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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叶县多元文化共生推广计划【摘要版】
计划的宗旨

・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经济社会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创建多元

文化社会的需求越来越大。

・到现在为止，本县重点放在支援外国人安心生活、安心工作，但从

现在开始，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全县居民都要积极发挥互相帮助的

作用，这一点更为重要。

・我们相信，从上述角度出发，通过重组和推广多元文化共生政策，

本县今后将保持活力，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做出贡献。

・多元文化共生的理念和方向将由各相关单位共同承担，并通过合作

实现其理念。

制定计划的背景

●与多元文化共存有关的社会条件 ●该县的现状

问题、基本目标、政策目标和政策体系

创建一个外国人和日本人都能作为当地社会
成员共同生活和工作的县

创建外国人安心生活、安心工作的县

问题1：与当地社区的关系 问题２：日常生活所需的日语等

・与县厅内各部门合作进行进度管理

・根据社会状况和国家趋势的变化，核查各项

举措的方向，并进行必要的重新检讨

县民
（外国人和日本人）

千叶县

千叶县国际交流中心

市镇村

市镇村国际交流协会

大学

国家

非营利组织等

县内公司厂商

街坊会、居委会

学校

・为实现多元文化共融的目的，有关单位，主

要是针对本县的县民，应积极地、有组织地

进行合作和共同努力。

・明确主要利益关系者的角色

创建一个具有不同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外国人和日本人可以作为当地社会成员共同生活、工作和
发挥积极作用并相互帮助的县

１.培养对多元文化共生的
认识

●提高相互理解的意识

●县内外国居民的教育和人权
保护问题

●力推寄宿家庭体验等国际交
流

２.为外国居民创造一个
人尽其才的工作场所

问题

基本目标

政策目标

政策架构

问题３：关于日本的制度和生活的资讯

政策目标 Ⅰ 政策目标 Ⅱ

１.支援相互沟通 ２.改善儿童的教育
环境

３.加强住房、医疗、
保健和福利

４.推广防灾、预防犯
罪和交通安全措施

５.促进雇佣和就业

●为县内的外国居民和日
本居民创造合作机会

●培养外国居民成为当地
社区的领袖

●支持本县外国居民的资
讯传播

●对行政咨询服务采取多
种语言・以多种语言传
播资讯

●支援加强社区的日语教
育

●改善和加强留学生教
育指导体系

●教师和教员的培训和
专业人员的保障

●推广学校招生、支援
职业发展等

●改善生活环境

●改善医疗环境

●在保健和福利领域上的
支援

●防灾资讯的多语言化
・为受灾者建立一个
支援系统

●提高对预防犯罪和交
通安全规范的认识

●对雇佣外国留学生和
就业的支援

●维持适当的工作环境

【低出生率和人口高龄化】

8,808万人

1億2,709万人

（万人）

到了2053年，日本总人口

将跌破1亿，到了2065年

将降至8,808万

【外国居民和外籍就业人数的增加】

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

273万名外籍人士居住，外

籍就业者有146万名，占总

人口的2.2%

（千人） （％）

到了2030年，该县的

总人口将减少到

611.6万。

老年人口比例增加，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低出生率和人口高龄化】

截至2019年底，外籍人

士人数为16.5万人。

自2009年以来的10年

中，增加了约41%

【外国人的人数增加】

千叶、船桥、市川、松户、柏五市占55.7%。

更多的人住在西北地区

【按市镇村划分】

【按国家/地区分类】
中国占33.5%。其次是越南、菲律宾、韩国、

朝鲜、韩国和尼泊尔

【在留资格分类】

永久居民和定居居民人数的增加

留学和技术实习五年内增加一倍

【按年龄】

全县二・三十岁左右的人占比居高

【外籍勞工人数】
连续7年创下历史新高，比2013年高出约2.5

倍

推广体制和进度管理

●推广体制

●进度管理

・建立县厅内协调系统

・召开网络会议

医疗、保健和福利专业人员

由于缺乏在当地社区交流的机会而被孤立，以
及由于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而与日本居
民产生的问题。

由于缺乏日语的沟通能力，导致在社会生活中各方
面的交际能力不足，导致生活不便。

在日本，缺乏生活所需的制度资讯，这也是安心
生活上的障碍。

规划期

2020财政年度-2022财政年度（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