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实现多元文化共生城市，不仅是行政方面，还需要每位区民以及各支援团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各自的优势，携手

合作。

　　在发扬，于横滨开港之地-中区培育而成的“国际性”、“好客精神”、“进取精神”的同时，力争实现不论国籍，所有区

民均能活出自我、相互尊重认可，共同作为“中区大家庭”的一员大显身手的“多元文化共生城市”

横滨市中区日本大通35　中区政府别馆1楼

【TEL】045-210-0667　【FAX】045-224-8343　【E-mail】nakalounge@yoke.or.jp

■交流处内，运营着外国青少年
的自主活动据点“虹色空间”。
通过学习支援及各种展现自
我的活动，培育着在日本成长的外国青少年。

■在交流处学习· 成长的青少年们，组成“虹色探
险队”运营着“虹色空间”。并积极运用自己的多种
语言参与社区活动，成为不同文化语言的桥梁。

咨询窗口　中区政府区政推进课企划调整组　【TEL】045-224-8127　【FAX】045-224-8214　【E-mail】na-kikaku@city.yokohama.jp

概 要 版

●与地区、社区的共同协力
　通过参与各种社区活动，

与地区、学校及志愿者等

各团体共同协力，推进地

区的多元文化共生。

虹色空间和虹色探险队

●咨询及信息提供窗口
　面向外国人市民，以多种语言提供

　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各种信息和资讯。

　【开馆时间】

　星期二、星期六 10:00am～8:00pm

　上述以外 10:00am～5:00pm

　【对应语言】

　日语、英语、中文

●日语学习的支援
　·举办日语教室及学习咨询

　·与地区内的志愿者日语教室

　  共同协力

　·培养日语教育志愿者

●派遣多元文化共生志愿者
　向社区派遣进行口译及笔译等活

　动的志愿者

推进体系的示意图

交流与 融和

支援活动者

自治会町内会

学校
／日语支援基地“向日葵”

日语学校

外国人团体

企 业

行动计划的推进体系

中区国际交流处的举措

在  　　 　　中，行政与各有关单位机关共同协力，发挥各自的优势，以实现综合性的支援。

中区政府&中区国际交流处

日本居民外国居民

横滨市＆横滨市国际交流协会（YOKE）

第 2期横滨市中区

多元文化共生推进
行动计划

中文

行动计划



虽然我不了解

自治会町内会，

也没被邀请加入过。

但是如果有机会，

我非常想参与志愿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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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进“创建多元文化共生的城市”，
您认为中区应致力于哪些措施？

关于和日本居民的交流及社区活动，
外国居民的想法和建议！

■外国人居住年数分布

出身的国家和地区多达93个！
呈现多国籍化的趋势。

永久居住的人士、短期逗留的人士等，
居住在中区的外国人的居住年数各不相同。

■各国家/地区外国人人数及增长率
　（前8位的国家/地区以及与10年前的比率）■各区外国人人数及比例（前3位的区）

　　中区努力创建让拥有不同国籍和出身的人们安心生活的城市，在2017年

制定了“中区多元文化共生推进行动计划”，推进多文化共生的各项政策。

　　并且，以至今为止取得的成果为基础，于2021年3月制定了第2期行动

计划， 现开始了新的举措。

※数据来源于横滨市信息统计门户网站（2012年7月
之前“中国”的数据统计中包括“台湾”）

※为了作为2009年的对比项，2019年“中国”和“台
湾”的数据合并统计

※数据来源于横滨市信息统计门户网站（2012年7月
之前“中国”的数据统计中包括“台湾”）

※为了作为2009年的对比项，2019年“中国”和“台
湾”的数据合并统计

※数据来源于横滨市信息统计门户网站
※外国人人数的数据截至2019年3月底，总人
口的数据截至同年4月1日。

※数据来源于横滨市信息统计门户网站
※外国人人数的数据截至2019年3月底，总人
口的数据截至同年4月1日。

※数据来源于中区外国人
　人数基础调查（2019年度）
※数据来源于中区外国人
　人数基础调查（2019年度）

※数据来源于中区外国人意识调查（2020年度）※数据来源于中区外国人意识调查（2020年度）

※数据来源于中区区民意识调查（2019年度）※数据来源于中区区民意识调查（2019年度）

举办日本人与外国人的
交流会及其他活动。

使用多国语言向外国居民传递
日本文化及生活资讯等。

向日本人介绍外国文化及
生活资讯。

增加、丰富日语教室

增加日本居民与外国居民共同
协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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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对于多元文化共生的心声

从数据了解中区的多元文化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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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及台
湾地区出身的
人数最多。

中国大陆及台
湾地区出身的
人数最多。

近年来，越南及尼泊尔国
籍的人士激增。
近年来，越南及尼泊尔国
籍的人士激增。

不明 4.9%

20年以上
9.7%

10～19年
17.0%

5～9年
16.1%

如果有和日本居民的交流会，
希望能相互介绍
各自的家常菜，
也想体验茶道。

未满1年
17.7%

1～4年
34.7%

从各种数据中我们了解到，居住在中区的外国人的国籍和居住年数是多种多样的。
　　　　  将贴合大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需求，提供所需支援。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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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来自哪里，出身何处，大家都是生活在中区的【横滨中区人】。
不同的人汇聚于此共同生活，从而使中区更加丰富多彩。

力争成为每一个居民都能感到被珍重，在相互尊重和认可中共同生活的城市。

除了在区役所窗口配置翻译职员以外，

还导入了翻译设备以及电话翻译服务

等方式，为外国人提供易于沟通的窗口

服务。

向居住于中区、来到中区的外国人提

供所需要的资讯。同时，进一步加深日

本人与外国人双方对多元文化共生的

理解。

①行政及生活信息的多语言化
②培养多元文化共生的意识
③创建支援外国居民生活的体制
　（基础建设）
④支援日语学习

促进外国居民对社区活动的关心，增加

与日本居民一起活动和交流的机会。构

建不论国籍大家能够在社区内互帮互

助的关系。

⑤增进日本人与外国人的交流
⑥创建支援外国居民生活的体制
　（定住支援）
⑦创造能够展现自我的场所

力争实现不论国籍或出身所有居民都

能作为“中区大家庭”的一员以及支

撑本地社区的中坚力量，共同致力于

解决课题的社会。

⑧促进参与社区活动
⑨培养可成为新一代中坚力量的人才

配置翻译职员，为以中文为母语的孕妇及

其家人举办〈父母教室〉。不仅提供关于分

娩以及育儿的资讯，还支援大家以交流沟

通为契机在社区内结交育儿伙伴。

在中区国际交流

处※，配置有推

进社区多元文化

共生的协调员。

协调员以外国人居住较多的地区为中

心，参加自治会町内会的会议，通过向各

种活动派遣多元文化共生志愿者等方

式，推进外国人积极活跃的社区参与。

※中区国际交流处
　位于中区政府别馆的1层为外国居民提供支援的窗
口。除了以多种语言提供生活信息之外，还举办日语
教室及学习支援教室等，是中区多元文化共生的活
动据点。

安心且充满活

力地学习、生

活和工作。

加深超越国籍

的交流。

被中区特有的热

情开放的风土人

情所包容接纳，

能够便利获取需

要的信息。
活跃在社区集团活动中，感受到生活在

中区的幸福感。

１阶段

“第2期中区多元文化共生推进行动计划”力争实现的目标����年度～
����年度

「我们都是横滨中区人」
～共同成为激发中区活力、创造未来的中坚力量～愿景

我不知道在哪里会举办什么样的活动。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参加。没有熟人自己去参加也很难。

中区　多元文化　计划完整版（日语）请浏览主页

外国人的人数和比例在
市内18区中均居第1位！

基本目标

互相了解并加深理解 2阶段 交流，互相帮助 3阶段 相连、扩展

延续和扩充 重 点 重 点

以多种语言在窗口
进行对应

面向外国人的
〈父母教室〉

社区多元文化
共生协调员

来访·居住在
中区

自由无障碍的
生活

融入中区的大
家庭

在继续完善多语言窗口对应以及资讯传递等“基础支援”的同时，
重点致力于“创造居民与本地社区的纽带”。

朝着多元文化共生愿景的实现，提出并推进3大阶段及9项基本措施。

我们都是
横滨
中区人

“第2期中区多元文化
共生推进行动计划”

启动了！

您了解“行动计划”吗？

其实有多数的外国居民希望能通过“参加社区活动”等机会，和日本居民有更好的交流。
　　　　  会力争将中区创建成大家都能便于交流互动的地区。行动计划

基本措施

主要措施

基本措施

主要措施

基本措施

主要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