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实施调查的目的在于准确地把握在日外国人所处的状况及在其在职业、日常及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有助于策划、制定与外国人的共生政策。
■ 是继2021年度的第三次实施。
■ 为了更好地实施调查，召开了«有关2022年度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的有识之士会议»，就调查项目的确定及调查结果的汇总等，吸取了精
通与外国人的共生政策的有识之士的专业性、高度见识及广泛视野。

⇒通过基于调查结果，策划、制定并实施与外国人的共生政策，加强完善«实现与外国人的共生社会的路线图»及«接受外国人
才及共生所需的综合对策»，整个政府努力实现与外国人的共生社会。

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调查概要－
调查目的等

调查对象
■ 18岁以上的中长期在留者及特别永住者 合计40,000人

※ 仅限截至2022年12月1日，自最近一次入境许可时间起、经过了一年以上的人。
※ 根据基于在日外国人统计（2022年6月末）所确定的各国籍・地区及各在留资格的样本数，随机地抽选出回答对象。

有效回答数等 ■ 发放数：40,000部（其中未到数：1,447部） ■ 有效回答数：5,016部／回答率13.0%

调查方式
■ Web调查（向调查对象邮寄附带二维码的协助委托书。扫描该二维码后，在互联网上回答问卷调查）

■ 回答画面提供8种语言（带假名注音的日语、英语、中文、韩语、葡萄牙语、越南语、菲律宾语、尼泊尔语）。

调查项目

■ 对与以下项目有关的、在日外国人在职业、日常及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等实施调查。
日语学习、生活说明、获取信息・咨询、医疗、灾害及紧急时的应对、育儿・教育、工作、参加社会活动、人权问题（歧视）、
社会保险 等

■ 另外，为了把握在日外国人在孤独方面的实际情况，设置了与«2022年 与人相连相关基础调查（内阁官房）»（调查对象：全
国满16岁以上的个人：2万人）相同的问题

调查期间 ■ 2023年2月1日～2月14日

留意事项
■ 本调查结果仅对问卷调查所得到的回答原样地加以统计和刊登，一部分结果因为所获回答数量有限，所以需要在理解解释时加

以留意。
■ 四舍五入显示数值，可能存在%相加后不足100.0%或图表上数值的合计值与导句不一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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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概要



3年以上不满10年

45.8% (2,169人）

10年以上不满20年

22.8％ (1,080人)

20年以上不满30年

13.1% (621人)

1年以上不满3年

10.5% (498人)

30年以上不满40年

5.2% (244人)

出生后一直 1.8% 

(85人)

40年以上 0.7% 

(34人)

1年未満 0.1% 

(6人)

永住者 30.4％

（1,525人）

技术・人文知识

・国际业务

14.4％

（721人）留学 10.7％

（539人）
日本人配偶等 7.7％

（387人）

技能实习 7.5％

（376人）

家庭居留 6.9％

（347人）

定居者 5.9％

（295人）

特别永住者 5.6％

（279人）

特定技能 4.2％

（211人）

特定活动 1.6％

（81人）

其他 5.1％（255人）

中国 31.4％
（1,575人）

越南 14.7％
（736人）韩国 11.0％

（550人）
菲律宾 7.6％
（380人）

巴西 7.4％
（373人）

尼泊尔 2.9％
（147人）

印尼 2.8％
（142人）

美国 2.8％
（140人）

台湾 2.8％
（139人）

泰国 1.7％
（87人）

其他 14.9％
（747人）

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①（回答者属性）－

■ 回答者的国籍·地区，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中国”（31.4%）、“越南”（14.7%）、“韩国”（11.0%）。
■ 回答者的在留资格，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永住者”（30.4%）、“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14.4%）、“留学”（10.7%）。
■ 回答者的年龄，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30～39岁”（32.7%）、“20～29岁”（29.4%）、“40～49岁”（19.0%）。
■ 在日累加居住年数，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3年以上不满10年”（45.8%）、“10年以上不满20年”（22.8%）、“20年以上不满30年”（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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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016）

（n=5,016）

永住者

28.6%

技能实习

11.1%

技术・人文知识

・国际业务

10.1%
特别永住者 9.9%

留学 8.8%

家庭居留 7.1%

定居者 6.8%

日本人配偶等 4.8%

特定活动 3.8%

特定技能 3.0% 其他 6.1%

参考：在日外国人统计
（2022年6月末）

中国

25.1%

越南

16.1%
韩国

13.9%

菲律宾

9.8%

巴西 7.0%

尼泊尔

4.2%

印尼

2.8%

美国

1.9%

泰国 1.8% 台湾 1.8%

其他

15.4%

参考：在日外国人统计
（2022年6月末）

30～39岁

32.7%

（1,642人）

20～29岁

29.4%

（1,475人）

40～49岁

19.0%

（953人）

50～59岁 11.2%

（560人）

60～69岁 5.0%

（249人）

70～79岁 1.3%（63人）

18～19岁 1.0%（49人） 80岁以上 0.5%

（25人）

（n=5,016）

（n=4,737）

在留资格

国籍・地区 年龄

在日累加居住年数 性別

女性 52.7% 

(2,645人)

男性 46.8% 

(2,346人)

其他 0.5% 

(25人)

（n=5,016）



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②（对整个生活环境的满意度）－

■ 对在日本的生活感到满意的人（“满意”＋“比较满意”）为86.4%（与2021年度调查结果相比，略减1.4%）。
■ 感到满意的理由，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居住环境（清洁度等）好”（36.5%）、“日本社会的文化和习惯比较适合”（18.4%）、“治安好”

（13.8%）。
■ 感到不满意的理由，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工资少”（24.7%）、“物价高”（19.5%）、“歧视外国人”（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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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47.0% 42.3%

41.3%
40.8%

44.0%

7.7%
6.3% 7.5%

3.2% 2.2% 2.9%
3.7% 3.3%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不知道

不满意

比较不满意

比较满意

满意

5.6%

2022年度
（n=5,016）

2021年度
（n=7,982）

2020年度
（n=1,600）

对整个生活环境的满意度

36.5%18.4%

13.8%

7.4%

6.5%

3.8%

2.8%

2.1%

1.6%

1.5%

1.3%

0.9%

0.3%

0.3%

0.1%

2.5%

居住环境（清洁度等）好

日本社会的文化和习惯比较适合

治安好

未来有希望

教育・育儿环境好

（教育・育儿以外的）社会福利
服务完善

就业环境好

日本食物好吃

与日本人有交流

工资高

不歧视外国人

周围有相同国籍・地区的人

物价便宜

充分支持多种语言

容易取得在留资格

其他 （n=4,332）

满意的理由

24.7%

19.5%

18.1%

9.7%

5.2%

4.2%

3.5%

2.9%

1.2%

1.2%

1.2%

0.8%

0.8%

0.6%

0.0%

6.6%

工资低

物价高

歧视外国人

未来没有希望

就业环境差

很难取得在留资格

日本社会的文化和习惯不适合

不能充分支持多种语言

与日本人没有交流

教育・育儿环境差

（教育・育儿以外的）社会福利
服务不完善

居住环境（清洁度）差

日本的食物不合口

周围没有相同国籍·地区的人

治安差

其他 （n=518）

不满意的理由※ 以“满意”“比较满意”
的回答为对象

※ 以“不满意”“比较不满
意”的回答为对象



37.5%11.0%
8.9%
8.3%

6.8%
6.3%
5.9%
5.5%

3.1%
3.1%

2.2%
2.2%
2.1%

15.2%

会日语所以不需要学

没有能够在方便的时间段利用的日语学习班、语言学校等

附近没有免费的日语教室

不会日语生活也很方便

日语学习班、语言学校等的利用费、学费高

无法接受适合自己日语水平的日语教育

附近没有日语学习班、语言学校等

不知道在哪里学习日语

不能在线学习

找不到免费的日语教材

无法接受使用母语的指导

日语教育的内容不实用

不想学

其他 （n=3,621）

21.1%
17.7%

14.2%
14.0%

13.2%
12.1%
11.7%
11.6%

8.0%
7.9%

3.4%
3.0%
4.4%

26.9%

15.0%

12.1%

10.7%

11.8%

8.6%

10.2%

7.8%

7.5%

5.9%

6.7%

2.8%

4.1%

3.2%
32.6%

14.6%

日语学习班、语言学校等的利用费、学费高

附近没有免费的日语教室

没有应用所学日语的机会

没有能够在方便的时间段利用的日语学习班、语言学校等

无法接受适合自己日语水平的日语教育

能够学习日语的场所、服务的相关信息少

附近没有日语学习班、语言学校等

无法接受使用母语的指导

找不到免费的日语教材

日语教育的内容不实用

教的人专业性低

不能在线学习

其他

没遇到什么困难

没有学习日语

2022年度调查

(n=1,116)

2021年度调查

(n=7,982)
※ 2022年度的调查仅以目
前正在学习日语者为对象
（2021年度调查以全体
为回答对象）

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③（日语学习）－

■ 在学习日语所遇到的困难中，和2021年一样，“日语学习班、语言学校等的利用费、学费高”（21.1%）的回答最多。
■ 在没有学习日语的理由中，“会日语所以不需要学”的回答最多（37.5%），其次是“没有能够在方便的时间段利用的日语学习班、语言学校等”

（11.0%）。
■ 从各年龄段没有学习日语的理由来看，年龄越小，“会日语所以不需要学”的回答越多。30多岁、40多岁与其他年龄段相比，“没有能够在方便

的时间段利用的日语学习班、语言学校等”的回答比例更高。
■ 希望在周末节假日或晚上等不工作或不上课的时间段学习日语的回答比例高。

想利用日语学习班・语言学校的时间段
白天（9:00―18:00） 晚上（18:00―21:00） 合计

平日 11.3% 29.4% 40.7%

周末・节假日 30.7% 37.9% 68.6%

合计 42.0% 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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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岁 30多岁 40多岁

1位 会日语所以不需要（40.0%） 会日语所以不需要（37.5%） 会日语所以不需要（35.7%）

2位
没有能够在方便的时间段利用
的日语学习班、语言学校等
（9.3%）

没有能够在方便的时间段利用
的日语学习班、语言学校等
（12.6%）

没有能够在方便的时间段利用的
日语学习班、语言学校等
（12.3%）

3位 附近没有免费的日语教室
（9.0%）

附近没有免费的日语教室
（9.8%）

附近没有免费的日语教室/
不会日语生活也很方便
（8.7%）

没有学习日语的理由・年龄段（摘录・其他除外）

日语学习的困难 没有学习日语的理由

＞ ＞



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④（生活说明）－

■ 没接受过生活说明的回答占40.5%。
■ 想观看生活说明视频的场合下，过半数回答（55.5%）是想在自己方便时在网站上免费观看。
■ 接受过生活说明者回答对在日生活有用的内容中，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扔垃圾”（76.0%）、“居民登录”（53.4%）、“防灾”（50.7%）。
■ 未接受生活说明者回答接受后会有用的内容中，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年金・社会保险”（51.3%）、“税金”（48.9%）、“医疗・福利”
（39.8%），很多人想了解工资扣除项目。

22.2%

35.6%

40.5%

50.4%

37.3%

14.0%

2022年度调查
(n=4,737)

2021年度调查
(n=7,982)

接受过 没接受过 不知道
※ 2022年度调查以非“特别永住者”为回答对象。
（2021年度调查以全员为回答对象）

51.3%
48.9%

39.8%
34.3%

32.2%
24.7%
23.8%
23.0%

20.7%
20.5%

19.4%
18.1%

12.1%
4.8%

年金・社会保险
税金

医疗・福利
劳动・雇佣

教育・日语学习
住宅

分娩・育儿
防灾

扔垃圾
居民登录

支持多语言的咨询窗口
电・燃气・自来水

交通
其他

（n=1,919）

55.5%21.8%
21.6%

19.9%
19.4%
18.7%

11.0%
1.5%

8.5%

不分来日前·来日后，在自己方便时在网站上免费观看

办理签证申请手续时

来日前的研修等时

所属机构（公司、学校等）进行入司、入学等说明时

到居住地的市政府办理迁入手续时

入境前那段时间（乘机过程中・乘船过程中）

入境时（抵达的机场或港口）

其他

不知道 （n=4,737）

76.0%53.4%
50.7%

46.3%
45.0%

43.0%
42.6%

37.0%
36.9%

35.3%
34.4%

21.6%
18.3%

1.5%

扔垃圾

居民登录

防灾

劳动・雇佣

电・燃气・自来水

交通

教育・日语学习

医疗・福利

税金

年金・社会保险

住宅

分娩・育儿

支持多语言的咨询窗口

其他
（n=1,052）

是否接受过 想观看生活说明视频的场合

对在日本生活有用的信息 接受后会有用的信息

5

约半数回答称想了解
工资扣除项目



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⑤（获取信息）－

■ 在过去1年获取公共机构发放信息时遇到的困难中，“没遇到什么困难”（41.8%）的回答最多。在遇到的困难中，“使用多语言发布的信息少”
（20.4%）的回答最多，“使用简单的日语发布的信息少”（13.0%）的回答第三多，语言方面的困难较多。

■ 在除母语外期待提供信息的语言中，“日语”的回答最多（52.7%），占多半。其次是“英語”（37.6%）、“简单的日语”（34.2%）。
■ 在获取公共机构发放信息时没遇到什么困难的回答中，按国籍划分，“泰国”（16.1%）最少；按在留资格划分，“特定技能”（28.9%）最少。
■ 按照日语能力来看，和以往一样，日语能力越低，获取公共机构发放信息时没遇到困难的回答比例越低。

获取公共机构发放信息时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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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14.4%

13.0%

11.1%

7.7%

6.7%

6.4%

1.7%

41.8%

10.2%

34.1%

17.0%

17.4%

15.9%

10.8%

14.4%

10.3%

1.6%

32.0%

5.6%

33.8%

15.9%

23.4%

16.8%

9.4%

13.4%

9.6%

1.9%

31.1%

使用多语言发布的信息少

在公共机构的网站上，很难找到需要的信息

使用简单的日语发布的信息少

在智能手机等能利用的公共机构开发的

APP上发放的信息很少

通过邮件发布的信息少

通过SNS发布的信息少

通过在日本发行的用母语撰写的

报纸、杂志发布的信息少

其他

过去1年没遇到什么困难

没有机会获取公共机构发放的信息

2022年度调查

(n=4,737)

2021年度调查

(n=7,538)

2020年度调查

(n=1,502)

※ 2022年度调查以过去1年遇到过困难的人为调查对象。2020年度及2021年度调查未指定期间。
※ 没有2020年度调查数据的是2021年度以后新增的项目。

52.7%
37.6%

34.2%
2.9%
2.7%

日语

英语

简单的日语

韩语

中文

除母语外期待提供信息的语言（前5项）

获取公共机构发放信息时没遇到困难的回答比例

按照国籍・地区（后3项）

泰国
（n=87）

16.1%

美国
（n=136）

27.2%

尼泊尔
（n=146）

28.8%

按照在留资格（后3项）

特定技能
（n=211）

28.9%

家庭居留
（n=347）

33.7%

留学
（n=539）

34.1%

各级日语能力（会话）的倾向

完全不会（n=80） 25.0%

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交
换基本信息（n=537）

31.5%

可以流畅对话
（n=1,017）

49.1%

各级日语能力（阅读）的倾向

完全不懂（n=349） 30.4%

能阅读日常内容的简单
短小的文章（n=1002）

32.0%

能阅读基于某种视角的
新闻报道等（n=905）

49.5%

（n=5,016）



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⑥（咨询应对）－

■ 遇到困难时的咨询对象，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家人、亲属”（28.7%）、“日本的朋友、熟人”（24.4%）、“祖国、外国的朋友、熟人”
（20.1%）。

■ 向公共机构咨询时遇到的困难中，“为了咨询，必须向公司或学校等请假”（22.4%）的回答最多。其次是“没有配备口译人员或口译人员少”
（11.9%）和“没有外国人也能理解的细致说明，不明白说明的内容”（8.4%），这2个是外国人固有的问题，分别占第2和第3位。

■ 不向公共机构咨询的理由中，“不知道可以咨询的部门或窗口在哪里”（38.5%）的回答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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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共机构咨询时遇到的困难 不向公共机构咨询的理由

家人、亲属, 

28.7%

日本的朋友、

熟人, 24.4%

祖国、外国的朋友、

熟人, 20.1%

接收机构、学校、

公司等, 11.2%

市区町村・都道府县, 

8.5%

国家（外国人在留支援中心

（FRESC）等）, 3.0%

NPO等民间组织, 1.0% 其他, 3.1%

（n=15,048）

※ 关于遇到困难
时的第1咨询对象、
第2咨询对象、第
3咨询对象的回答
合计

22.4%
11.9%

8.4%

7.4%

7.3%

6.1%

5.4%

4.7%

4.4%

3.9%

3.2%

2.7%

1.3%

为了咨询，必须向公司或学校等请假

没有配备口译人员或口译人员少

没有外国人也能理解的细致说明，
不明白说明的内容

没有配备多语言翻译应用程序

咨询窗口少，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没有能够咨询自己遇到的困难的
部门或窗口

在找到合适的部门之前被介绍了
各种部门

遇到多个困难，只有一部分找到了
合适的部门进行咨询

没有被介绍到合适的部门

负责人的专业知识少

咨询的内容没有被理解

能够咨询的内容少

其他

38.5%

29.8%

28.9%

14.6%

13.3%

11.1%

9.4%

4.7%

6.3%

不知道能够咨询的部门或

窗口在哪里

为了咨询，必须向公司或

学校等请假

有其他可以咨询的对象

没有配备口译人员或

口译人员少

没有能够咨询自己遇到的

困难的部门或窗口

咨询窗口少，需要等

待很长时间

没有配备多语言

翻译应用程序

没有可以拨打

一般电话号码的电话

其他 （n=3,418）

69.9%

10.8%

5.5%

13.3%

39.3%

20.4%

8.8%

30.3%

21.1%

3.7%

9.4%

20.6%

1.6%

5.3%

18.7%

0.8%

1.8%

6.3%

0.1%

0.5%

2.2%

1.8%

2.5%

5.2%

第1

第2

第3

家人、亲属 日本的朋友、熟人

祖国、外国的朋友、熟人 接收机构、学校、公司等

市区町村・都道府县 国家（外国人在留支援中心（FRESC）等）

NPO等民间组织 其他 （n=5,016）

遇到困难时的咨询对象（排名）

（n=1,598）

※ 过去1年内没遇到什么困难的回答比例为52.1%

遇到困难时的咨询对象（合计）



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⑦（医疗・灾害・紧急时的应对）－

■ 要到医院就诊、治疗时遇到的困难中，“不能在医院正确告知症状”（15.6%）的回答最多。“不知道针对自身症状进行诊察或治疗的医院在哪
里”（14.8%）、“不知道语言相通的医院在哪里”（12.9%）这两项回答比例超过10%。

■ 发生灾害时的困难中，“不知道从哪获得能够信任的信息才好”（7.7%）的回答最多。前5项的回答内容与2021年度调查时一样，但排名不同。
■ 在新冠疫情影响下遇到困难的回答相比2021年度调查时有所减少。从各个项目来看，除获取信息的“其他”外，所有项目都有所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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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1年到医院就诊、治疗时遇到的困难
（前5项）（n=5,016）

1位 不能在医院正确告知症状 15.6%

2位 不知道针对自身症状进行诊察或治疗的医院在哪里 14.8%

3位 不知道语言相通的医院在哪里 12.9%

4位 不能在医院的挂号处顺利讲述情况 9.0%

5位 与祖国相比，医疗费高 8.5%

过去1年没遇到什么困难 56.8%

1位 不知道从哪获得能够信任的信息才好 7.7%
（12.2%）

2位 有受灾后的支援对策，但不知道利用方法和申请方法 6.7%
（9.1%）

3位 不知道避难场所 6.6%
（10.5%）

4位 因为没有以多种语言发布警报、预警等与避难相关的信息，所以
不知道

6.2%
（10.3%）

5位 不知道避难场所什么样 5.2%
（8.1%）

没遇到什么困难 73.7%
（63.7%）

过去1年里在发生灾害时遇到的困难（前5项）（n=5,016）

13.8%

7.2%

6.8%

4.2%

1.9%
73.0%

18.3%

10.0%

10.1%

5.0%

1.4%

67.2%

不知道从哪获得能够信任的信息才好

因为没有用多语言发布，所以不懂

花费了时间获得信息

因为没有用简单的日语发布，所以不懂

其他

没遇到什么困难

2022年调查

(n=5,016)

2021年调查

(n=7,982)

※ 括号内为2021年度调查（n=7,982）

新冠疫情影响下遇到的困难（获取信息）

27.2%

10.6%
3.1%

2.2%
1.9%1.5%

6.3%

47.2%

由会日语的家人、亲属、朋友或熟人陪
同前往
使用了多语言翻译机・应用程序

利用了自行安排的口译人员

利用了医院配备的口译人员

去了支持多语言的医院

其他

发生了语言问题，却并未应对

没有发生语言问题

过去1年在医院就诊・治疗时发生语言问题后的应对

（n=5,016）



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⑧（育儿・教育）－

■ 在怀孕分娩方面的困难中，“怀孕、分娩的费用高”（13.3%）的回答最多，其次是“担心不能继续上学或工作”（7.2%）、“没有可以商量怀
孕、分娩的烦恼的地方和人”（6.9%）。

■ 在6岁到15岁的孩子的上学状况方面，没有上学的回答比例是2.6%，与2021年度调查持平。
■ 在育儿方面的困难中，前5项的内容与2021年度相同，但排名有变动。

怀孕分娩方面的困难（前5项）（n=2,594）

1位 怀孕、分娩的费用高 13.3%

2位 担心不能继续上学或工作 7.2%

3位 没有可以商量怀孕、分娩的烦恼的地方和人 6.9%

4位 因为生孩子去医院时语言不通 5.5%

5位 担心在留资格 4.9%

没遇到什么困难 68.8%

1位 孩子未充分理解母语、祖国文化 19.9%
（22.1%）

2位 养育费高 16.7%
（18.8%）

3位 孩子不能很好地理解日语 13.0%
（13.3%）

4位 不能很好地与保育所、幼儿园等的老师沟通 12.5%
（13.5%）

5位 没有能商量教育和养育孩子的烦恼的地方和人 10.6%
（13.3%）

没遇到什么困难 36.1%
（38.4%）

育儿方面的困难（前5项）（n=930）

※ 括号内为2021年度调查（n=1,367）

14.3%

12.1%

34.8%

13.7%

3.1%

3.2%

5.1%

5.2%

3.9%

5.6%

7.5%

11.3%

2.7%

6.0%

0.1%

0.0%

11.9%

19.8%

34.3%

42.7%

6岁以上不满16岁

(n=1,384)

16岁以上不满19岁

(n=248)

学费免费或便宜 收到了自治体的就学介绍

用母语支持教学的体制完善 可以接受母语教育

可以接受关于祖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被（祖国传统文化以外的）教育内容所吸引

熟人等介绍 祖国大使馆等介绍

其他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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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54.7%

51.1%

20.5%

20.5%

1.4%

1.6%

0.1%

0.1%

2.8%

2.8%

8.6%

4.1% 1.5%

9.0%

5.6%

2.8%

2.6%

2021年度

(n=2,074)

2022年度

(n=1,421)

正在日本的幼儿园、保育园上学
正在日本的小学上学
正在日本的初中上学（含夜间中学）
正在日本的高中（含通信制高中）上学
正在日本的大学、研究生院上学
正在日本的学校(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院以外）上学
正在外国人学校（国际学校）上学
正在外国人学校（民族学校）上学
其他
没有上学

※“正在日本的幼儿园、保育园
上学”及“正在外国人学校
（民族学校）上学”是2022年
度调查中新增的项目

选择孩子学校的理由孩子的上学状况（6岁～15岁）



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⑨（就业）－

■ 工作方面的困难，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工资低”（35.7%）、“与日本人相比，在雇佣、分配、晋升方面受到不利的待遇”（10.4%）、“工
作时间长”（9.8%）。“工资低”从2020年度调查开始，连续3年最多。

■ 在找不到工作的理由中，“找不到期待的工作”占多半（55.5%）。其次是“自己的日语能力不够”（26.0%）。

10

35.7%

10.4%

9.8%

9.7%

7.4%

7.2%

6.4%

6.2%

5.8%

4.5%

3.5%

3.2%

1.6%

1.3%

3.3% 42.7%

35.6%

12.6%

10.4%

11.9%

10.7%

8.5%

7.7%

7.0%

7.5%

5.6%

4.4%

4.7%

2.6%

1.6%

2.9%

41.7%

34.0%

12.5%

9.4%

11.5%

10.1%

10.2%

6.5%

7.0%

8.4%

6.0%

7.1%

5.1%

1.9%

1.9%

2.5%

34.5%

工资低

与日本人相比，在雇佣、分配、
晋升方面受到不利的待遇

劳动时间长

难以请假

每个月的工资变动大

为了提升技能的培训、支援有限

企业对本人及家庭在生活方面的支持有限

工作单位上的人际关系发展得不顺利

雇佣形式不稳定

工作环境不舒适

工作内容单一、无聊

不明白工作单位中的日语或礼仪

危险的工作多

不被允许加入社会保险
（养老金、健康保险）

其他

没遇到什么困难

2022年度调查

(n=3,831)

2021年度调查

(n=6,369)

2020年度调查

(n=1,231)

18.1% 16.9% 10.7%8.4%

3.0% 2.4%

40.4%

为了育儿 想工作却找不到合适的
日语能力不够 因为身体不好或受伤而无法工作
不知道找工作的方法 为了照护
其他

55.5%
26.0%

25.5%

11.5%

10.0%

6.0%

11.0%

找不到期待的工作

自己的日语能力不够

自己在技术、知识、能力、经验方面

不满足要应聘的工作岗位的要求

不知道求职活动的方法

因自己的在留资格（签证）找不到期待的工作

在祖国取得的资格在日本不被认可

其他 （n=200）

工作方面的困难 没有工作的理由

找不到工作的理由

（n=1,185）



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⑩（参加社会活动）－

■ 希望参加社会活动的回答占35.0%。不希望参加的回答占24.2%。
■ 按照活动内容来看，想参加志愿者活动的回答较多（70.9%），“加入町内会、自治会”（35.2%）及“协助行政机构的活动”（34.4%）的关

注度也很高。
■ 在参加社会活动方面的困难中，“不知道在进行什么样的活动”（49.6%）的回答最多。

35.0% 24.2% 40.8%

想参加 不想参加 不知道

参加社会活动方面的困难是否希望参加社会活动

（n=5,016）

49.6%
35.6%

25.3%
22.7%

17.8%
16.3%

11.1%
9.9%

0.8%
1.0%

26.2%

不知道在进行什么样的活动

不知道自己能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担心语言不通有不安

担心本地人不能接受自己

因与其他事情和时间冲突而无法参加

因没有熟人参加而感到不安

参加的手续很难懂

参加时的经费（交通费等）负担

因为是外国人，导致想参加的活动无法参加

其他

没遇到什么困难 （n=1,757）

70.9%

35.2%

34.4%

15.4%

13.3%

4.3%

志愿者活动（口译、清扫等）

加入町内会、自治会

协助行政机关的活动

（各种委员等）

学校的监护人会（ＰＴＡ）干部・

ＰＴＡ活动

加入消防团

其他 （n=1,757）

想参加的活动

担心本地人不能接受自己

培养共生社会意识的有效举措
（前5项）（n=5,016）

1位 体验各国文化的活动（饮食文化等） 44.7%

2位 体验日本文化的活动 37.0%

3位 以实现与外国人的共生社会为主题的活动 31.8%

4位 简单易懂地介绍接受外国人才环境建设相关举措的活动 28.2%

5位 培养尊重人权意识的活动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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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⑪（人权问题・歧视）－

■ 在受到歧视方面，和2021年度调查一样，“寻找住处时”（23.8%）的回答最多。其次是“工作时”（17.8%）、“找工作时”（16.3%）。
■ 歧视主体中，“职场相关人员”（35.3%）最多，其次是“住宅房地产相关人员”（31.3%），再其次是“店员”（27.6%）。
■ 遭遇过仇恨言论的回答占15.0%。遭受仇恨言论的场合，除“其他”（52.1%）外，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互联网”（34.4%）、“城市宣传活
动”（23.7%）、“游行”（23.0%）。

15.0% 63.2% 21.9%

遭遇过 没遭遇过 不知道

受到歧视的场合 遭遇仇恨言论的经历

（n=5,016）

23.8%

17.8%

16.3%

13.2%

12.6%

12.3%

11.6%

11.2%

11.0%

10.0%

7.9%

2.4%

1.9%

4.4% 42.4%

20.6%

19.7%

17.9%

14.3%

10.7%

12.0%

11.9%

11.2%

11.4%

9.9%

6.3%

2.7%

1.7%

3.9%

43.9%

寻找住处时

工作时

找工作时

申请信用卡时

在公共机构（市区町村・都道府
县・国家）等办理手续时

开设银行账户时

乘坐电车・公交车等时

和邻里交往时

和日本的朋友交往时

手机签约时

学校等教育机构

自己或家人结婚时

分娩・育儿时

其他

没有特别的受到歧视的经历

2022年度调查

(n=5,016)

2021年度调查

(n=7,982)

遭遇仇恨言论的场合

34.4%

23.7%

23.0%

8.0%

6.8%

4.8%

52.1%

互联网

城市宣传活动

游行

TV

报纸

杂志

其他
（n=752）

歧视的主体

35.3%

31.3%

27.6%

18.6%

17.3%

15.0%

13.1%

10.2%

3.6%

3.4%

2.1%

41.6%

职场相关人员

住宅房地产相关人员

店员

公务员等

附近居民

日本的朋友・熟人

学校的教师、学生及其监护人

医院相关人员

祖国・外国的朋友・熟人

配偶・伙伴

家人

不认识的人

（n=2,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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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⑫（社会保险・孤独）－

■ 在照护保险制度方面的困难中，和2021年度调查一样，“不太清楚制度的详细内容”（44.3%）的回答占多数。
■ 感到孤独的程度是“常有”的回答占7.5%，与2021年度调查相比增加0.8%。“不时有”的回答占17.6%，与2021年度调查相比增加2.7%。“常

有”“不时有”的回答比例与“2022年与人相连相关基础调查（内阁官房）（调查对象：全国满16岁以上的个人：2万人）相比，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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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制度相关信息的获取来源（前5项）（n=4,967）

照护保险制度方面的困难

44.3%

16.3%

14.2%

8.6%

7.5%

1.9%

1.0%

1.8%

41.1%

42.1%

15.0%

15.6%

12.1%

8.5%

2.3%

1.5%

1.4%

42.3%

不太清楚制度的详细内容

不知道该去哪里咨询手续和使用方法

经济负担大（保险费高）

没有可以用母语咨询手续和使用方法的地方

经济负担大（服务利用费高）

没有提供期待的服务

因为需要等待，所以无法利用

其他

无

2022年度调查

(n=1,850)
2021年度调查

(n=2,812)

1位 职场 26.1%

2位 日本年金机构年金事务所寄来的信函、文件 25.2%

3位 家人、亲属 21.1%

4位 日本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 20.2%

5位 日本的朋友、熟人 17.6%

照护保险制度相关信息的获取来源（前5项）（n=1,850）

1位 家人、亲属 30.8%

2位 日本的电视、广播、报纸、杂志 27.4%

3位 职场 18.1%

4位 日本的朋友、熟人 16.9%

5位 市区町村的窗口 14.9%

7.5%

6.7%

17.6%

14.9%

24.3%

29.5%

23.9%

22.7%

26.8%

26.1%

2022年度
调查

(n=5,016)
2021年度

调查
(n=7,982)

常有 不时有 偶尔有 几乎没有 完全没有

参考：“2022年与人相连相关基础调查”（内阁官房）的调查结果

孤独的状况（有什么程度的孤独感）

2022年

2021年

常有 不时有 偶尔有 几乎没有 绝对没有 无回答



1.2%

5.1% 93.7%

利用过
知道但没利用过
不知道

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⑬（窗口・网页・政策等的认知度）－

■ 关于公共机构设立的外国人专用咨询窗口及网页等，“不知道”的回答超过80%，但在实际使用的人中，正面评价约占90%。
○ 外国人生活支援门户网站⇒https://www.moj.go.jp/isa/support/portal/index.html ○ 生活・就业指南⇒https://www.moj.go.jp/isa/guidebook_all.html

○ 外国人在留支援中心（FRESC）⇒https://www.moj.go.jp/isa/support/fresc/fresc01.html ○ 融会贯通日语生活⇒https://tsunagarujp.bunka.go.jp/

外国人在留支援中心（FRESC）

1.5%

17.5% 80.9%

利用过 知道但没利用过 不知道

（n=5,016）

认知度

利用后觉得好的地方
45.5%

42.9%
36.4%

28.6%
1.3%

11.7%

认真倾听了我的不安和烦恼等

理解了我咨询的内容

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和解决对策

进行多语言应对

其他

无 （n=77）

认真倾听了我的不安和烦恼等

地方公共团体设立的一元化咨询窗口

2.9%

14.2% 82.9%

利用过 知道但没利用过 不知道

（n=5,016）

认知度

利用后觉得好的地方
51.7%

48.3%
40.0%

22.1%
0.0%

11.7%

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和解决对策

认真倾听了我的不安和烦恼等

理解了我咨询的内容

进行多语言应对

其他

无 （n=145）

认真倾听了我的不安和烦恼等

外国人生活支援门户网站

3.6%

16.3% 80.1%

利用过 知道但没利用过 不知道

（n=5,016）

认知度

利用后觉得好的地方 53.0%

36.5%
31.5%

28.2%
22.7%

17.1%
15.5%

0.6%
9.9%

信息容易查找
信息量丰富

内容简单易懂
用多种语言刊登了信息

刊载了最新信息
可以集中了解国家政策

用简单的日语刊登了信息
其他

无
（n=181）

认知度
3.3%

15.3% 81.4%

利用过 知道但没利用过 不知道

利用后觉得好的地方

29.9%
25.0%
24.4%

12.8%
11.0%

0.0%
0.0%
0.0%

信息容易查找
内容简单易懂

信息量丰富
刊载了最新信息

用多种语言刊登了信息
用简单的日语刊登了信息

其他
无 （n=164）

生活・就业指南

（n=5,016）

认知度

连接扩展在日生活（连扩）

21.9% 78.1%

知道 不知道

日本年金机构年金事务所的
多语言咨询

9.2%
90.8%

知道 不知道

接受外国人才及共生所需的
综合对策

（n=5,016）

7.7%
92.3%

知道 不知道

实现与外国人的共生社会的
路线图

（n=5,016）

利用后是否掌握了日语

44.1% 45.8% 10.2%

充分掌握
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
仅仅如此未能充分掌握日语

（n=59）

（n=4,967）

（n=5,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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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oj.go.jp/isa/support/portal/index.html
https://www.moj.go.jp/isa/guidebook_all.html
https://www.moj.go.jp/isa/support/fresc/fresc01.html
https://tsunagarujp.bunka.go.jp/


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意见・要求等①语言・种族歧视等－

关于语言 （2,783部）

○ 关于日语学习支援
· 最重要的是要让外国人能够以合理的费用轻松参加最新的语言学讲座（不是一味地学习，而是经过科学证明的有效的教育方法）。日语是一门非常复杂的语言，不懂日语就

无法很好地了解日本。另外，希望让带小孩的母亲也能参加这样的语言学讲学。（40多岁、女性）
· 我目前所在地区的日语班，语法课本用的是小学的国语教材，希望加入一些主妇在日常生活中能派上用场的内容。例如，料理和日用品相关的单词等。（40多岁、女性）
· 希望有教地方方言的地方。不然到了地方以后，听不懂当地人说话。（50多岁、男性）

○ 关于多语言应对
· 医院和地方自治体政府机关需要提供多语言口译人员。（20多岁、男性）
· 各地应提供口译人员。（40多岁、女性）
· 最好张贴多种语言的车站、市政府导览图。现在多是在日语下面标注英语，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懂英语，所以最好是在导览图和标识上同时标注其他语言。（20多岁、女性）
· 希望政府机关在制作文件时，也制作多语言版的文件。特别是护士和医院的挂号处，希望增加能应对多语言的工作人员（很多医生都会讲英语）。希望用多种语言发布公共

说明及通知。（50多岁、女性）
○ 关于简单日语

· 地区应该免费开设更多的面向外国人的日语讲座和面向日本人的“简单日语”讲座。（30多岁、男性） 等

关于种族歧视・机会平等・个人尊重 （2,588部）

· 我生在日本长在日本，上小学时遭受了霸凌。我认识的巴基斯坦人几乎都遭受过霸凌。日本在发型、服装等方面的规定非常严格，所以所有人看起来都一样。因此，外国人
会因为跟其他人不一样而很容易遭受霸凌。在日本，多样性尚未普及，在很多方面必须做出改变，以方便更多种族的人在这里生活。我是伊斯兰教徒，应聘兼职时提出要戴
头巾，结果却被告知不戴头巾才能被录用。当我听到对方说“因为这里是日本……”时，我震惊了。希望日本能够开展活动和教育，让大家更理解外国人的宗教和文化。拜
托啦。（20多岁、女性）

· 近年来，日本的环境对于外国人来说比以前更加友好。但是，办理签约相关的手续时却非常麻烦。特别是外国人身份无法成为“身份保证人”，必须四处去找保证人，居住
在海外的家人也帮不上忙，结果导致无法顺利求职，无法住进心仪的房间，这些我都经历过。在生活方面，与其说歧视，倒不如说是部分日本人很害怕外国人。部分日本人
不知道该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听到日语以外的语言就会产生抵触情绪。所以我觉得召开交流会是个不错的办法，让大家可以加深相互间的了解，互相尊重。（30多岁、
女性）

· 从儿童时期开始就需要采取措施，提供无歧视支援。（50多岁、女性）
· 外国人并不都是一样的。即使来自同一个国家，每个人也都不一样。被不加区分地混同对待，让人感到不舒服。（30多岁、女性）
· 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在有些方面对于多样性的理解不够，缺乏尊重的态度。具体来说，有些网络银行、信用卡公司禁止外国人办理业务，有些房东禁止外国人入住，

这些我都经历过。我现在所住的公寓在我入住后不久，就制定并公布了“不能说日语的外国人入住者不能参加社区活动”的歧视性规定。我住在高于市中心平均单价的公寓
里，仍然感受到了日本社会的歧视意识根深蒂固。最后，是在日本居住期间令我感到最不合理的一点，即疫情期间，曾有一段时间外国人持有在留资格却被禁止入境，我身
边就有人因此未能结婚或放弃入境。我认为对比不受入境限制的日本人，这完全就是歧视政策。（30多岁、女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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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调查围绕“为了让外国人在日本更好地生活，需要怎样的支援、措施和制度”提出问题，请回答者从“语言”“工作”“信息提供”等选项中
选择合适的项目（可多选），以自由记述的方式进行回答。各领域的意见和要求如下。（下面各领域旁标注的数字表示该项目的被选定次数。关
于自由记述的内容，从“无”“请多关照”等以外的3,620部中摘录了一部分。原则上是直接记载原文，不过有时会对明显的错字漏字等进行修
改。另外，还将非日语回答内容翻译成了日语。）



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意见・要求等②工作・信息提供・在留资格－

关于信息提供 （1,899部）

○ 关于信息的内容
· 希望发行对灾害和育儿等制度进行详细介绍的信息杂志，希望了解参加保险、税金、年金等方面的信息。（40多岁、男性）
· 我认为需要建一个方便搜索面向外国人的招聘信息、外国人学生奖学金等相关信息的网站。（20多岁、男性）
· 关于垃圾分类日这种针对周边居民的规定，任何一点点的信息都是必要的。我常听人提到这个问题。（40多岁、女性）
· 希望能够轻松获取关于自闭症和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相关信息。（30多岁、女性）

○ 关于信息发布的方法
· 希望语言学校和雇佣外国人的企业、团体能够积极提供各种信息。因为如果外国人不理解政策和制度，就无法提出问题。（20多岁、女性）
· 初来日本时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虽然附近有咨询窗口，却不知道该咨询什么，这种情况多有发生。这份问卷调查中不是记载了很多困扰外国人的问题嘛，我觉得可以制作

类似的说明手册，在外国人入境前进行分发。（30多岁、男性）
· 希望利用SNS向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提供更多的信息。（60多岁、女性）
· 入境后的几个月内，如果没有适当的培训，就无法进一步了解如何办理相关手续。（20多岁、男性）

等

关于工作 （2,806部）

○ 关于就业支援
· 希望进一步加强对留学生的就业支援。（20多岁、男性）
· 希望在介绍工作和取得签证方面加强支援。希望提供更多的信息和一对一指导。（20多岁、男性）
· 希望提供更多信息，帮助擅长日语的外国人或至少会1门外语（母语以外）的外国人找到稳定工作。在外国人中，有很多人的外语能力都浪费了。（40多岁、女性）

○ 关于为就业者提供支援
· 感觉目前就职于中小企业的外国人没得到什么支援。希望支援机构掌握中小企业外籍就业者的现状，积极提供援助。如果能为中小企业的外籍就业者提供时间和场地，让他

们有机会学习困扰他们的语言问题、人际关系问题以及在日本社会生活所应具备的社会常识等，那么他们会更容易融入日本社会。（50多岁、男性）
· 为了让外国人学会日本人的习惯、礼仪和换位思考，享受快乐人生，不仅是学校，职场上也要要求外国人通过某种形式加强学习。如此一来，外国人便能更加了解日本，对

日本更有感情，在日本快乐地生活。（20多岁、女性）
○ 关于资格

· 希望建立实习或资格认定的机制，让在外国取得的工作相关资格证明等在日本社会也能得到认可，这样一来，外国人就能更快地找到稳定的工作，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
（50多岁、男性）

等

关于在留资格 （2,079部）

○ 关于永住许可
· 要放宽面向外国人的永住签证申请制度。（30多岁、女性）

○ 关于亲属居留
· 在日本工作的外国人母亲，没人帮忙照看孩子，所以希望可以延长亲属访问签证的期限。（40多岁、女性）

○ 关于在留资格相关的手续
· 在留资格申请时间过长。（60多岁、女性）
· 感觉在留资格的条件和制度相比以前都放宽了，但还是希望申请时能够得到多方面的支援。（40多岁、女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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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意见・要求等③教育・住宅・交流－

关于住宅 （1,685部）

· 可能听起来像是在撒谎，不过我在日本生活期间，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觉得不安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身边的人都很友善。只是当初租房时，我曾感觉特别迷茫。首先
是需要连带保证人，此外因为我是外国人，还被提出了很多无理的要求，真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希望在外国人租房时，NPO法人或者行政机构等能够在中间起到缓冲
调节的作用。（50多岁、女性）

· 初来日本时，找房和申请银行账户的难度很高，在自己国家时，只要正常付钱就能解决，在日本却必须要有电话号码和银行账户，否则就没办法租房。想先申请银行账户
吧，可没有住所就无法申请。因为是非居住者，审核时间需要2个月。所有事都互为关联，哪件都难办。相信所有外国人在初来日本时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希望改善。
（30多岁、女性）

·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最辛苦的事就是找房。日本有敷金、礼金和保证会社的费用，对于外国人来说会相当不习惯。并且我在实际找房时发现，很多房子都不能租给外国人，
令人很困扰。我个人认为，针对找房的外国人开办知识讲座或提供支援等，会让日本变得更适宜外国人居住。（20多岁、女性）

等

关于教育 （1,665部）

○ 关于教育的内容
· 外国人的孩子在学校处于弱势地位。希望班主任能尽可能地多照顾外国人的孩子。特别是小学和初中。（50多岁、男性）
· 虽说外国人融入日本的生活很重要，但日本人也需要努力了解外国，构建这样的教育体系很必要。（20多岁、女性）

○ 关于入学等的手续
· 办理孩子的市区町村学校相关的申请时，感到很不方便（50多岁、男性）
· 希望了解保育园、幼儿园和学校的申请方法及规定。国家不同，文化就不同，有些事对我来说是常识，在日本却行不通，现在有了孩子，所以在教育方面就非常担心。

（30多岁、女性）
· 在国家的教育方式、监护人、与学校的沟通方式（PTA等）等方面的差异应该更简单明了。（30多岁、女性）
· 感觉尚未建立收集外籍孩子教育相关的合理化建议的窗口。（40多岁、女性）

等

关于交流 （1,425部）

○ 关于日本人与外国人的交流
· 希望町会和地区也能设立外国人多语言交流咨询会。举办各国的文化节，让日本人了解海外的文化和习惯等，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和尊重。（30多岁、女性）
· （希望）有更多的机会与邻居和家附近的人们进行交流，例如町内会等。（70多岁、女性）
· 希望你们面向日本人也实施这种问卷调查。有些事单靠外国人的意见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希望你们了解日本人对于共生社会是怎么想的，并在此基础上开展适合各地区的

文化宣传活动和培训班。我居住的地区没有实施这样的问卷调查。因此，希望你们不仅要反馈我们这些外国人的意见，还要反馈日本人的意见，让日本社会变得更加宜居。
（20多岁、女性）

· 希望国家和地区社会举办各种节日庆典、社区集会、兴趣艺术相关的活动等，以促进高龄日本人或本地日本居民与外国人的一体化/交流。希望指定“国际日”或“世界日
本日”等节日。（30多岁、女性）

○ 关于来自相同国家的人之间的交流
· 目前，育儿是更大的问题。孩子生在日本，学习和接触日本的文化和语言。由于各种问题，无法经常回国，所以希望构建一个平台，将住在日本的孩子们集合起来，参加各

种活动，增加相互间的接触和交流。（20多岁、女性）
· 希望能为生活在同一个县、市或者地区的台湾人提供互相认识的机会。如果身边有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或朋友，对于外国人来说，会比较容易产生共鸣，得到安慰。大家生

活圈子不同，每天只是公司和家两点一线，根本没有办法知道有没有其他台湾人生活在同一区域内。如果有组织或者派对，能让大家互相认识，那就太好了。我不是住在大
城市，所以遇到台湾人的机会真的很少。（20多岁、女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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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意见・要求等④咨询・医疗・税金・年金－

关于医疗 （1,704部）

· 生病、受伤时，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很担心。（30多岁、女性）
· 不妨多听听因为语言能力不够、不了解日本医疗系统而无法接受适当治疗的外国人的声音。（50多岁、女性）
· 不知道医疗机构初诊时需要填写的问诊表该怎么填写。（40多岁、女性）
· 生病时，用日语说明症状非常难。如果医院里有懂外语的医生就好了。（30多岁、男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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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咨询 （1,346部）

· 我来日本快10年了，迄今为止发生了很多事情，不过总算都熬过来了。近来感觉面向外国人的法律咨询服务很少。（30多岁、男性）
· 希望能够提供可靠的、便于咨询心理方面问题的地方。（40多岁、女性）
· 想有人帮忙出主意时，如果知道该去哪里咨询，会更加轻松。网站上通常都是日语翻译成英语，不太好懂。每种情况都不一样，如果能到特定的地方找人咨询就好了。

（50多岁、女性）
· 希望普及SNS、24小时自动咨询工具等方便咨询的服务。（30多岁、男性）
· 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咨询就业、工资待遇相关的问题，了解永住、归化相关的信息。希望有更多机会和日本人一起参与活动。希望有更多机会咨询在日生活、医院就诊、老年

人照护等方面的问题。希望能像日本人一样在日本生活和共享信息。（30多岁女性）
等

关于税金 （1,846部）

· 需要提供有关确定申告方法的信息。（20多岁、女性）
· 关于年末调整和确定申告所使用的纳税申告单，希望提供英文版。（50多岁、男性）

等

关于年金 （1,673部）

○ 关于信息
· 除了相关规定和礼仪外，还应该让来日的外国人了解社会福利的结构和制度（国民年金/厚生年金等）。因为我是学护理的，所以渐渐了解了很多，但还有很多人在什么都

不懂的状态下生活着。不能只是增加窗口，还要赋予这些人权利。（20多岁、女性）
· 我与日本人打交道少，所以少有机会了解对生活有用的信息。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学习有关医疗年金税金的知识。感觉就是全凭国家处理。（40多岁、女性）
· 税金、年金、请款单……日本很多重要事项都使用纸质资料处理，并且只有日本版。对于母语不是日语的人来说，自己一个人处理这些事情很难。原因是纸质资料不方便使

用翻译设备，很容易出错。如果能推广线上系统，加入外语翻译，或者邮寄外语版的纸质资料，外国人处理起来就会非常轻松。为了理解日文资料和日本生活，我们会长期
关注GaijinPot等网站。例如，年金手账这种极其重要的资料，上面都是难懂的日语，要借助高科技手段进行翻译非常困难。不妨在发行年金手账时附上封皮，在封皮上用
外语注明手账的意义、阅读方法、使用方法、遗失时的处理方法等。如果在手账上附上封皮，那么不擅长日语的人每次看手账时就都能作为参考。（20多岁、男性）

○ 关于制度
· 在工资方面，外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希望政府对此予以讨论。其次是关于年金缴纳，有些人合同到期回国时，无法全额领取已缴纳的年金，希望对相关机

制进行重新讨论（例如，缴纳了9年年金，回国时只能领取5年年金）。希望国家机构和政府部门给予外国人更多的援助和关心，让日本成为外国人的第二故乡，让外国人
在这里更加安心地学习、生活和工作，为日本社会做出更多贡献。（30多岁、男性）

等



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意见・要求等⑤参加政治活动・保险・银行账户等・灾害－

关于保险 （1,379部）

· 我2006年初来日本时，英语支持非常少，生活很不方便。我觉得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但在年金制度、财产转让、税金、保险等方面，理解起来还是很困难，还有很多事
情不懂。（40多岁、女性）

· 不太了解保险和年金等制度。有些人可能不得不回国，那回国时该怎么办？希望能在网络上很方便地咨询这些生活方面的问题。现在基本上都得打电话或者直接去窗口。
（30多岁、男性）

· 我知道市政府和一些设施开设了收费很低的日语培训班，但对于工作的人来说，很难找到合适的时间，并且很多场地利用起来也不方便。不认识汉字，所以想要理解和加入
生命保险很难。（40多岁、男性）

等

关于参加政治活动 （799部）

· 要赋予在日居留一定时间（例如居留20年）以上的外国人选举权。（30多岁、男性）
· 通过语言支援、信息提供、咨询等，外国人可以跨越语言障碍，更好地融入日本社会。希望消除歧视，给外国人提供平等的机会，让外国人可以在日本工作、生活。制定相

关政策时，需要倾听外国人的声音，所以外国人参与政治活动也是必不可少的。（20多岁、女性）
等

关于银行账户・信用卡・融资 （1,489部）

○ 关于无法享受服务
· 我来日本半年，无法享受日本的电话号码和银行账户等服务，让我感到非常不方便。请努力改善。（20多岁、男性）
· 从资料来看，我是永住者，有工作，平均收入高，应该是可以贷款的，但当我想进行3,000万日元的不动产投资时，银行却多次表示不知道我会不会留在日本，所以拒绝为

我贷款。对于想长期定居日本的人来说，这是个大问题。（40多岁、男性）
· 不管哪个国家，对于外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学习语言。掌握了语言，就能和其他人顺场地沟通，生活就会变得更加丰富。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的包容度非常高，让外

国人感觉生活很方便，但在住宅、工作、银行账户、信用卡等日常生活方面，因为信用不足或在留资格等原因，对外国人的限制很多。（20多岁、女性）
○ 关于享受服务时遇到的困难

· 办理在日本生活所需的手续（居民登录、账户开设、驾照申请等）时，无法输入姓名，每次都很辛苦。日本的姓名分为“姓氏”和“名字”，并且字数很少。而像我这样的
外国人，有的没有“姓氏”，有的有“中名”，姓名的格式与日本不尽相同。各政府机构、民间公司给出的应对方式也各不相同，比如“不写姓氏”“名字太长写不下，所
以不显示”等，导致不同资料上的姓名各不相同。对于日本人来说，应该不存在不同政府机构登录不同姓名、账户姓名与护照姓名不符等情况。站在身份验证的角度，也希
望能支持外国人的姓名登录。（30多岁、男性）

等

关于灾害 （893部）

· 必须具备生活所需的知识及语言能力，与他人（特别是日本人）相互了解的机会必不可少。另外，日本自然灾害较多，所以保险和灾害相关的知识也很重要。（20多岁、
男性）

· 希望在发布灾害信息等的方面进行改善，与网络应用程序（Yahoo防灾速报等）挂钩，以更好地传递信息。当然，不同自治体有不同的应对方式，但由国家发布通知会更容
易实现。（20多岁、女性）

· 日本是灾害较多的国家，所以（希望了解）相关的对策和准备工作等（50多岁、女性）
· 我在日本生活了2年，我认为日本政府管理得很好。例如，发生严重灾害时会提醒我们注意，日本人也很友善。职场上也没遇到什么问题，大家互帮互助。（20多岁、女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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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意见・要求等⑥育儿・死亡・其他－
关于育儿 （1,418部）

○ 关于提供学校等相关的信息
· 孩子升学完全处于摸索状态，只能找身边有经验的朋友商量。希望能在日本幼儿园进园、小学初中高中入学前，面向家有2岁幼童、幼儿园年中组、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

级、高中二年级孩子的监护人召开中文事前说明会，就相关手续及必要的准备工作进行说明。（40多岁、女性）
· 外国人母亲如果不理解或者不知道孩子在学校里发生了什么，就会处于弱势地位。父母在育儿方面感受不到主体性，必然会成为外国人不想留在日本的理由。（40多岁、

男性）
○ 关于育儿方面的困难

· 为了让外国人更容易养育孩子，希望降低生孩子以及在学校上学的费用。（30多岁、女性）
· 没有祖父母时不时地帮忙照看孩子，外国人在日本养育孩子真的真难。所以，希望为外国人提供更多申请幼儿园、保育所的机会。（30多岁、女性）

等

关于死亡（确保墓地等） （736部）

· 长期居留日本的在日外国人，只要不回归祖国，就会在日本迎接死亡，但我觉得有关日本丧礼和墓地系统的信息很少。（30多岁、女性）
· 作为生活在日本的伊斯兰教徒，真的很需要伊斯兰教的丧葬服务。（50多岁、男性）
· 我长期住在日本，却不知道家里有人去世时该怎么办！另外，（到时候需要的）费用也会特别高。或许有什么保险，能让我们在临终前放心地支付费用！我们不是在自己的

国家，我们知道在日本去世时有很多事不一样。关于这些事，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我打算在日本定居，却很担心这些事，特别是现在日本不景气，几乎存不下钱。如果死
需要花钱的话，那到时候我们该到哪里求助？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这是最让我们感到不安的事情！（40多岁、男性）

等

其他 （489部）

○ 关于孤独、孤立
·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住在日本，因为与自己相同国籍的人很少，所以常常会感到文化的差异，感到孤独。希望有地方能够帮助外国人解决困难。（10多岁、女性）
· 希望有人说说话。（60多岁、女性）
· 我在日本生活13年了。我非常喜欢日本的文化、宜居性、安全性以及日本的美食。我日语也没有问题，可以正常地跟日本人对话，想说什么都能说，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困

扰的事情，周围人也都很亲切。但是，我还是常常感到孤独。因为日本人对我再亲切，也没有在真正意思上接纳我。“她是外国人”这种意识非常强烈。也就是说，他们会
觉得“因为是外人，所以不可能100%了解日本人”。可能我说的这些比较情绪化，但由于这种想法在脑海里根深蒂固，所以日本不论过多少年都会是不适宜外国人居住的
国家。日本是出了名的人们最不想去的移民国家，这是事实。如果不是真地热爱日本，根本无法长久地生活在这里。（40多岁、女性）

○ 关于宗教
· 伊斯兰教徒不能食用猪肉或使用含猪成分的商品，所以食物、洗发水、沐浴液等商品中含有猪成分时，希望能在包装上注明。例如，面包乳化剂、人造黄油、洗发水和沐浴

液的甘油、化妆品（护肤品）的胶原蛋白等。知道商品中含有猪成分，伊斯兰教徒就可以轻松避开，非常有帮助。从现状来看，要想了解各种商品中添加的乳化剂和人造黄
油、甘油、胶原蛋白等是否含猪成分，必须咨询制造商，很多伊斯兰教徒在日本买东西（食物、饮料、洗发水、沐浴液、护肤品等）时，常常会感到不安，不知道可不可以
买。为了让伊斯兰教徒能够安心购买各种商品，希望在含猪成分的商品包装上明确标注，这样真的会帮到很多人。（30多岁、女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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