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潟市多元文化共生基本方针（草案）概要版 

2025 年度～2030 年度 

 

１ 制定的目的   

截至 2024 年 6月底，我国的外国人口已达到约 358 万人，持续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而本

市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外国人口达到 7119 人，同样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并预计今后还将

持续增加。同时，与外国人共生相关的问题也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因此，共享与外国人共生

的意识以及完善相关机制已成为当务之急。本方针旨在明确本市多元文化共生的目标及为实

现该目标而努力的方向。 

 

２ 基本理念（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新潟市综合计划 2030 重点战略 6 

 

① 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外国人 

② 创造一个不受语言和文化差异束缚、 

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个性与才能的环境 

 

实现一个 人人 都能发挥个性和才能，内心富足的社会 

 

③理解彼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  

孕育开阔的视野，进行丰富多彩的交流 

 

 

  



３ 推进的方向的两个视角   

实现与外国人共生的社会，需要从两方面努力，即 “针对外国人的措施”和 “针对日本人

的措施”。通过面向外国人和日本人的双向努力，双方相互接近，从而促成相互理解，实现

本市所追求的与外国人共生的社会目标。 

 

 

 

 

 

 

 

 

 

 

 

 

 

 

 

 

 

 

 

 

 

４ 措施展开的四个重点事项   

 

领域 1：沟通支援   

通过为外国人提供日语教育机会并提高其质量，同时推进面向日本人的简单日语普及与

宣传，力求实现双向的流畅且高效的沟通。   

 

领域 2：信息发布与咨询体制 

推进简单日语的使用和多语言的信息发布。同时，强化多语言咨询窗口，以应对外国人在

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扰。此外，建立灾害发生时能够向外国人提供必要信息的信息机制，

确保其能够迅速采取避难行动，并完善针对外国人灾害受害者的支援体制。   

 

面向外国人的措施 面向日本人的措施 

👤 
外国人 

实现一个人人都能发挥个性和才能、 

内心富足的社会 

例如 

・完善日语教育环境 

・充实咨询窗口 

・利用官网和社交媒体 

进行多语言信息发布 

・灾害时的外国人援助 

・支持外国人的生活与就业 

・促进对日本风土与文化的理解 

・提供外语支持  等 

例如 

・普及简单日语 

・面向市民的宣传与教育 

・面向企业的宣传与教育 

・创造外国人与当地居民 

交流的机会 

・启用能够提供外语支持的人才 

・对市政府职员进行意识启发 

与培训  等 

 

 

 

 

 

相互 

理解 

👤 

日本人 



领域 3：针对不同人生阶段的支援 

对外国人提供针对婴幼儿期、学龄期、青壮年期以及老年期等不同阶段的支援，以及上学、

就业等相关的支援，并对其信息发布及申请方法进行重新审视，以确保外国人能够适时获得所

需支援。 

 

领域 4：完善共生社会的基础 

通过与外国人居住的地区、企业、学校及相关机构的协作，推进完善生活、劳动和学习环

境。此外，通过面向日本人和外国人的启示与援助，培养实现共生社会所需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