等 

事业 主管部门 

在针对女性以及儿童的咨询援助活动中派遣口译译员等 儿童青少年局 

 

措施⑲ 防止孤立 

事业 主管部门 

外国人伙伴支援事业 观光文化交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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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目标图景 

外国人市民理解社区的制度，参加/参与活动，以对等的立场与日本人市民一起支撑社区，

社区生活上的问题等得到解决。 
 

◆措施的达成目标 

指标 
现状值 

(2016年度) 

目标值 

(2021年度) 

“参加社区活动”的外国人市民比例 43.2% 65.0% 

 

◆措施的方向 

措施⑳ 与关键人物以及网络的合作 

措施㉑ 导入把外国人市民的意见反映到措施里的制度 

措施㉒ 促进外国人市民参与社区活动 

 

◆广泛实施措施的事业 

措施⑳ 与关键人物以及网络的合作 

事业 主管部门 

举办推进多文化共生的团体交流会 观光文化交流局 

 

措施㉑ 导入把外国人市民的意见反映到措施里的制度 

事业 主管部门 

外国人市民恳谈会 观光文化交流局 

 

措施㉒ 促进外国人市民参与社区活动 

事业 主管部门 

推进多文化共生样板事业 观光文化交流局 

针对外国人市民的町内会/自治会的制度启发事业 市民经济局 

管理运营灾害外语学习志愿者制度 (再次登载) 观光文化交流局 

推进多文化共生月活动 (再次登载)   初始  观光文化交流局 

多文化共生城市建设事业 (再次登载) 观光文化交流局 

与外国人共生/交流的城市建设事业 (再次登载) 中区 

措施方针Ⅱ 众人参与的社区建设 

 
 促进外国人市民参与社区活动 基本措施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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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目标图景 

外国人市民充分能获取防灾和防止犯罪等的相关知识和信息，做到能自己护身。此外，灾害

时的口译/笔译志愿者等得到培养和网络化，能顺利进行灾害时外国人市民支援。而且，外国人

市民能亲自承担支援活动。 

 

◆措施的达成目标 

指标 
现状值 

(2016年度) 

目标值 

(2021年度) 

“对地震和台风等进行了预先准备”的外国人市民比例 74.4% 80.0% 

 

◆措施的方向 

措施㉓ 对灾害的预先准备和启发 

措施㉔ 灾害时的口译译员和各种志愿者的培养/支援、合作/协作 

措施㉕ 灾害时针对外国人市民的信息传达手段的多语言化，与多种媒体合作 

措施㉖ 推进防止犯罪和交通安全 

 

◆广泛实施措施的事业 

措施㉓ 对灾害的预先准备和启发 

事业 主管部门 

外国人防灾启发事业 
防灾危机管理局 

观光文化交流局 

众人知晓灾害时的指定紧急避难场所等  初始  防灾危机管理局 

 

措施㉔ 灾害时的口译译员和各种志愿者的培养/支援、合作/协作 

事业 主管部门 

与社区和各团体构建网络 观光文化交流局 

管理运营灾害外语学习志愿者制度 观光文化交流局 

 

 建设放心和安全的社区 基本措施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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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㉕ 灾害时针对外国人市民的信息传达手段的多语言化，与多种媒体合作 

事业 主管部门 

与外国使领馆的合作 观光文化交流局 

以多种手段提供灾害信息 观光文化交流局 

 

措施㉖ 推进防止犯罪和交通安全 

事业 主管部门 

提供防止犯罪和交通安全相关信息 
市民经济局 

观光文化交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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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目标图景 

对多文化共生社会的理解得到增进，外国人的人权得到尊重，日本人市民与外国人市民的相

互理解得到加深。 

 

◆措施的达成目标 

指标 
现状值 

(2016年度) 

目标值 

(2021年度) 

在社区与不同国籍的人交流的市民比例 31.7% 40.0% 

 

◆措施的方向 

措施㉗ 对社区居民等进行启发 

措施㉘ 与多文化共生据点和相关机构/社区合作 

措施㉙ 举办以多文化共生为主题的交流活动 

措施㉚ 推进基于多文化共生视角的国际理解教育 

 

◆广泛实施措施的事业 

措施㉗ 对社区居民等进行启发 

事业 主管部门 

推进多文化共生月活动  初始  观光文化交流局 

多文化共生社会的启发事业 观光文化交流局 

图书馆中的信息提供 教育委員会 

举办人权专题研讨班等 市民経済局 

举办多文化共生相关讲授 观光文化交流局 

消除仇恨言论的措施 

市民経済局 

观光文化交流局 

绿政土木局 

教育委員会 

 

施策方針Ⅲ 活用多样性的社会建设 

  启发社区意识 基本措施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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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㉘ 与多文化共生据点和相关机构/社区合作 

事业 主管部门 

运营名古屋国际中心 观光文化交流局 

设立名古屋市多文化共生推进协议会  初始  观光文化交流局 

运营港区多文化共生推进协议会 港区 

 

措施㉙ 举办以多文化共生为主题的交流活动 

事业 主管部门 

多文化共生城市建设事业 观光文化交流局 

与外国人共生/交流的城市建设事业 中区 

留学生参加区民节庆活动 昭和区 

外国人研究者/留学生与社区进行交流 名古屋市立大学 

 

措施㉚ 推进基于多文化共生视角的国际理解教育 

事业 主管部门 

有效利用NIC地球市民教室 观光文化交流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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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的目标图景 

任何人均能发挥自己的能力，有效利用各自的多样性来大显身手。 

 

◆措施的达成目标 

指标 
现状值 

(2016年度) 

目标值 

(2021年度) 

对目前在名古屋市的生活感到满意的外国人市民比例 89.2% 95.0% 

 

◆措施的方向 

措施㉛ 构建充分利用留学生和外国人才能力的平台 

措施㉜ 培养承担多文化共生重任的人才 

措施㉝ 充分利用多样性来提升名古屋的魅力、并发布信息 

 

◆广泛实施措施的事业 

措施㉛ 构建充分利用留学生和外国人才能力的平台 

事业 主管部门 

运营国际留学生会馆 观光文化交流局 

名古屋留学生友谊事业 观光文化交流局 

市立大学接受和支援留学生 名古屋市立大学 

 

措施㉜ 培养承担多文化共生重任的人才 

事业 主管部门 

培养和支援全球性人才 观光文化交流局 

培养外国人儿童和学生的援助者(再次登载) 观光文化交流局 

促进日语志愿者活动 (再次登载) 观光文化交流局 

 

措施㉝ 充分利用多样性来提升名古屋的魅力、并发布信息 

事业 主管部门 

提升城市魅力，并发布信息  初始  观光文化交流局 

与外国人市民协作进行信息发布  初始  观光文化交流局 

 

 充分利用多样性来搞活城市 

 

基本措施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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