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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谷市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 

概要版 

◆ 计划定位 

◆ 制定旨趣 

◆ 计划期间 

   本市的外籍市民从平成元年（1989 年）的 1,360 人发展到令和元年（2019 年）12 月
的 7,006 人，已超过本市总人口的 2%，预计今后会持续增长。按在留资格分类，外籍市民

中永住者最多，呈定居化倾向。另外随着海外归国者・日籍归化者以及国际婚姻的增加等，国
籍虽是日本，但是有着外国语言文化背景的市民也随之增加。所以，对于有众多外国人市民居

住生活的本市来说，推进多文化共生的发展对于本市的城市建设越来越重要。 
   因此，为了本市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全面的、有计划性的推进多文化共生城市建设，我们

制定了《越谷市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 

   本计划，是为推进《第 4 次越谷市综合振兴规划》中提出的「建设互相理解尊重人权的社

会」，作为整体规划中的一个领域分支，将规划内容整理得更加具体化且系统化。除此之外，
本计划在整合平成 18 年（2006 年）总务省制定的《地域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以及《埼玉

县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的基础上，反映了本市独有现状和面临课题。 
 

   本计划为，令和 2 年度（2020 年度）到令和 7 年度（2025 年度）的 6 年计划。但是，

根据社会经济形势和市民意识的变化等，会进行必要的调整。 

 

◆ 越谷市现状 

 ⑴  外籍市民人数情况 

  本市的外籍市民人数，在平成 23 年（2011 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暂时性减少，于平
成 26 年（2014 年）开始回升，到令和元年（2019 年）12 月 1 日为 7,006 人，占总人
口的 2.03%，都达到了过去最高水平。 
 

【外国人登录者人数・外籍市民人数以及人口比例的推移】 

※基准日为每年的1月1日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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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按国籍地域分类 

⑶ 按在留资格分类 

 

   从国籍・地域上看，令和元年（2019 年）12 月 1 日时，中国籍为 2,523 人，约占外籍

市民总人数的 36%，居第一位，其次为菲律宾、越南、韩国、孟加拉。排名前十国籍的人数

合计占外籍市民整体的 85%。共有来自 83 个国家・地域的外籍市民居住在本市。 

 

   从在留资格上看，令和元年（2019 年）12 月 1 日时，在日本活动不受限制的「永住

者」、「日本人・永住者的配偶者等」、「定住者」、「特别永住者」占在留资格人数整体的53.91%，

呈定居化倾向。另外，「技能实习」、「留学」的在留资格人数比 5 年前增加了一倍，在留资格

种类逐渐增多。 

 
【外籍市民国籍分类】 

【外籍市民在留资格分类】 

 

中国

36.01%

菲律宾

14.83%越南

11.49%

韩国

10.56%

孟加拉

3.00%

巴基斯坦

2.80%

尼泊尔

2.37%

台湾

2.13%
印度尼西亚

2.01%

泰国

1.80%
其他

13.00%

 



3 

 

  

尊重彼此差异，培养多样性 

建设多文化共生城市 

◆ 计划的基本理念 

◆ 计划的基本目标 

１ 建设交流沟通为联系纽带的城市 

２ 建设所有市民都能安全・安心生活的城市 

３ 建设发挥多样性魅力的城市 

４ 建设推进国际交流发展的城市 

   建设一个市民的多样性受尊重的城市，重要的是首先要了解彼此的文化。
理解文化没有对错，通过尊重彼此的文化，理解彼此的异同，可以减少偏见，
让彼此的关系更加融洽是很重要的。但是，正如有人说日本人市民和外国人市
民之间存在着「心墙」一样，社会上还有一些对不同文化和价值观进行习惯性
否定的风潮存在。 
   为此，为建设一个尊重多样性，富饶且充满活力的城市，本市将积极推广
发扬以肯定的眼光看待市民个体差异的价值观，并在理解和尊重的前提下，通
过各种活动的共同参与，加深日本人市民和外国人市民的交流，来培养多样
性，推进多文化共生，让所有市民都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自身能力，努力建设
一个可持续发展城市。本计划以此为基本理念。 

◆ 计划的基本指标 

１ 翻译志愿者登录人数 86 人（2018 年度末）➡ 180 人（2025 年度末） 

２ 多文化共生推进事业参加者   111 人（2018 年度） ➡ 200 人（2025 年度） 

３ 多文化共生推进事业的满足度  未调查 ➡ 80％以上（202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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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体系 

基本目标１ 建设交流沟通为联系纽带的城市 

⑴   信息的多语言化和咨询体制的完善 

①  充分利用市役所厅内翻译制度    

②  市发行刊物传单等的多语言化 

③  市官方网站的多语言化  

④  设施指南的多语言化 

⑤  办公大厅指南板的多语言化      

⑥  设置多语言综合指南电子屏 

⑦  制作多语言版刊物「越谷信使」 

⑧  制作多语言版「市民生活指南」 

⑨  制作多语言版「越谷指南」 

⑩  设置多语言信息提供角「外国人 iコーナー」 

⑪  普及简单日语 

⑵   日语・日本社会相关支援 

①  和市内日语教室合作 

②  实施日语志愿者入门讲座 

③  实施面向外国人市民的生活说明会 

④  向中小学派遣日语指导员 

⑤  实施日本文化体验讲座等 

⑥  整备日语教育以及指导用资料书籍 

有很多问题可以通过交流沟通来解决，同样也会因为交流沟通障碍产生问题和误解。 

随着外国人市民的不断增加，我们致力于有效的向外国人市民传达信息，比如用多种语

言翻译生活所需的各种信息，普及使用简单日语等等。我们努力建设一个这样的城市：尊重多

样性；尽量提供日语学习机会以便和日本人进行沟通，完善可以深入理解日本社会和文化等

的环境，不让外国人市民在生活中因为文化和习惯等不同而被孤立；通过沟通交流把日本人

市民和外国人市民联系在一起。 

 

实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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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目标２ 建设所有市民都能安全・安心生活的城市 

⑴  教育 
①  实施外国人儿童学生等教育方面的研修 
②  向中小学派遣日语指导员（重复） 
③  就学等相关资料的多语言化 
④  外国人学校走读交通费补助 
⑤  请外国人市民作为讲师实施多文化共生推进讲座 
⑥  整备日语教育以及指导用资料书籍（重复） 

⑵   防灾・治安 
①  实施外国人市民防灾训练 
②  避难所运营说明书中添加多语言示意牌 
③  设置灾害时多语言支援中心 
④  防灾地图・地震危险预知地图的多语言化 
⑤  洪水危险预知地图的多语言化 
⑥  设置避难场所・避难所、避难路径等导向牌 
⑦  呼吁外国人市民参加综合防灾训练 
⑧  提高市民防范・交通安全意识 

⑶   医疗・保健・福祉 
①  提供可以对应外语的医疗机构的相关信息 
②  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指南）的多语言化 
③  医院资料的多语言化 
④  保健相关资料的多语言化 
⑤  育儿支援事业一览表的多语言化 
⑥  实施利用电子末端进行医疗翻译 

⑷   住房 
①  提供住房相关信息 
②  实施外国人市民生活说明会（重复） 
③  提高地域活动的参加率 
④  垃圾收集相关资料的多语言化 
⑤  119 报警时的多语言对应 
⑥  实施利用电子末端进行急救业务翻译 

⑸   就业 
①  外国人劳动者支援 
②  经营方面咨询・信息的提供 

随着外国人市民的增加和定居化的进展，我们会在教育、防灾・治安、医疗・保健・福祉、

住房、就业等领域提供并不断完善各种支援，以消除由语言和文化差异带来的不便和不安，努

力建设一个所有市民都能安全・安心生活的城市。 

实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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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目标３ 建设发挥多样性魅力的城市 

⑴   外国人市民的社会参与 

①  请外国人市民作为讲师实施多文化共生推进讲座（重复） 

②  委托外国人志愿者进行行政翻译工作 

③  提高地域活动的参加率（重复） 

④  增加多文化共生推进员以及翻译志愿者 

⑤  支援越谷国际节 

⑵   启发多文化共生社会意识 

①  请外国人市民作为讲师实施多文化共生推进讲座（重复） 

②  努力消除外国人歧视 

③  宣传外国人人权咨询窗口 

④  进行消除仇外态度的教育・启发 

⑤  实施日本文化体验讲座等（重复） 

⑥  支援越谷国际节（重复） 

⑶   培养多样性人才 

①  请外国人市民作为讲师实施多文化共生推进讲座（重复） 

②  实施越谷市中学生使节团派遣事业 

③  实施坎贝尔敦市青少年使节团接待事业 

④  实施翻译志愿者学习会 

⑤  实施日语志愿者入门讲座 

⑷  联络人・关系网的构建 

①   构建联络人・关系网 

为了支援外国人市民，以及得到外国人市民的支援，我们会尽力创造活动环境，尊重文化

的多样性，努力启发所有市民的多文化共生意识，使外国人市民作为地域社会的一员积极主动

的参加各种活动，和日本人市民一起活跃发展，共创发挥多样性魅力的城市。 

实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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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目标 4 建设推进国际交流发展的城市 

⑴   地域性国际交流 

①  支援越谷国际节（重复） 

⑵  和国外的国际交流 

①  实施越谷市中学生使节团派遣事业（重复） 

②  实施坎贝尔敦市青少年使节团接待事业（重复） 

通过和外国人市民以及姐妹都市的交流，培养市民的国际意识，加深国际理解。推进超越

语言文化障碍的市民及企业间的国际交流，灵活利用外国人市民带来的多样性来建设国际化城

市。 

实施内容 

◆ 多文化共生的推进体制 

⑴  和相关机构协调合作 
建设多文化共生城市，重要的是要以市民、市内各企业以及相关团

体为主导开展事业以及解决各种课题。本市会加强和相关机构的信息共
享以及合作。 

所以，本计划相关的事业开展，会以越谷市国际交流协会为主，并
联合积极发展地域多文化共生的志愿者、专门学校、大学、各企业等多
方部门携手合作。 

⑵   市的推进体制 
  为了有效的推进多文化共生城市建设事业，市相关课室协调合作，把
握外国人市民的实际情况，发现需要解决的课题，市团结一体实施整体、
横向的多文化共生计划。 

⑶   越谷市国际交流协会以及市民活动团体的作用 
关于多文化共生领域中产生的课题，时常需要灵机应变以及迅速的

决断。这时，和政府部门相比越谷市国际交流协会等市民活动团体及时
细致的对应更能够很好地解决问题。因此，期待越谷市国际交流协会，
能够在市政和各市民活动团体之间，发挥支援各市民活动团体活动的
「中间支援组织」的作用。 

目前为止，本市对当地的日语教室等市民活动团体进行的活动提供
了各种支援，今后也会和越谷市国际交流协会合作，继续支援地域日语
教室等市民活动团体的同时，和各团体合作推展本计划事业。 

⑷   多文化共生和地域社区 
自治会和社区团体，都有着加入率低下，成员高龄化导致主力缺失

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年富力强的外国人市民若能参与进来，必将成为重
要的有生力量。所以，本市会向自治会等积极宣传外国人市民的存在，
同时促进外国人市民的自主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