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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意义 

 

 为了对国内外国人居民人口急速增长做出相应对策，我国在2006年3月策划制定了「地区社

会多元文化共生推进方案」，作为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的方针与计划，进一步促进推广都道府县

及市区町村的多元文化共生。 

  此后，外国人居民人口急速增长促使多国籍化不断深化，「特定技能」在留资格的新出台，

不分国籍实现接纳所有人的社会形式走向以及数字社会发展等等，围绕多元文化共生的各种问

题，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受该影响，在2020年9月对「地区社会多元文化共生推进

方案」做出了新一轮的评估。 

 千叶县也在2020年3月制定了「千叶县多元文化共生推进方案」。我县综合计划以「创建外

国人县民宜居县城」为重点，与千叶县民及市町村、市町村国际交流协会等所有相关部门共享

多元文化共生的理念与方向性，通过相互协作实现多元文化共生。 

 松户市新制定的「松户市综合计划」（令和4年度～令和11年度＝2022年度〜2029年度），

同样将「推进多元文化共生」作为基本目标，要求进一步推进不分国籍、民族差异、持有多样

背景的人们都能相互扶持的地区社会的创建。 

 因此，以创建日本人市民与外国人市民相互认同不同价值观，共同学习、共同工作、共同享

受舒适生活的多元文化共生社会为目的，策划制定了「松户市多元文化共生城市推进方针」。 

 

 

※何谓多元文化共生…       

是指「不同国籍或不同民族的人士，相互认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在努力建立平等关系的基础

上，作为社会一员共同生存」。 
引用于 关于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研究会议报告 ～ 为推进地区社会多元文化共生～2006年3月（总务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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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松户市现状及至今为止的主要措施 

第1节 松户市现状 

 根据国家与自治体的统计，日本以及松户市的外国人居民现状如下。 

1 松户市外国人市民人口推移 

 

 

 
松户市 统计数据 

每年 10月末数据 

 

 

松户市外国人市民人口每年呈上升趋势，因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措施限制入境政策的

影响，在2020年和2021年两年之间出现了暂时性人口减少现象，但从2022年开始再次增长。 

与10年前相比，外国人人口约增加至1.6倍，比率也约增加至3.57％，约30人市民中就有1

个外国人。今后外国人市民将预见增加，预计将以较高的比率继续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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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松户市的状况 
 

 2022年6月末松户市在留外国人数在全国排名第20位。除了政令指定城市及特区、核心城

市，成为外国人市民人口最多的城市。 

 

【在留外国人数】 

顺序 都道府县 市（区） 人口 在留外国人 种类 

1 埼玉县 川口市 605,174人 39,028人 核心城市 

2 东京都 新宿区 345,609人 38,739人 特区 

3 东京都 江户川区 689,834人 37,978人 特区 

4 东京都 足立区 690,309人 35,038人 特区 

5 东京都 江东区 530,299人 32,274人 特区 

6 东京都 板桥区 568,976人 27,743人 特区 

7 东京都 丰岛区 287,595人 27,497人 特区 

8 大阪府 大阪市生野区 126,041人 27,482人 政令指定城市 

9 东京都 大田区 730,005人 24,681人 特区 

10 东京都 北区 353,283人 23,434人 特区 

11 东京都 葛饰区 463,600人 23,233人 特区 

12 东京都 世田谷区 917,718人 23,079人 特区 

13 东京都 练马区 739,340人 20,155人 特区 

14 爱知县 丰桥区 371,370人 19,716人 核心城市 

15 东京都 港区 260,521人 19,402人 特区 

16 大阪府 东大阪市 488,730人 19,324人 核心城市 

17 千叶县 船桥市 646,707人 19,200人 核心城市 

18 爱知县 丰田市 418,760人 18,935人 核心城市 

19 东京都 荒川区 216,474人 18,788人 特区 

20 千叶县 松户市 497,678人 17,636人  

21 东京都 中野区 334,062人 17,503人 特区 

22 千叶县 市川市 492,518人 17,473人  

23 神奈川县 川崎市川崎区 230,699人 16,735人 政令指定城市 

24 东京都 杉并区 572,043人 16,406人 特区 

25 神奈川县 横滨市中区 153,505人 16,187人 政令指定城市 

26 东京都 台东区 206,134人 15,492人 特区 

27 东京都 八王子市 562,752人 14,093人 核心城市 

28 群马县 伊势崎市 212,228人 14,052人 实行时特例城市 

29 神奈川县 横滨市鹤见区 296,167人 14,017人 政令指定城市 

30 东京都 品川区 404,504人 13,491人 特区 

法务省 在留外国人统计 各自治体HP  

2022年6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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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按外国人市民人口比例顺序排列，在全国自治体排名第22位，除政令指定城市和特区、核

心城市，排名全国之首。 

 从在留外国人数、外国人比率上看，松户市也在全国排名前列。 

 

【外国人比率排名】 

顺序 都道府县 市（区） 人口 在留外国人 外国人比率 种类 

1 大阪府 大阪市生野区 126,041人 27,482人 21.80% 政令指定城市 

2 东京都 新宿区 345,609人 38,739人 11.20% 特区 

3 神奈川县 横滨市中区 153,505人 16,187人 10.54% 政令指定城市 

4 东京都 丰岛区 287,595人 27,497人 9.56% 特区 

5 东京都 荒川区 216,474人 18,788人 8.67% 特区 

6 东京都 台东区 206,134人 15,492人 7.51% 特区 

7 东京都 港区 260,521人 19,402人 7.44% 特区 

8 神奈川县 川崎市川崎区 230,699人 16,735人 7.25% 政令指定城市 

9 东京都 北区 353,283人 23,434人 6.63% 特区 

10 群马县 伊势崎市 212,228人 14,052人 6.62% 实行时特例城市 

11 埼玉县 川口市 605,174人 39,028人 6.44% 核心城市 

12 东京都 江东区 530,299人 32,274人 6.08% 特区 

13 东京都 江户川区 689,834人 37,978人 5.50% 特区 

14 爱知县 丰桥市 371,370人 19,716人 5.30% 核心城市 

15 东京都 中野区 334,062人 17,503人 5.23% 特区 

16 东京都 足立区 690,309人 35,038人 5.07% 特区 

17 东京都 葛饰区 463,600人 23,233人 5.01% 特区 

18 东京都 板桥区 568,976人 27,743人 4.87% 特区 

19 神奈川县 横滨市鹤见区 296,167人 14,017人 4.73% 政令指定城市 

20 爱知县 丰田市 418,760人 18,935人 4.52% 核心城市 

21 大阪府 东大阪市 488,730人 19,324人 3.95% 核心城市 

22 千叶县 松户市 497,678人 17,636人 3.54%   

23 千叶县 市川市 492,518人 17,473人 3.54%   

24 东京都 大田区 730,005人 24,681人 3.38% 特区 

25 东京都 品川区 404,504人 13,491人 3.33% 特区 

26 千叶县 船桥市 646,707人 19,200人 2.96% 核心城市 

27 东京都 杉并区 572,043人 16,406人 2.86% 特区 

28 东京都 练马区 739,340人 20,155人 2.72% 特区 

29 东京都 世田谷区 917,718人 23,079人 2.51% 特区 

30 东京都 八王子市 562,752人 14,093人 2.50% 核心城市 

法务省 在留外国人统计 各自治体HP  

2022年6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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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松户市不同国籍外国人市民状况 

关于外国人市民不同国籍人口，与5年前相比数据。 

 

【2017年10月末】 

 
【2022年10月末】 

  
松户市 数据统计 

 

2022年10月末不同国籍的外国人市民情况，最多为中国7070人，其次为越南2822人，菲律

宾1901人，韩国1472人，尼泊尔862人。与5年前数据相比，第2位越南的增长率约达到1.3

倍，预测今后也将继续增长。并且，其他国籍的外国人市民每年也在陆续增长，显见本市多

国籍化在不断推进。 

 

中国 6,535人

越南 2,123人菲律宾 1,717人

韩国 1,561人

尼泊尔 776人

斯里兰卡 272人

泰国 271人

台湾 238人

美国 146人
澳大利亚 24人 其他 1,655人

合计

15,318人

中国 7,070人

越南 2,822人
菲律宾 1,901人

韩国 1,472人

尼泊尔 862人

斯里兰卡 311人

泰国 293人

台湾 285人

美国 205人

澳大利亚 26人 其他 2,544人

合计 
17,79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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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松户市不同在留资格外国人市民状况 

有关外国人市民不同在留资格人口，与5年前相比数据。 

 

【2017年10月末】 

 
【2022年10月末】 

 
松户市 数据统计 

 

2022年10月末松户市人口最多为「永住者」5400人，占全体约三分之一。其次为「技术・人

文知识・国际业务」共2529人，占全体14.21％，是5年前的约1.6倍。排名第3为「家族滞在」 

2157人，其次为「留学」1967人，外国人市民的约70％为上述四种在留资格 。 

 

 

 

永住者 4,532人

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

1,532人

家族滞在

1,706人

留学 2,903人

日本人配偶者等

906人

定住者 849人

特殊永住者 826人

技能实习（1号、2号）515人

特定活动 310人
永住者配偶者等 305人 其他 934人

合计

15,318人

永住者 5,400人

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

2,529人

家族滞在

2,157人

留学 1,967人
日本人配偶者等

991人

定住者 952人

特殊永住者 754人

技能实习（1号、2号）633人

特定活动 587人

永住者配偶者等 413人 其他 1,408人

合计 
17,79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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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关于外国人市民主要在留资格」 

 

 ○永住者 

是受到法务大臣永久居住许可的人士，在留期间无限制。获取永住许可需要符合三个条件，即「品

行善良」、「拥有足以维持独立生计的资产或技能」、「符合日本国的利益」。原则上需要在日本生

活10年以上，如果是日本人、永住者或特殊永住者等的配偶者或被认可对日本国有贡献的人士，则可

以放宽要求。在留活动没有限制。 

 

 

 ○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 

  与日本公私机关签约的基础上，在理学、工学及其他自然科学领域或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及其他

人文科学领域，从事需要相关技术或知识的业务或进行需要以外国文化为基础的思维和感性的业务活

动的人士。适用示例有机械工业等的技术员、口译、设计师、民间企业的语言教师、营销业务员等，

在留期间为5年、3年、1年或3个月。 

 

  

○家族滞在 

  在留外国人抚养的配偶者、子女。在留期间在5年范围内由法务大臣个别指定。在留活动设有部分

限制。 

 

 

 ○留学 

  日本的大学、短期大学、高等专门学校、高中、初中以及小学校等的学生。 

在留期间在4年3个月范围内由法务大臣个别指定。在留活动设有部分限制。 

 

  

○日本人配偶者等 

  日本人的配偶者、子女、特殊养子。在留期间为5年、3年、1年或6个月。在留活动没有限制。 

 

  

○定住者 

  获得难民认定的外国人、日系三世、中国残留孤儿等。在留期间为5年、3年、1年、6个月或由法务

大臣个别指定。在留活动没有限制。 

 

  

○特别永住者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居住在日本，昭和30年（1952年）因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而丧失了日本国籍

之后继续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因和平条约而脱离国籍的人士只有韩国人、朝鲜人、台湾人，因此这

三个国家地区占非常多数，以此为特征。并且其子孙也将成为特别永住者对象人士。在留期间以及在

留活动没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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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松户市不同支所管辖外国人市民状况 

 
 

管辖 支所管区 日本人 外国人 统计 比率 

市民科 松户・古崎・上本乡・和明谷等 127,280人 5,962人 133,242人 4.47％ 

常盘平支所 常盘平・五香・松飞台・日暮等 87,292人 2,900人 90,192人 3.22％ 

小金支所 小金・二木・大谷口・根木内等 42,575人 1,599人 44,174人 3.62％ 

小金原支所 小金原・栗泽・八崎等 26,908人 571人 27,479人 2.08％ 

六实支所 六高台・六实・高柳等 28,165人 564人 28,729人 1.96％ 

马桥支所 中和仓・幸谷・三日月・马桥等 39,079人 1,555人 40,634人 3.83％ 

新松户支所 新松户・横须贺・旭町・西马桥等 56,068人 2,954人 59,022人 5.00％ 

矢切支所 矢切・三矢小台・二十世纪之丘等 27,062人 581人 27,643人 2.10％ 

东松户支所 纸敷・秋山・高塚新田・东松户等 45,213人 1,105人 46,318人 2.39％ 

 

松户市 统计数据 

2022年10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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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按不同支所管区来看，新松户支所管区内的外国人比率最大，为5.00％。其次是市民科

管区 4.47％、马桥支所管区 3.83％、小金支所管区 3.62％、常盘平支所管区 3.22％、东松

户支所管区 2.39％、矢切支所管区 2.10％、小金原支所管区 2.08％、最后为六实支所管区 

1.96％ 。 

  

〇有关新松户支所管区比率大的原因 

根据2022年10月26日发布，2022年5月1日面向千叶县内大学（包括大学院）、短期大学、高

等专门学校、专修学校（限专门课程）、法务省告示日本语教育机关等172所学校进行的千叶县

内留学生人口调查，留学于日本语学校等「日本语教育机关」的外国人共1387人，占总数9504

的14.59％，与前年度相比增加了221人。就不同居住地留学生人口分布，松户市在本县排名第

二。从就学于千叶县内日本语教育机关留学生的国籍细分状况来看，1387人当中约一半633人为

越南国籍。 

新松户支所管区内有数所日本语学校，因此在新松户支所管区所居住及上学的越南人较多，

所占比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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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2022年度千叶县内留学生人口调查（摘录） 

 

 作为千叶县国际化有关措施的基础资料，对在学于千叶县内学校的外国留学生实施了人口

调查。2022年5月1日人口调查数据如下。 

 

〇留学生人口调查结果 

  172所学校中共有167所学校配合了本次调查（回答率97.1％） 

   
 〇主要出身国籍（地区） 

   
 〇主要居住地 

  

学校种类 人数 备考

大学院 1700人 相比去年76人・4.7％

大学 3921人 相比去年▲353人・▲8.3％

短期大学 60人 相比去年▲7人・▲10.4％

高等专门学校 10人 无增减

专修学校（限专门课程） 2426人 相比去年▲1321人・▲35.3％

日语教育机关 1387人 相比去年221人・19.0％

合计 9504人 相比去年▲1384人・▲12.7％

出身国籍（地区）留学生总数
大学院·大学
·短大·高专

专修学校
（限专门课程）

日语
教育机关

1 中国 4202 3583 364 255

2 越南 2665 805 1227 633

3 韩国 505 474 9 22

4 尼泊尔 458 52 362 44

5 蒙古 296 91 108 97

市町村 人数

1 千叶市 1945

2 松户市 1099

3 船桥市 837

4 柏市 834

5 市川市 312

6 铫子市 304

7 东金市 251

8 成田市 242

9 流山市 226

10 习志野市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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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松户市不同年龄外国人市民状况 

 
 

年龄 日本人市民 外国人市民 
（年龄比率）  

年龄 日本人市民 外国人市民 
（年龄比率） 

0 ～ 4 16,726人 805人（4.81％）                                                                            55 ～ 59 31,721人 881人（5.26％） 

5 ～ 9  18,440人  685人（4.09％）  60 ～ 64 25,663人 487人（2.91％） 

10 ～ 14 19,242人 454人（2.71％）  65 ～ 69 25,644人 286人（1.71％） 

15 ～ 19 20,587人 303人（1.81％）  70 ～ 74 34,523人 173人（1.03％） 

20 ～ 24 25,148人 2,066人（12.33％）  75 ～ 79 26,803人 80人（0.48％） 

25 ～ 29 26,956人 2,624人（15.66％）  80 ～ 84 21,827人 47人（0.28％） 

30 ～ 34 26,405人 2,416人（14.42％）  85 ～ 89 13,113人 33人（0.20％） 

35 ～ 39 29,030人 1,856人（11.08％）  90 ～ 94 5,103人 4人（0.02％） 

40 ～ 44 31,560人 1,475人（8.80％）  95 ～ 99 1,277人 5人（0.03％） 

45 ～ 49 39,337人 1,011人（6.04％）  100 ～ 229人 0人（0.00％） 

50 ～ 54 40,813人 1,061人（6.33％）  合计 480,147人 16,752人（100％） 

                 总务省 基于住民基本台账人口、人口动态及家庭数量统计 2021年12月末 

 

就年龄来看，20多岁外国人市民为4690人，占总数27.9％，另加30多岁4272人，占总数的一半

以上。其次为40多岁2486人，占总数14.8％，50多岁1942人，占总数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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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与千叶县其他地区相比松户市状况 

 
 

县内排名 
  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 排名第三 排名第四 排名第五 

千叶县总体 千叶市 船桥市 松户市 市川市 柏市 

1 中国 51,093人 11,704人 7,462人 6,881人 5,952人 3,624人 

2 越南 23,843人 3,336人 3,577人 2,656人 1,796人 1,449人 

3 菲律宾 19,503人 2,747人 1,338人 1,799人 1,525人 966人 

4 韩国・朝鲜 15,524人 3,516人 1,614人 1,554人 1,438人 1,025人 

5 尼泊尔 8,286人 1,162人 1,278人 794人 1,419人 362人 

外国籍人口 162,830人 28,292人 18,477人 16,752人 16,620人 9,698人 

总人口中 

外国人比率 
2.58％ 2.89％ 2.86％ 3.37％ 3.38％ 2.24％ 

日本籍人口 6,148,045人 948,036人 627,241人 480,147人 474,223人 421,569人 

总人口 6,310,875人 976,328人 645,718人 496,899人 490,843人 431,267人 

          千叶县 县内外国籍人口调查 自治体HP 

2021年12月末 

 

 松户市也与千叶县总体相同，县内不同国籍人口顺序前五名的外国籍居民占多半，与县内其

他自治体数据相比，外国人居民的居住情况也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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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至今为止的主要措施  

 

１ 实施外国人市民问卷调查 

 2020年10月30日起，以居住于松户市18岁以上的外国人市民2000人为对象，实施了问卷调

查。问卷调查内容如下。如何办理健康保险及年金手续、有关教育及育儿有什么烦恼、出现紧

急情况时需要什么信息、现从事什么工作等可以了解外国人市民状况的有关内容。到2021年1

月22日为止，共收集到447名外国人市民的回答。 

 此项调查是为了制定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流行的非常时期，面向外国人市民传达所需信息

的「多语者动画频道」相关内容而实施的。相关视频在2021年4月1日经本市官方网页及 YOUTU

BE 向民众播放。有关本次问卷调查的详细内容，记载于本册卷末资料。 

 

 

２ 实施社区形成支援事业 

 为了方便创建外国人市民互帮互助的社区，2020年度开展了「社区形成支援事业」。面向居

住于松户市的外国人市民，就关于创建社区的重要性及其益处等内容，进行了交流会和演讲

会。并对该有的最佳社区型态及为了创建更好的社区应该采取的相关措施等内容进行了探讨。 

 经上述措施，初步开启了以越南人为主的社区的开创活动，但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的流

行，本次活动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可另一方面，通过此项支援事业，我们有幸得知部分外国人

市民对创建社区还是很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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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作为文化交流活动举办的运动会 

 为了让地区住民及外国人市民加深交流，为众人创造加入社区的机会，作为文化交流活动，

2021年度实施了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运动会」。 

 运动会共进行了两天。第一天，将运动会视为一项日本文化，对此进行学习讲座。同时由日

本人市民和外国人市民共同组成的团队，对运动会的规则进行小组讨论。小组讨论主题为「制

定老幼皆欢喜的竞赛规则」。 

 第二天，根据第一天所设定的规则，举办一场运动会。结束后反顾检讨，互换活动感想。共

利用两天时间，参加人员之间加深了相互交流，甚至部分参加者到至今为止还在利用ＳＮＳ等

保持着联系。本次活动通过互动共享各种信息，进一步促进了外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交流。 

４ 为推进多元文化共生而实施的地区讨论会 

 为了策划制定此方针，2022年度，共实施了四次「多元文化推进地区讨论会（以下述为地区

会议）」。前来参加地区会议的人士，有包括外国人市民在内的松户国际文化大使、支援外国

人市民的ＮＰＯ法人、普及所有市民活动的中间支援组织、自治会、大学、警察、医师会等促

进多元文化共生社会相关人士。 

 地区会议通过研讨会及研修，收集到了很多意见。地区会议中所提到的意见将活用于本方针

的理念及基本方针。 

 有关地区会议从设置至策划方针的原委，归纳于卷末资料中。 

５ 松户市公益财团法人松户市国际交流协会采取的措施 

 除上述内容之外，松户市公益财团法人松户市国际交流协会也在实施国际交流、多元文化共

生有关措施。 

详细内容记载于松户市国际推进科网页、公益财团法人松户市国际交流协会网页。 

 

松户市国际推进科    

URL https://www.city.matsudo.chiba.jp/internationalPortal 

 

松户市国际交流协会  

URL https://miea.or.jp/ 

 

 

 

 

 

 

松户市国际交流协会 

松户市国际推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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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为了实现多元文化共生，共创与竞争极为重要 

一般社团法人运动会协会 桧泽 大海氏 

 

一般社团法人运动会协会是把运动会视为一种社会雕塑，以运动会为轴，向众人传播创造的

有趣性。在这样的传播活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被称为未来的运动会这项内容。此运动会的特

征是，聚集一同的参与者要从零开始创造出一个崭新的竞赛项目，就创造出的竞赛项目举办一

次运动会。我们把参与者共同提出各项意见，创造出新的竞赛项目，称为「体育共创」，将其

推广到全国范围，举办各项活动。本协会在松户市举办的活动有，2021年作为多元文化共生社

区形成事业的一项内容，举办了日本市民与外国市民相互交流的运动会。 

运动会具有体育因素和文化因素，是最适合进行多元文化交流（促进彼此间的理解）的一种

活动。因此，这次是着重考虑文化因素计划实施的。 

 那么，为什么说开展运动会能够促进实现多元文化共生呢？在此想特意为您介绍为了实现多

元文化共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共创（co-creation）」与「竞争（competition）」之间的关

系。 

因为有很多不同背景人士参加了本次活动，为了促进相互理解，显然「体育共创」是相当合

适的选择。因此决定和大家一起来体验创造运动竞赛。虽然当时也发生了语言障碍，但因为

「动态」因素的存在，通过非言语传达手段，做到了促进交流。从而收获到超乎想象的结果，

非常令人惊奇。例如，日本人参与者尽量使用「简易日本语」，外国参与者尽量采用日语附加

较多的肢体语言，通过这样的交流方式努力做到彼此间「了解」，收获了令人惊奇的结果。 

 在筹划竞赛内容时（设计游戏）要以「筹划竞赛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为轴心问题，可见竞

争部分的重要性。换句话说，如果没有竞技部分，则在游戏设计上无法体现其「有趣性」。共

同考虑「竞争」部分而创造出的竞赛，不仅是以众人皆能欢喜作为前提，并且做到了任何人都

能够理解。因此定能成为男女老少甚至外国人也能够共享其乐的竞赛内容。除此之外，因为有

竞争，自然会产生「加油助威」的「团队」精神，我们所期盼的「运动会」功效，预期施展了

其威力。 

 迄今为止，运动会作为地区活动及体育活动，多次活用于地区交流活动中。并且通过2021年

度在松户市的活动，我们了解到，运动会不仅是促进多元文化共生所需「共创」与「竞争」的

平衡因素，同时也是可以自然进行文化交流的良好手段。可以利用「举办运动会吧」、「一同

思考竞赛内容」两项呼吁开展「体育共创」。我们期待着以今后举措为契机，积极活用「运动

会」从而促进多元文化共生的「体育共创」拥有美好的未来。 

 

※面向计划开展体育共创内容运动会的人士提供「体育共创工作簿」，可从体育厅官方网页下

载。 

https://www.mext.go.jp/sports/b_menu/sports/mcatetop05/list/detail/14155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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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姓名＞ 

桧泽 大海  

＜职位＞ 

一般社团法人运动会协会 理事 其他 

＜活动内容＞ 

自幼小时期成为棒球少年，经历过各项防止棒球人口减少和体育人口减少的相关事业及

活动。迄今为止有以下事业经历。为体育业界最大规模的创业提供教练的派遣公司、面向

外国人职工提供生活支援的一般财团法人Japan Career Network（现为常务董事）、任何

人都可以参加的棒球队「MUKOS」的NPO法人化（现为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等。     

现在除了上述之外，作为一般社团法人运动会协会的理事，竭力于不分国界不分文化间

差异，与众人共享通过共创而生的运动新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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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方针的方向性 

第１节 理念 

从共存到共生 
 

 「松户市多元文化共生城市推进方针」以「从共存到共生」作为理念。在此将「多元文化」

相遇时所出现的各种可能性分为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排斥」。指对不同文化群体表现出排斥，只接受同一种文化群体，并对不同文化表现

出完全不接受态度。如仇恨言论等。 

第二「同化」。中心文化将其他不同文化统一成一种文化。例如各国对异族或地方、宗教、

方言等不同的少数群体所采取的历史性同化政策。我们应该在考虑多元文化共生的基础上，避

免发生「排斥」和「同化」。 

 第三「共存」。指不同文化在相互不干涉的基础上共同存在。 

第四「共生」。持有多样文化的群体，相互认可彼此间的不同，共同生存。唯有「共生」是

我们更应该向往的的未来。 

 松户市现状，可以说在很多方面已经接近于多元文化「共存」。从「共存」进化为「共

生」，需要在社区共同生活的持有多样背景的群体，共同创造社区共同体。为了达成此目标，

相互加深彼此间的理解，相互沟通，总结意见做到每个人都能够接受是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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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节 基本策略 

 为了促进本方针的理念「从共存到共生」，需要设立三个策略。第一与第二策略是为了不让

「共存」走向「排斥」与「同化」而设定的。第三策略是让「共存」向「共生」的方向进升而

设定的。 

１ 为促进相互理解提供沟通支援 

 

 在松户市内实施的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社会地区会议上，听取到日本人市民和外国人市民交流

机会稀少、对沟通方法不了解等多种意见。另外还有，政府发送的行政信息，对外国人市民而

言，理解难度比较高等意见。 

 

 因此，着力于为加深不同出身人士相互理解的沟通支援作为第一策略。 

 沟通支援主要对外国人市民等持有多样背景的人们提供在共同生活过程中加深交流的机会及

机构。并且至于需要传达给所有市民的市政信息等，要做到多语种对应或使用简易日语传达信

息。通过沟通支援，为持有多样背景的人们建立在共同生活中所需的「共通意识」做出贡献。 

 

【实际措施】 

 

① 使用多语种提供信息 
 
事业名称 担当科室 内容 

 

发行松户市生活指

南（多语种版）、

各种申请书的多语

种化 

 

 

 

相关部署 

 

使用6国语言提供记载日常生活中所需行政信息

（各项手续、教育、育儿、垃圾、福利、税金等）的

生活指南（英语、中文、韩语、越南语、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提供各类申请书的多语种版。 

 

市政府官方网页 

使用多语种服务 

 

 

公关科 
情报政策科 

 

利用自动翻译系统（机器翻译）及人工智能综合向

导，提供6国语市政府官方网页（英语、中文、韩

语、越南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松户市政厅指南、

市政厅综合信息板

的多语种化 

 

 

 

财产活用科 

 

提供3国语松户市政厅指南（手册）（英语、中

文、越南语）。并提供多语种市政厅综合信息板（英

语、罗马字、中文、韩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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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日本人市民与外国人市民的沟通支援 
 
事业名称 担当科室 内容 

 

开设外国人咨询窗

口及增加受理日数 

 

公关科 
 

 

为了解消外国人市民生活中的不安及疑问，开设外

国人咨询窗口，并采取增加受理日等措施。并为了支

援社区合作、基础生活环境，安排3国语咨询人员

（英语、中文、菲律宾语）提供服务。 

 

 

为市政府职员准备

外借翻译机 

 

国际推进科 
 

 

市政厅受理窗口有多语种对应需求时，向政府职员提

供由常备口译人员提供实时翻译的口译机，对应13个

国家语言（英语、中文、韩语、泰语、印度尼西亚

语、越南语、法语、西班牙语、巴西语、葡萄牙语、

他加禄语、尼泊尔语、菲律宾语）。 

 

 

为各科派遣 
行政口译、国际 

交流员 

 

 

国际推进科 
  

为市政各科派遣行政口译、国际交流员，在各科受理

窗口提供3国语（英语、中文、越南语）口译服务。 

 

 

派遣 

口译、翻译 

志愿者 

 

松户市 

国际交流协会 

 

对于行政手续之外的口译及翻译（店铺以及市民活

动的传单和海报、私人信件的翻译、开设银行账户、

房屋契约手续、医疗、裁判、各项活动及说明会的口

译）派遣口译、翻译志愿者。 

 

 

开办 

日语教室 

 

国际推进科 
松户市 

国际交流协会 
相关组织 

 

 

面向居住、工作、在学于本市的外国人开办初级日

语教室。除此之外还有工作实用中级日语教室、护理

实用日语教室等实用日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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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关于简易日语」 

 

〇何谓简易日语… 

 为了方便与不太懂日语的人更好地进行交流，将常用日语简单化或在日语汉字上标上平假名

读法。如上述便于外国人理解的日语称为简易日语。 

简易日语的诞生是在平成7年（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后。因为当时受灾的在日外国人

未能及时收到相关信息，相比日本人死伤程度更加严重。因此，从那时就开始实施相关措施，

努力做到将灾害等信息迅速传达给外国人。此后，经历平成16年（2014年）的新泻县中越地

震、平成23年（2011年）的东日本大震灾后，受灾期间使用简易日语传达信息在全国范围内得

以推广，在2000年代地方公共团体以及国际交流协会陆续开始使用简易日语向外国人发送信

息。近几年不仅在受灾时，在与外国游客进行交流时以及为了促进外国人市民和日本人市民之

间的交流，也经常使用简易日语。 

 

 

 

 
 

在留支援简易日语指南概要 

2020年8月（出入国管理厅、文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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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变换为简易日语的实例 

出入国管理厅、文化厅所发行的「在留支援简易日语指南」中记载了比较易懂的简易日语变换

实例。 

 

 

 

 

 

在留支援简易日语指南概要 

2020年8月（出入国管理厅、文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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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为外国人市民也能在社区安心生活提供生活支援 

 在社区会议上提出有关防灾等牵涉到所有人的问题，需要共同采取措施的重要性。因此决定

把涉及到所有市民生活的、教育及育儿、医疗、福利、住居、就劳、防灾等领域的支援定在了

第二策略中。 

 另外，虽然在基本策略１中把提供多语种信息作为策略内容，但是并不能保证有需求的外国

人市民全都能及时得到相关信息。 

因此，为了解消外国人市民因语言以及文化上的差异在生活中感到不便和不安，在与他们共

享各类生活信息的同时，还需要努力做到传递信息的迅速快捷，将有用信息及时传递到他们手

中。 

  

【实际措施】 

〇各方面的生活支援 

事业名称 担当科室 内容 
 

利用市官方网页 

「International 

Portal」提供信息 

 

 

国际推进科 
  

市官方网页「International Portal」利用3国语

言（英语、中文、越南语）提供各项信息及行政制度

动画指南等。 

 

「公关报松户」等

提供多语种阅读服

务 

 

 

 

公关科 
 

电子手册（电子书籍软件）将提供「公关报松户」

等PDF资料的8国语（英语、中文、韩语、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越南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多语种翻

译及音频阅读。 

※越南语还未开设音频阅读 

 

 

有关避难所的开设

及拥挤状况等多语

种服务、诱导避难

英语标识 

 

危机管理科 
  

关于受灾时开设避难所及传达拥挤状况等，可以使

用4国语（英语、中文、台湾语、韩语）通过电脑及

智能手机进行确认。 

 发生灾害时，为了引导市民安全到达避难场所，并

为外国人市民提供正确信息，在市内设置日英双语疏

散引导标识牌，方便外国人市民及时取得正确信息。 

 

 

提供拨打119 

口译服务 

 

消防局情报通信

科 

 

千叶西北部消防指令中心为了应对外国人市民拨打

119报警，实施报警人、指令管理人和口译人员的三

线通话。 
 提供18国语言服务（英语、中文、韩语、泰语、印

度尼西亚语、越南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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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意大利亚语、俄语、他加禄语、尼泊尔语、缅

甸语、高棉语、蒙古语、马来语）。 

 

町会、自治会加入

指南的多语种服务 

 

市民自治科 
 

通过网页或窗口分发方式为有需要的町会及自治会

提供使用3国语（英语、中文、越南语）面向外国人

市民参加町会和自治会的指南。 

 

面向外国人的观光

地图及市内游览向

导多语种服务 

 

繁荣创造科 
 

面向外国人市民以及访日外国游客提供使用3国语

（英语、中文、越南语）编写的观光向导图。 

并编制分发日英双语市内游览向导图。 

 

面向母语不是日语

儿童的学习支援事

业 

 

国际推进科 
相关团体 

 

面向母语不是日语的儿童，不仅提供生活所需日

语，为其在就学和就职时能有更多选择，使其做到真

正的自立而提供学习实用日语指导。 

 

派遣日语指导 

支援人员 

 

学习指导科 
 

为了面向母语不是日语的儿童提供学习日语支援，

向市内中小学校派遣日语指导支援人员。 

 

派遣日语指导 

协助人员 

 

学习指导科 
 

为了面向母语不是日语的儿童以及归国子女提供日

语初期指导、心理咨询服务、适应学校生活的指导

等，向市内中小学校派遣日语指导协助人员。 

 

＜参考＞各领域支援实例 

① 受灾时的多语种展示板、多语种指示板。 

多语种展示板、多语种指示板是发生灾害时，方便避难所运营方与受灾外国人顺利沟通，

从而做到顺利进行避难场所的开设与运营的有效手段。 

  因为制作多语种指示板相对比较简单，所以每个自治体各自制作、常备于每个避难场所的

情况较多见。 

 

 

 

 

 

 

 

  

引用 一般财团法人 自治体国际化协会HP 

 

 

 

 

多语种指示板 

多语种展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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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于 千叶救急医疗网 

 

 

 

 

 

 

 

② 急救医疗外国语对译问诊表 
对于母语不是日语的外国人而言，用日语交流存在着很多不安因素。因语言不通而放弃去医

院接受治疗的情况也很常见。而且对于医疗机关来说，提供外国语服务也是一项难题，从而发

生无法诊察的情况。 

因此，千叶县及千叶县医师会编制了急救医疗外国语对译问诊表（英语、中文、韩语、西班

牙语、泰语、葡萄牙语、他加禄语、波斯语）。方便患者在医疗机关挂号就诊、办理付费，在

药局窗口受理处方时使用。 

利用此项服务，可以减轻在留外国人就诊时的不安，也可以促进医疗机关的诊察顺利进行。 

 

英日并记 他加禄语日语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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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通过推进国际理解建立多元文化共生意识 

 在社区会议上「因为市民之间的生活常识以及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常发生各种冲突」、「为了

解决各种冲突，最重要的是经过相互沟通和统一意见，制定相关规则」等意见得到了许多赞

同。 

 

 另外还有「多元文化共生社会不应该是一方必须配合另一方的做法，而应该是相互协商后做

出双方都认同的意见，这样才能达到共生的目的」、「也许还有部分日本人市民对松户市居住

着很多外国人市民和多种背景的人士这个事实还不太了解」等意见。 

 根据以上所听取的各种意见，应该创造一个包括外国人在内多种背景的人们与日本人市民共

同协商社区未来的共同场所，为了解彼此间不同国家、文化及生活上的差异而采取相关措施。

而且需要面向更多的市民传达多元文化共生社会的价值及意义，为打造多元文化共生意识而努

力。如上所述，为走向多元文化共生社会而采取的各项措施，定为第三策略。 

 

【实际措施】 

 

① 促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与相互理解 
 
事业名称 担当科室 内容 

 

多元文化共生 

市政厅内培训 

 

国际推进科 
人事科 

 

为了提高多元文化意识并掌握对母语不是日语的市

民予以适当照顾等各项工作技能，面向市政府职员，

每年实施一次以简易日语使用方法为主的培训。 

 

 

推进多元文化共

生市政厅内联络

会议、推进多元

文化共生工作团

队 
 

 

国际推进科 
市民自治科 
行政经营科 

 

为了在市政厅内进一步推进多元文化共生，面向多

元文化共生相关部门的职员，每年实施一次研修研讨

会。 
 

 

国际交流员 

聘请事业 

 

国际推进科 
 

为了实现市政厅内的国际化和城市交流，继续从英

语国家和越南聘请两位国际交流员。 

 

国际交流员派遣

事业、国际交流

员讲座 

 

国际推进科 
 

市政府各科在计划并实施国际化事业之际，国际交

流员将成为提供相关建议及辅助工作的重要角色。 
另外，以理解国际和异国文化为目的的民办培训课

程内容更加充实，作为讲师将派遣国际交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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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英语 

演讲比赛 

 

国际推进科 

松户市 

国际交流协会 

 

为了提升高中生的语学能力，并通过英语加深国际

理解，每年举办一次高中生英语演讲比赛。 

 

外国人日语 

演讲比赛 

 

国际推进科 

松户市 

国际交流协会 

 

为了给努力学习日语的外国人提供展示学习成果的

舞台，并通过日本人在演讲会上倾听外国人的亲身体

验而加深国际理解，每年举办一次外国人日语演讲比

赛。 

 

外国语指导助手

派遣事业 

 

学习指导课 
 

以提供接触外国语的机会、提高沟通能力、培养国

际理解逻辑思维能力为目的，面向市内中小学校派遣

言语技术指导员（LAT）。 

 

外国语指导助手

配置事业 

 

市立松户高等 

学校 

 

为了通过外国语教育，促进增强国际理解和国际交

流，面向市立高中安排外国语指导助手（ALT）。 

 

市内大学留学生

国际化推进事业 

 

学习指导课 
市立松户高等 

学校 

 

作为对应国际化社会教育措施的一环，面向市立中

小学及高中派遣就读于市内大学的留学生。 

 

② 给日本人市民和外国人市民创造交流机会 
 

事业名称 担当科 内容 
 

国际体育事业 
 

 

体育科 
 

 

实施大韩民国大邱广域市和中学生交流活动。主要

目的为通过体育活动促进与近邻诸国的友好亲善关系

和提高竞争力。 

 

外国语沙龙 
 

社会教育科 
松户市 

国际交流协会 

 

面向外国人市民和近邻市民，提供有助于加深国际

交流和国际理解的交流活动场所（英语、中文）。 

 

面向外国人市民的

社区形成运营事业 

 

国际推进科 
松户市 

国际交流协会 

 

为外国人市民创造易于居住的舒适环境，为促使他

们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而持续实施各项交流活动，从而

促进创建外国人市民社区。 
 

举办松户市国际文

化节、国际交流派

对等交流活动 

 

国际推进科 
松户市 

国际交流协会 

 

策划并实施通过游乐设施或饮食文化让日本人市民

与外国人市民轻松交流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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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章 卷末资料 

第１节 关于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的动向 

１ 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联络会议 

为了做到市政厅内有关多元文化共生的信息共享和交换意见，整顿体制以及策划有关推进本

市多元文化共生的方针，平成 30年（ 2018年度）5月组织了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联络会

议。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如下。 

平成 30 年度 

平成 30年 5月 9日 策划制定「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联络会议设置纲要」 

平成 30年 5月 24日 实施平成 30 年度 第1次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联络会议 
・策划制定「推进松户市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方针」有关协商 

（协商共实施4次） 

平成 31年 3月 策划制定「推进松户市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方针」 

令和元年度～令和 2年度 

令和元年度 
 ～ 令和 2年度 

・探讨有关市政厅国际化措施 

・有关市政厅新型措施的信息共享 

・为了掌握应对外国人市民的实际状况，实施推进多元文化共生

市政厅实况问卷调查 

令和 3年度 

令和 3年 6月 30日 令和 3年度 第1次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联络会议（书面会

议） 

・设置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工作团队改正纲要以及确认事业日程等 

令和 3年 7月 1日 ・对「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联络会议设置纲要」进行改正 

・将本会议定位于为了推进市政厅多元文化共生的决策组织 

令和 4年 3月 28日 令和 3年度 第2次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联络会议（书面会

议） 

・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工作团队业务报告等 

令和 4年度 

令和 4年 6月 30日 令和 4年度 第1次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联络会议（书面会

议） 

・确认事业日程等 

令和 4年 11月 8日 令和 4年度 第2次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联络会议（书面会

议） 

・确认草案（摘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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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联络会议设置纲要 

 

（目的）  

第１条 基于「松户市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推进方针」，为了推进市政厅多元文化共生，

召开「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联络会议（以下略为「联络会议」。）」。 

 

 

（所涉及业务） 

第２条 联络会议所涉及业务如下所述。 

(１) 有关多元文化共生的信息共享、意见交换、联络调整。 

(２)  有关策定多元文化共生相关措施的方针。 

(３) 有关推进基于松户市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方针的施策。 

（４） 其他有关多元文化共生必要事项。 

 

 

（组织） 

第３条 联络会议由议长、副议长以及议员组成。 

２ 议长由国际推进科长担任。 

３ 副议长由行政经营科长及市民自治科长担任。 

４ 议员由附录１中组织的市政厅内担当科长、室长担任。 

５ 需要时议长可以指名让上述以外职员充当议员。 

６ 联络会议经批准若有需要，可以为了对特定事项进行调查和研究而组建推进多元文

化共生工作小组。 
 

 

（议长及副议长） 

第４条 议长将监督联络会议的行政工作，并代表联络议会。 

２ 副议长要辅佐议长。 

３ 当议长发生事故或缺席时，副议长将代任议长职位。 

 

 

（会议） 

第５条 根据需要由议长召开。 

 

 

（庶务） 

第６条 联络会议的庶务由国际推进科、行政经营科、市民自治科共同处理。 

 

 

（补充规则） 

第７条 有关此纲要所定项目以外在联络会议运营上所需内容，由议长另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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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此纲要，自平成30年5月9日开始实施。 

 此纲要，自令和元年9月1日开始实施。 

 此纲要，自令和 3年7月1日开始实施。 

 此纲要，自令和 4年4月1日开始实施。 

 

 

另表１ 

部 名 

 

科 名  

总务部 

行政经营科 

人事科 

危机管理科 

情报政策科 

男女共同参画科 

综合政策部 

政策推进科 

公关科  

地域共生科 

财务部 

财政科 

财产活用科 

债券管理科 

市民税科 

市民部 

市民自治科 

市民安全科 

市民科 

干事支所（马桥支所） 

经济振兴部 

商工振兴科 

国际推进科 

消费生活科 

环境部 环境业务科 

健康福利部 
地域医疗科 

地域福利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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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推进科 

福利长寿部 

地域综合护理推进科 

护理保险科 

国保年金科 

生活支援一・二科 

残障福利科 

儿童部 

儿童政策科 

儿童家庭咨询科 

儿童家庭咨询科 母子保健担当室 

保育科 

幼儿教育科 

城市建设部 

都市计划科 

交通政策科 

住宅政策科 

终身学习部 教育总务科 

教育政策研究科 

社会教育科 

体育课 

图书馆 

学校教育部 
学务科 

学习指导科 

消防局 消防企画科 

医院事业管理局 医院政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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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工作小组 

面向解决市政厅内有关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的各科共同课题，以检讨各项课题具体施策为目

的，令和3年（2021年）7月建立了以10位成员组成的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工作小组。迄今为止的

工作内容如下。 

令和 3年度 

令和3年7月1日 策划制定「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工作小组设置纲要」 

令和3年8月11日 令和 3年度开设第1次工作小组 
・多元文化共生相关组织进行研讨会，找出业务中所存在问题，并

探讨相应解决措施 
令和3年11月4日 令和 3年度开设第2次工作小组 

・探讨实现解决措施 

令和4年3月24日 令和 3年度开设第3次工作小组 

・发表有关前两次的各事项 

令和 4年度 

令和4年8月25日 令和 4年度开设第1次工作小组 
・以防灾为主题的案例研修 

 

＜参考＞ 

有关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内组织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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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工作小组设置纲要 

 

（要旨） 

第１条 此纲要基于松户市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市政厅联络会议（以下为「联络会议」。）

设置纲要第3条第6项规定，制定有关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工作小组（以下为「工作小

组」。）的必要事项。 

 

（权限） 

第２条 工作小组对以下事项具有权限。 
(１) 基于联络会议的指示，把握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的进展状况，为了解决所面临课题，

实施有关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的具体活动等，将其结果汇报或提案于联络会议。 

(２) 基于联络会议的指示，探讨对有关多元文化共生施策方针是否有必要做出重新评

估。 

 

（组织） 

第３条 工作小组由联络会议员所属组织，特别涉及到松户市多元文化共生厅内推进方

针的10个组织中各选一名作为成员。此外，为了达成目的，若有需要可以让联络会议长

所指名的人士加入组织。 
２ 委员长是由国际推进科、行政经营科、市民自治科中一位科长担任。 

 

（委员长及副委员长的责任义务） 

第４条 委员长代表工作小组，总管会务。 

 

（招集会议） 

第５条 工作小组的会议由委员长招集，成为议长。 

 

（庶务） 

第６条 工作小组的庶务由国际推进科、行政经营科、市民自治科处理。 

 

 

附 则 

此纲要，从令和3年7月1日开始施行。 

此纲要，从令和4年4月1日开始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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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表1 
 

所属科 备注 

危机管理科  

广听担当室  

地域共生科  

市民税科  

市民科  

地域医疗科  

国保年金科  

生活支援一・二科  

儿童政策科  

学务科  

行政经营科 事务局 

市民自治科 事务局 

国际推进科 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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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节 松户市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地区会议 

１ 从设置会议到制定方针的经过 

 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地区会议的目的是招集有关多元文化共生的各领域人士成为委员后听取策

划本方针的意见。 

从令和4年（2022年）8月26日开始共召开了四次地区会议，检讨本方针内容。 

除此之外，与多元文化共生厅内联络会议相互联动，确认方针草案（摘录），在令和5年 

（2023年）2月策划制定了「松户市多元文化共生城市推进方针」。  

下表为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策定流程。 

 

令和4年8月1日 策定「松户市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地区会议设置纲要」 

令和4年8月26日 召开第1届推进松户市多元文化共生地区会议 

・有关多元文化共生的研修会，有关面向多元文化共生社会的课题

与解决对策的协议 

令和4年10月18日 召开第2届推进松户市多元文化共生地区会议 
・有关理念、基本方针的协议 

令和4年11月8日 通过第2届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厅内联络会议，听取关于草案（摘

抄）的意见、确认内容 
令和4年11月11日 召开第3届推进松户市多元文化共生地区会议 

・有关草案（摘抄）的协议 

令和5年1月11日 召开第4届推进松户市多元文化共生地区会议 
・确认草案内容，检讨下一年度以后的协议事项 

令和5年2月 策定「松户市多元文化共生城市推进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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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松户市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地区会议设置纲要 

 

（主旨） 

 

第１条 此纲要以实施「松户市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地区会议（以下述为「会议」）」而制定必

要事项为目的。 

２ 会议目的为，征求各界人士以及相关组织出席者对策划制定「松户市多元文化共生城市推

进计划（临时名称）（以下述为「计划」。）」的意见。 

３ 当松户市政府（以下述为「市」。）就制定本计划以外的有关本市多元文化共生事宜，需

要向各界人士以及相关组织征求意见时，本市可以与各界人士及相关组织协助召开会议。 

 

 

（权限事务） 

 

第２条 会议所征求的意见事项有以下几点。 

(１) 策划制定计划相关建议 

(２) 推进基于计划而实施策划相关内容 

(３) 除上述以外其他必要事项 

 

 

（成员） 

 

第３条 会议由下述成员（以下述为「成员」）组成。 

(１) 会议主席 

(２) 会议副主席 

(３) 委员 

(４) 事务局 

 

 

（会议主席） 

 

第４条 会议要有主持会议的会议主席。 

２ 会议主席人选，需要在多元文化共生领域具有实际经验的人士。 

３ 会议主席，就会议运营方针，要与事务局方进行调整，要反映会议意见，协助事务局对计

划做出策划制定。 

 

 

（会议副主席） 

 

第５条 会议要有辅佐会议主席的会议副主席。 

２ 会议副主席人选，需要在市内外国人市民国际交流有关领域具有实际经验的人士。 

３ 会议副主席，需要在会议主席缺席之际，代替完成其权限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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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 

 

第６条 事务局要委托各团体及组织选拔出委员。 

２ 委员要具备国际交流、日语教育、市民活动、就业、教育、医疗、福祉、防灾、防犯等领

域以及有关市内外国人市民多元文化共生相关团体和组织的实际业务经验。 

 

 

（事务局长） 

 

第７条 松户市经济振兴部国际推进科长要作为「松户市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地区会议运营事务

局长（以下述为事务局长）」，指挥事务局。 

２ 事务局长为了会议的运营，需要在国际推进科设置「松户市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地区会议运

营事务局（以下述为事务局）」。 

３ 事务局长要根据需要召集会议。 

４ 事务局长要与外界相关人士以及组织等进行调整，选拔会议主席、会议副主席以及委员，

委托其参加地区会议。 

 

 

（事务局） 

 

第８条 事务局的工作包括会议运营在内，制作会议资料与议事录等，联系议员出席会议以及

其他一般业务等。 

１ 事务局与会议主席进行协议，以会议的协议内容为基础，策划制定相关计划。 

２ 事务局可以根据需求，就会议运营、策定计划等业务，可以根据契约书，对其他团体组织

实施业务委托。 

 

 

(委员出席、缺席) 

 

第９条 委员如果无法出席会议，可以提前申报，委托他人代替出席。 

２ 缺席会议的委员，对此会议所协议的事项，可以提交书面意见。 

 

 

（关于保守秘密) 

 

第１０条 会议主席、会议副主席、委员以及事务局不可向外泄漏职场机密。离职后也同样要

保守秘密。 

 

 

(任期) 

 

第１１条 委员任期从委员上任之日到该年度末为止。 

２ 事务局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后，委员可以再次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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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协议结果的义务) 

 

第１２条 关于会议协定事项，会议委员必须尊重其协议结果。 

 

(听取意见等) 

 

第１３条 如果有需要会议以及小组会可以要求会议委员以外的人士出席并参加会议，听取其

意见及说明，并可以提交资料。 

 

（委任） 

 

第１４条 关于在此纲要中未规定的事项，经事务局长的判断，如果有需要，通过会议主席与

会议副主席的调整和讨论后可以另行做出决定。 

 

附加规章  

 

此纲要自令和4年（2022年）8月1日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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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松户市推进多元文化共生地区会议委员名单 

 

 所属 姓名（省略敬称） 

会 长 
ＮＰＯ法人  

多元文化共生负责人全国协议会 代表理事 土井 佳彦 

副会长 
公益财团法人  

松户市国际交流协会 事务局长 渡邊 武 

委 员 松户市民活动支援中心 馆长 阿部 剛 

〃 
ＮＰＯ法人  

松户育儿 SUPPORT HARMONY 理事长 石田 尚美 

〃 
学校法人  

朝日学园 法人本部 管理部长 櫛渕 喜弘 

〃 
一般社团法人 

松户市医师会 事务局长 郡 正信 

〃 松户国际文化大使 王 曼云 

〃 松户国际文化大使 陶山 THU PHUONG 

〃 
流通经济大学  

流通经济大学体育健康科学部 教授 田簑 健太郎 

〃 常盘平团地自治会 干部 平野 将人 

〃 松户市日语志愿者会 副会长 藤沢 明美 

〃 
千叶县行政书士会东葛支部 

本宫行政书士事务所 特定行政书士 本宮 雅之 

〃 千叶县松户警察署 一瀬 聡、其他１名 

〃 千叶县东松户警察署 富田 守、其他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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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节 各项调查及问卷调查 

１ 关于人权市民意识调查（摘要） 

（１） 调查对象和方法 

对居住于松户市20岁以上人士随机选出3000人，采用邮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期间：平成30年（2018年）9月3日～9月28日 

 

（２） 调查对象人数和回收率 

对象人数 有效回收数量 有效回收率 
3000人 1005人 3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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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为制定下期松户市综合计划而实施的市民需求调查结果（摘要） 

 

（１） 调查对象和方法 
 

以居住于松户市18岁以上男女为对象，以住民基本台账为基础，不限性别、年龄、支

所管区，随机选出3000人，采用邮寄回收方式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期间：令和元年（2019年）8月21日～9月13日 

 

（２） 调查对象人数和回收率 

 

对象人数 有效回收数 有效回收率 
3000人 1353人 4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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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各领域的意见＞  ※部分摘录 

 

〇环境整备 

 ・路标及标识（「自行车请推着走」）不只使用日语，希望能用越南语等各国语言文字记载，

采用外国人也能看懂的文字。 
 

〇垃圾 

 ・关于垃圾分类，颇为费解，想必无法按正确规则分类的人占多数。希望做到更加易懂。 

（希望多为日益增多的外国人市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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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为推展管理松户市综合后期基本计划的市民意识调查结果（摘要） 

 

（１） 调查对象和方法 
 

以居住于松户市20岁以上男女为对象，以住民基本台账为基础，不限性别、年龄、支

所管区，随机选出3000人，采用邮寄回收方式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期间：令和3年（2021年）7月1日～7月16日 

 

（２） 调查对象人数和回收率 
   

对象人数 有效回收数 有效回收率 
3000人 1585人 52.8 ％ 

 

（３） 调查结果及内容分析 
 

   ・比率全部以百分比表示，小数点第二位进行四舍五入。 

    因此比率合计不一定为100％。 

   ・关于多项选择问题，比率多于100％。 

   ・原文及图表中的选项标记，可能出现语句缩减或省略。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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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各领域的意见＞  ※部分摘录 

 

〇垃圾 

 ・老年人或外国人对垃圾分类的理解不太明确。 

 ・方便外国人理解垃圾分类而做的功夫还不够充足。 

 ・外国人不遵守倒垃圾的基本规则，从而出现不回收现象时，不知该咨询何处而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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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关于千叶县政府民意调查（摘要） 

 

（１） 调查对象和方法 
     

本次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掌握贯穿县民生活及县政府主要领域的县民志趣、愿望、意向等，

使之作为推进县政基础资料。 

以居住于千叶县满18岁以上男女为对象，采用分层双项随机抽取法（※）选出3000人，

采用邮寄或在线回答方式实施问卷调查。 
 

   调查期间：令和3年（2021年）11月26日～12月17日 

 

 （※）根据行政单位和地区对全县进行区分（分层），以人口为基准对地区进行调查地点

的分配，利用国势调查的地区以及住民基本台账（双项），从每处选出一定数量的

样本。 
 

 

（２） 调查对象人数和回收率 
 

   

对象人数 有效回收数 有效回收率 

3000人 1659人 5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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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市内外国人居民问卷调查结果（摘要） 

 

（１） 调查对象和方法 
      

令和3年度为了制定面向外国人市民传达所需信息的「多语者动画频道」相关内容，以

居住于松户市18岁以上外国人为对象，实施了掌握其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 
 

调查期间：令和2年（2021年）10月30日～令和3年（2021年）2月19日 

 

 

（２） 调查对象人数和回收率  
 

言语 对象人士 有效回收数 有效回收率 
英语 873人 172人 19.7 ％ 

中文 840人 234人 27.8 ％ 

越南语 273人 41人 14.2 ％ 

 

 

（３） 调查结果及内容分析 
 

     ・以截至1月22日提交问卷调查的447人为基准。 

     ・关于未回答的问题，统计为无回答。 

     ・「一つに☑」，此项也包括多项回答。 

     ・符号ｎ 表示回答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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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户市多元文化共生城市推进方针 
 

  发 行 年 月 令和5年（2023年）2月 
  编 辑 发 行 松户市 经济振兴部 国际推进科 
    〒 271－8588 

    千叶县松户市根本387番地5号 

    电话 047－710－2725 

    传真 047－363－2653 
 

 

 

 

本方针由一般财团法人自治体国际化协会赞助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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