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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与外籍居民共生社会的路线图（概要）
为实现与外籍居民共生社会，提出了应实现的与外籍居民共生社会的愿景（三大愿景），作为为实现愿景应解决的中长期课题列出了四个重点项目，
并分别制定了路线图显示今后5年应采取的策略等

1 基本想法
外籍居民的在留情况

■“‘作为生活者的外籍居民’相关的综合应对策略”（2006.12.25）

■“经济财政运营与改革的基本方针2018（主要的方针）”（2018.6.15）

■ 设置“外国人才接收、共生主题的相关阁僚会议”（2018.7.24）

■“为外国人才接收、共生的综合应对策略”（2018.12.25，之后修订了3次）

虽然通过综合应对策略的修订等充实了内容，但仅停留在对短期课题的应
对上

为了实现与外籍居民共生社会的愿景，制定了显示中长期课题及具体措施
的路线图

◎在留外籍居民的增加 ◎出身国籍及地区的多元化

共生措施的变化

2008年９月雷曼兄弟破产事件

2011年3月 东日本大地震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大流行

2012年７月
引入新在留管理制度

1990年６月
在留资格的修改、新设

（千人）

截至2020年末
288万7,116人

48万6,398人

(%)

2010年７月
引入新在留资格“技能实习”
“留学”、“就学”在留资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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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
施行《技能实习

法》

2019年4月
引入“特定技能”制度

2.29%

截至2021年末
276万635人

172万7,221人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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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外籍居民数

外籍居民劳动者数

在留外籍居民占日本总人口比

截至令和3（2021）年末截至令和3（2021）年末截至平成22（2010）年末

外籍居民登记人数：208万7,261人 在留外籍居民数：276万635人

0.80%

中国

67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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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及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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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702

11.0%

菲律宾

2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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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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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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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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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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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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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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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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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409,855

14.8%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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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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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407,140

14.7%



2 应实现的与外籍居民共生社会的愿景（三大愿景）

安全、放心社会

作为共同打造未来的日本社会的一
员，所有人（包括外籍居民）都可以安
全、放心生活的社会

多元化、充满活力的社会

具有不同背景的所有人（包括外籍
居民）都可以参与并最大化发挥自身能
力的多元化、充满活力的社会

尊重人格尊严和人权的社会

所有人（包括外籍居民）都互相尊
重人格尊严和人权，可以不受歧视和偏
见地生活的社会

3 应解决的中长期课题（四个重点项目）

1 为顺畅沟通、提升社会参与度，提供面向外籍居民的日语指导等

2 加强面向外籍居民的信息发布及咨询机制等

3 针对不同的人生阶段／生命周期，提供支援

4 不断努力为实现共生社会奠定基础



4 有关重点项目的主要举措

☆1 为顺畅沟通、提升社会参与度，提供面向外籍居民的日语指导等

○ 为了加强都道府县等开展的日语教育，稳步推进建立综合体制，同时支援包括地方
政府与都道府县等合作开展的日语教育【文部科学省】《1》

○ 开发与“日语教育的参照框架”所显示的教育内容及水平等级相应的各领域教育模
式【文部科学省】《3》

○ 通过制作和利用生活指导（在日本生活的基本信息提供、初步的日语学习）视频
等，营造可学习社会制度等知识的环境（包括来日本之前）【法务省】《6》

○ 开发和提供可根据生活场景学习日语的ICT教材等【文部科学省】《8》

○ 为了让外籍居民在来日本之前掌握顺畅沟通能力，在海外普及日语教育环境【外务
省】《9》

○ 完善日语教育机构认证制度和日语教师资格制度【文部科学省】《11》

○ 制作并发布“生活和工作指导手册”及“外籍居民生活支援门户网站”【法务省】《17》

○ 使用个人编号卡专用网站等进行信息发送【法务省】《18》

○ 通过对外籍居民接收环境完善补助金进行审查等，推进统一咨询窗口的设置【法务省】
《20》

○ 对于多语言翻译技术，努力实现实用级别的“同声传译”，并扩大到15种重点应对语言
【总务省】《23》

○ 由开展外籍居民支援的地区相关机构实施联合咨询会等【法务省】《27》

○ 实施为了普及简单日语的培训等【法务省】【文部科学省】《31》《32》

☆2 加强面向外籍居民的信息发布及咨询机制等

○ 实施地区育儿支援基地事业，开展育儿期内的亲子交流，以及提供可咨询育儿的焦
虑和烦恼的场所等【厚生劳动省】《33》

○ 通过与住民基本台帐系统和学龄簿系统联动，推进对外籍居民子女就学状况的统一
管理和掌握【文部科学省】《36》

○ 推进在公办高中招生选拔中，针对外籍居民学生设置特别名额，以及在考试时采取
照顾措施【文部科学省】《47》

○ 在高中引入制度，将日语的个别指导定位为教育课程予以实施【文部科学省】
《49》

○ 通过在公共职业安定所的外国人就业服务柜台配备专业咨询师和翻译提供职业咨询
服务，并在外国人就业服务中心等为留学生提供支援【厚生劳动省】《57》

○ 面向定居的外籍居民，实施顾及日语能力的职业培训【厚生劳动省】《61》

○ 继续加强有关养老金制度的周知和宣传【厚生劳动省】《63》

○ 通过“针对在留外籍居民的基本调查”等掌握实际情况【法务省】《66》

○ 设立“与外籍居民共存的启蒙月（暂定名称）”，开展各种启蒙活动等【法务省】《67》
《68》

○ 在学校，基于异文化理解和多元文化共生的理念，推进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和充实【文部科
学省】《71》

○ 利用在留外籍居民统计数据等，制作并发布可按国籍、在留资格、行业等掌握外籍居民实
际生活状况的新统计表【法务省】《74》

○ 为了实施外籍居民劳动者工作条件等的就业管理，掌握日本国内外的劳动力流动等的实际
状况，完善相关统计【厚生劳动省】《75》

○ 为了支持民间支援团体开展的面向外籍居民的外展支援举措，实施试行项目【法务省】
《80》

○ 在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探讨构建可统一掌握在留管理所需信息的机制【法务省】《82》

○ 通过整合个人编号卡和在留卡，提高了便利性【法务省】《85》

○ 探讨外籍居民支援人才的培养和高度专业化的支援人才的认证制度等【法务省】《86》

☆3 针对不同的人生阶段／生命周期，提供支援 ☆4 不断努力为实现共生社会奠定基础

5 推进体制
○ 计划期间截至2026年度

○ 在听取有识者意见的同时，通过毎年的检查确认进度，并根据需要进行改善

○ 在综合应对策略中，明确该年度应实施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