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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井市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第４次）的概要版 

１ 目的 

伴随外国人市民的不断增加，本市为了让日本人市民和外国人市民都能安心生活，在

2010（平成 22）年制定了“福井市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以推进多文化共生的城市建设。 

   2020（令和２）年开始，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在留外国人虽暂时减少，但因国内

劳动力不足，扩大接收外国人材的方针依然不变。努力实现多文化共生的社会，仍然是全

国重要的课题。 

   为了适应社会形势和新课题，以进一步全面推进多文化共生计划的实施，本市制定了

福井市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第 4 次）。 

２ 计划期间 

从 2025 令和 7 年度至 2029 令和 11 年度（５年） 

３ 福井市的现状 

【福井市的在留外国人数的推移】 

据统计，本市的在留外国人数从 平成 年开始增加。虽然在 2020-2021（令

和２-3）年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在留外国人暂时减少，疫情后又迅速得到恢复。在

2023（令和 ）年 月末，在留外国人数达到 ，占总人口数 的 ，

创历史最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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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国籍・地区外国人市民数的推移

从国籍和地区来看，2019（令和元）年以前，中国、韩国・朝鲜的比例较高，但近

年来东南亚出身的在留外国人比例增加，特别是越南（在 2023 年 1,161 人）、菲律宾

（同 660 人）、印度尼西亚（同 347 人）、尼泊尔（同 246 人）、缅甸（同 176 人）出身

的外国人数急剧增加。 

在留资格明细

从在留资格分布，本市的特征是技能实习生的比例高于全国平均。从技能实习生的

国籍明细表明，与 2013（平成 25）年相比中国减少了约 76.8%，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以

及与日本的工资差距逐渐缩小等被认为是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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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越南的技能实习生人数从 50 人增加到 633 人，印度尼西亚也从 34 人增

加到 241 人，其他东南亚国家也大幅增加。因为日本劳动力严重不足，通过接受来自这

些地区的技能实习生来确保新的劳动力资源。

外国人市民在日常生活 购物 倒垃圾 交通等 方面没有大问题，但在适应日本

日语学习 工作 学校 与日本人相处 方面，特别是在办理手续和应对自然灾害方

面感到困难。

调查结果表明遇到困难时收集信息的主要渠道的顺序为， 网络＞日本朋友＞公司和

学校＞本国朋友 等，而 邻居 日语电视 日语报纸 等的比例较低，说明以 个人

社区 为中心来解决问题。 

在网络信息收集方面，使用社交平台的顺序为 脸书＞ ＞图享＞ 推特 抖

音＝微信 ，也有回答谷歌和雅虎的，可以看出活用主要的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

在使用网络时的语言是 母语＞日语＞前两者以外的语言 的顺序，首先利用母语

收集信息的比例很高。

从问卷的自由记述中了解到，外国人市民反映了 汉字难 语速快就听不懂

难以结交日本朋友 等与交流相关的困难， 很难找到适合穆斯林的清真食品 税金

复杂 医院和派出所的应对困难 等。还有居住和福利相关的困难， 交通工具少

不知道电车和巴士的乘坐方法 等移动和交通相关方面也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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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的体系

总结至今为止的课题，推进以下多文化共生的城市建设。

 是新措施或扩大措施下部划线部分是新的课题

 

 

 

 

 

 

 

 

 

 

 

课题

提高市民的多文化共生意识

外国人市民的日语学习 再揭示

提供有关各种制度及生活所需信息的多语

种化，包括简易日语

・外国人市民的日语学习

各种制度及生活所需信息的多语种化，包

括简易日语

国籍 地区的多样化的对策

帮助外国人劳动者提高日语能力

改善外国人劳动者的工作环境

充实医疗 福利服务

增强外国人市民的灾害意识

不断促进外国人市民关心防灾信息

支援外国人市民学习日语

提供理解日本生活规则的学习机会

帮助办理托儿所 学校等的各种手续

指导与外国有关系的儿童学习日语

改善外国人劳动者的工作环境

为市营住宅入住者提供包括简易日语的多语种化生活信息等

支援扩大多样性食品贩卖的店铺

推广用 简易日语 提供信息

利用翻译应用程序等多语种翻译工具进行市民窗口对应和资料制作

充实行政机关和各关联机构的联系体制

为预防接种 传染病及精神忧郁等健康咨询提供多语种信息

活用防灾情报网等提供的灾害信息

主要具体措施

举办市民为核心的多元文化节等活动

加强建立派遣留学生等参加地区活动的体制

支援非营利组织(ＮＰＯ)的主体活动

支援外国人市民学习日本文化 习惯及生活规则等

举办 简易日语 讲座

促进外国人市民参加各种活动

介绍外国人才的活跃事例

为育儿咨询等提供多语种信息和充实支援体系

对学前在国外成长的儿童进行日语指导

为在学中的各种手续提供多语种信息服务

用多语种提供儿童学生的健康检查问诊表和检查结果通知等

开办外国人市民自立内容的日语教室

周知设有外国人就业咨询窗口

支援学前儿童和家长

支援在学儿童学生和家长

支援市民主体的多文化共生推进活动

通过与外国人市民的协助合作

促进地区的活性化

改善劳动环境

改善医疗保健和福利环境

充实防灾环境设备

充实多文化共生推进体制

促进外国人市民的自立和社会参与

★ 积极活用 ，用多语种提供信息和

确保信息传达的方式方法 

改善生活环境

基本措施

支援学习日语和理解日本社会的活动

★ 确实支援留学生等外国人市民

加强多文化共生的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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