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同创造
每个人都能安心生活的
多文化之城安城

第 �次计划的理念是 "共同创造每个人都能安心生活的多文化之城安城"，
目标是通过日本人市民与外国人市民，行政与市民等所有人的合作，
实现多文化共生的社会。

理 念

在制定 政 策时
本市于����年制定了第�次计划， 又于����年制定了第�次计划， 并一直在推进各项举措。

随着国家不断接纳更多的外籍劳动力， 在制造业等产业蓬勃发展的本市， 外国人市民的数量今后预计

还将继续增加。 为进一步推进多文化共生政策， 我们制定了从����年度至����年度的第�次�年计划。

多文化共生是指：不同国籍、民族等的人们，作为地域社会的一员共同生活，承认彼此的文化差异，构筑平等的关系。

概要版����～����年度
第 � 次安城市多文化共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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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内容

重点举措

多元主体参与的地域建设

1-2 提升多文化共生意识，
促进相互理解与交流

1-3 促进外国人市民的积极参与

行政与市民、市民之间等多元主体将协作，推进安城市多文化共生。

・寻找对多文化共生感兴趣的市民
・设置多文化共生中心
・为多文化共生推进团体创造交流机会提供支援

与多元主体的协作1-1

根据人生阶段提供生活支援

2-1 构建贴近外国人市民的咨询体制

2-3 儿童及育儿支援

接受来自多样化、复杂化的外国人市民所提出的咨询，提供无缝衔接的支援，
营造使外国人市民能够安全、安心生活的环境。

・与相关部门、机构协作提供咨询应对
・促进避难所对外国人市民的灵活应对
・促进针对需要日语指导的儿童学生及其监护人的职业形成与对教育制度的理解

2-2 促进对安全、安心生活相关制度
及信息的理解

政策内容

重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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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指标
指标 当前值（����年度） 目标值（����年度）

扩大交流

3-1 构建信息传播体制

3-2 推进日语教育

3-3 促进跨国籍交流

我们将努力向外国人市民有效地提供、传播信息，扩大日语学习机会，
促进市民间的跨国籍交流。

・利用社交媒体等传播信息
・支持成人日语教室的开办及运营
・宣传"简易日语"

在多文化共生推进团体中工作的人

日本人市民对多文化共生的理解程度

参加城市活动的外国人市民比例

240人
60.0％
60.0％

75. 1％
32.8％
84.0％

65.0％
50.0％
9 1 .0％

69.6％
29.2％

65.0％
40.0％

日常生活遇到问题的外国人市民比例

做好灾害应对准备的外国人市民比例

需要日语指导的学生升入高中等的比例

外国人社交网站"Anjo-info"的注册用户数

曾因日语问题而感到困扰的外国人市民比例

日本人市民对"简易日语"的认知程度

facebook：778人
Instagram：343人

facebook：1,600人
Instagram：　　700人

160人
45. 1％
5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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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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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城市的外国人口
外籍居民人数及比例（相较于爱知县、 全国） 安城市按国籍划分的外国人口变化

虽然受����年全球金融危机等经济、 社会因素影响， 出现过
下降， 但从长期来看呈现增加态势。

截至����年�月底， 本市外国人口����人， 占全市人口
的�.�%。 与全国及爱知县相比， 外国人口比例较高。

全国
3,588,956人

爱知县 
321,041人

安城市
8,523人外国人口

外国人口
比例

2.9％ 4.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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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城市 Anjo-info
我们将为居住在安城市的外国人提供必要的信息。

第�次安城市多文化共生计划 主体部分
（安城市官方网站）

facebook Instagram

备忘录

（来源）

安城市人口：《住民基本台帐（����年�月��日现在）》安城市
爱知县、全国外国人口：《在留外国人统计（����年�月��日现在）》法务省出入国管理厅
爱知县人口：《爱知人口（����年�月�日现在推算值）》爱知县统计课
全国人口：《人口推算（����年�月报）》 总务省统计局
安城市按国籍划分的外国人口：《住民基本台帐（每年�月��日现在）》安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