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要版 ２０２５年１月 

丹波市多文化共生推进基本方针
 

居住在丹波市的外国人市民逐年增加，定居化趋势日益明显。由此，在社区、学校、职场等各个领域都显现出诸多课题，重要的

是我们需要将外国人市民视为“生活者”，而非临时居住者。 

丹波市基于《丹波市多文化共生推进基本方针》，致力于实现"外国人市民能够安心日常生活、作为社区一员互帮互助、人人宜居

的丹波市"这一目标。 

 

 丹波市外国人市民现状 

【外国籍市民增长趋势】历年 3 月底丹波市住民基本台帐 【按国籍、在留资格分类人数】 2024 年 3 月底丹波市住民基本台帐 

越南籍占比最高（占总体 44.6%），其次为菲律宾籍、中国籍。 

持“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及“特定技能”等就劳资格者居多。。 外国人市民人数及占比持续攀升，目前已占丹波市总人口 2%以上。 

 问卷调查结果揭示的现存问题 

【外国人市民人权相关事宜】 超 30%答卷者表示曾目睹或听闻针对外国人市民的歧视与偏见 
 

【生活环境】 外国人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主要困扰为“无法获取必要信息”和“日语沟通障碍”。 

【日语能力】 
外国人市民的日语听说能力分布显示，“仅理解单词”为最多，其次是“可以进行日常会话” 

【社区融入】 
超过七成市民认为"与外国人市民存在隔阂"，其中"语言差异"被视为最主要障碍 

扫描二维码可查阅 

问卷调查结果↓ 

10 年间增长 

近 2 倍！ 



 

 

 

 

 

 

 

 －基本理念（目标愿景）－ 

外国人市民能够安心日常生活、作为社区一员互帮互助、人人宜居的丹波市 

各个领域的目标愿景 

【社区】 外国人市民与日本人市民通过日常交流增进相互理解，在互帮互助中和谐生活。同时，外国人市民作为社区社会的一员积极贡献力量。 

【学校】 所有孩子都能相互认同彼此的差异，加深多文化共生的意识。同时，具有外国背景的孩子们也能够保持自我，安心地度过校园生活。 

【职场】 推进兼顾语言和文化等差异的职场建设，外国人市民充分发挥能力并活跃于职场。 

【公共设施、活动】 外国人市民能够不受语言障碍限制地获取公共服务和行政信息。同时，面向全体市民开展的加深多文化共生意识与国际理解的活动也日趋丰富多样。 

措施方针 

 生活支援  沟通支援  推进社区多文化共生  尊重人权 

致力于开展启蒙教育活动，消除偏见与歧视，以

实现保障每位市民人权、创造幸福生活的社会目

标。 

为促使外国人市民能安全安心地生活，深化对语

言、文化、习惯等差异的理解，推进面向外国人

市民的专项措施，完善其生活环境。 

针对日语对话等方面存在困难的外国人市民，实

施沟通支援。同时，为需要学习日语的外国人市

民提供学习机会，推进社区日语教育发展。 

作为同属一个社区的成员，相互尊重，通过开展

多文化共生意识启蒙活动，并推进与外国人市民

共同实施的社区活动，促使外国人 a 市民能以"生

活者"身份参与社区社会。 

・举办研讨会或主题展览等的启蒙活动 

・通过社区、学校、职场等多渠道推进人权教

育 

 

具体措施例 具体措施例 

 

・制作并分发简单日语编写的生活指南 

・通过研修提升应对外国人咨询的技能 

具体措施例 

 

・推广使用平板电脑翻译系统 

・扩充新设日语教室等设施，确保日语学习支

援人员 

 

具体措施例 

 

・开展外国人市民与日本人市民的交流活动 

・构建外国人市民、社区、市内企业单位等的多

文化共生网络 

丹波市国际交流协会致力于开展生活咨询、

日本文化体验活动、日语教室运营等工作，

以帮助外国人市民安心生活。作为同在丹波

市生活的市民，让我们共同珍视互助精神。 

 

扫描右侧二维码可查阅丹波市国际交流协

会的活动。 

春日日语教室场景 

 

日本文化体验活动场景 

“多文化共生”定义 

指不同国籍、民族的群体相互尊重文化差异，在建立平等关系的基础

上，作为社区成员共同生活的社会形态。（引自日本总务省《推进多

文化共生研究会报告书》） 

“外国人市民”定义 

据记载，持有外国国籍的市民、具有外国血统的市民定义为“外国

人市民” 

 

 

发行机构：丹波市城市建设部人权启发中心 

扫描右侧二维码可查阅《丹波市多文化共生推进基本方针》全文。 

您知道丹波市国际交流协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