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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后的手续

1-1 怀孕后的申报，领取母子健康手册等

	・ 		 确认怀孕后，请立刻向居住地的市区町村提交怀孕申报表。

	・ 		 市区町村会对提交怀孕申报者提供以下服务

①		 发放母子健康手册

②		 可以接受公费补助孕妇健康诊断的门诊券或补助券

③		 保健师的咨询

④		 新手双亲学习班（母亲学习班・父亲学习班）的介绍

※	 　　母子健康手册是从母亲怀孕至分娩以后，将孩子的新生期至婴幼儿期的健康状态持续进行记录，也
是婴幼儿父母的育儿指南。父母可以根据需要编写记录和管理，医疗从事者也可以进行记录并作为治疗参考。

1-2 孕妇健康检查

	・ 		 怀孕期间应格外注意身体健康。

孕妇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接受医生和助产师的指导管理好母子的健康。

	・ 		 孕妇接受健康检查的理想频率如下。

①	怀孕初期至怀孕 23 周止，4 周 1 次

②	怀孕 24 周至 35 周止，2 周 1 次

③	怀孕 36 周至分娩，每周 1 次

1

	第４章	 分娩・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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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保健师・助产师的家庭访问指导

保健师或助产师在家庭访问时，会做以下的咨询和指导。

①		 家庭生活和饮食指南

②		 有关怀孕和分娩的焦虑与不安的咨询

③		 有关新生儿的保育咨询

※	 　　些家庭访问指导均为免费。详情请向所居住的市区町村咨询。

1-4 新手双亲学习班（母亲学习班・父亲学习班）

市区町村举办有关怀孕、分娩、育儿、营养等课程培训。这也是新手父母互相交流的场所。



41

第
１
章

第
３
章

第
２
章

第
４
章

第
５
章

第
６
章

第
７
章

第
８
章

第
９
章

第
10
章

第
11
章

第
12
章

4 分娩・育儿

分娩后的手续

2-1 出生申报（出生届）

孩子在日本出生了

	・ 		 父亲或母亲必须提交孩子的出生申报。

	・ 		 该申报须在孩子出生 14 天之内提交。

	・ 		 该申报须向孩子出生地的政府或申报者所居住的市区町村提交。

（１）	 提交出生申报时的所需材料

	・ 		 出生证明书

	・ 		 其他的有关材料，请向所居住的市区町村咨询。

（２）	 其他手续

如果孩子出生日起 60 天后仍未取得居留资格的话，住民票将被取消，也不能接受国民

健康保险和儿童补贴金等行政服务。详情请参阅第 1 章 2-4 的居留资格的取得。

2-2 向母国提交出生申报

如果父母双方均为外国国籍，即便孩子在日本出生也不能获取日本的国籍。诸如此类情

况，请向母国提交孩子的出生申报办理相关手续。详细内容请向父亲或母亲的国籍所在国的

驻日本大使馆或总领事馆咨询联系。

同时也请办理出生孩子的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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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费用和各类补贴

怀孕・分娩并非生病，所以原则上不能享用健康保险。

作为例外，剖腹产等手术费用可享用健康保险。

3-1 分娩育儿一次性补贴金

这是指加入健康保险和国民健康保险的成员在分娩时，可以领取 42 万日元（2023 年

4 月以后为 50 万日元）补贴金的制度。但是，怀孕周数未满 22 周，不属于产科医疗补助

对象的分娩时，只能领取 40 万 8 千日元（2023 年 4 月以后为 48 万 8 千日元）的补贴金。

该补助有以下 2 个制度。

①		 直接支付制度

	 	 该制度是指医疗机构等代替孕妇领取分娩育儿一次性补贴金的制度。一次性补

贴金直接支付给医疗机构，所以孕产妇在出院时不必支付全额的分娩费用。

②	　代理领取制度

	 	 向孕妇加入的健康保险组合等请款时，执行分娩的医疗机构被委任代理领取，

因此这是一个向医疗机构直接支付分娩育儿一次性补贴金的制度。

3-2 分娩津贴

加入健康保险的人因分娩而停工，在此期间无法领取工资时，可在预产期 42 天之前（多

胎的情况下 98 天）起至分娩后 56 天止的期间，领取停工时的分娩津贴。产前产后的停工期，

作为分娩津贴，原则上可以从健康保险里领取到相当于每天三分之二的工资。但是，如果在

停工期间也领取了公司支付的薪水并且比分娩津贴还多的情况下，则不能领取分娩津贴。

如果分娩日比预定日迟来的情况下，迟来的这段期间也可以领取分娩津贴。

3-3 育儿停工（育儿停工休假中的补助）津贴

（１）	 育儿停工津贴

加入雇佣保险的职工为抚养未满 1 岁（符合一定条件时则为 1 岁 2 个月。更符合一定

条件的情况下则为 1 岁 6 个月或 2 岁）的孩子而获取休假，符合以下必要条件的职工原则

上可以向 HelloWork（公共职业安定所）申请并领取育儿停工补贴金。（最初的 180 天是

停工前工资的 67%，之后是 50%）。

3



43

第
１
章

第
３
章

第
２
章

第
４
章

第
５
章

第
６
章

第
７
章

第
８
章

第
９
章

第
10
章

第
11
章

第
12
章

4 分娩・育儿

	・ 		 领取补贴金的必要条件

①		 在获取休假日开始前的 2 年里，每个月工作 11 天以上的月份、或作为工资支

付之基础的劳动时间超过 80 小时的月份超过 12 个月。

②		 育儿休假期的工资和停工前的工资相比，符合 80% 以下等条件。

另外，从 2022 年 10 月开始，分期休假的情况下，原则上到第 2 次为止被视为育儿停

工补贴的对象。

※		 定期雇用者（定期合同工）

	 	 定期雇用者（事先决定雇用期限的被雇用者）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在开始停工时，到孩子 1 岁 6 个月
为止的期间 ( 由于没能进入保育园等原因，1 岁 6 个月后开始停工到两岁为止的期间 )，还需要满足雇用合约
到期之事尚不明瞭的条件。

（２）	 婴儿出生时育儿停工补助金 (2022 年 10 月 ~ 的制度 )

加入雇佣保险的人，在婴儿出生后到超过 8 周的期间内，为了养育孩子而停工 ( 产后爸

爸休假 )，满足下列条件的人，可以向职业介绍所申请在婴儿出生时领取育儿停工津贴。( 相

当于停业前工资的 67%。婴儿出生时的停工津贴的天数为 3	 -	3(1) 育儿停工津贴支付率为

67% 的天数，总计 180 天。)

	・ 		 领取津贴的必要条件

①		 在开始休假的前 2 年里有 11 天以上工作的月份，或者有 12 个月以上作为有

偿工资支付的工作时间在 80 小时以上。

②		 满足停业期间的工资比停业开始时的工资低 80% 以下等一定的条件。

③		 停业期间的工作天数最多不超过10天 (超过10天的工作时间为80小时 )(但

停业时间短于 28 天的情况下，可以工作的天数和小时数也会相应缩短 )

此外，分期取得产后爸爸休假的情况下，到第 2 次为止也被视为婴儿出生时育儿停业津

贴的对象。

此外，符合以下①②中任一项的停业，对该停业不支付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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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一孩子出生，取得出生后的育儿停业休假 3 次以上

②		 同一孩子出生，取得的育儿停业休假总计天数超过 28 天的部分

※		 有期限的雇员 ( 有期限的雇员 ) 的情况

	 	 有期限的雇员 ( 有期限的雇员 ) 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 从孩子出生 8 周后的第二天开始到孩子 6 个月，这份

雇佣合同不会到期。

3-4 儿童津贴

儿童津贴是用于稳定家庭生活和儿童的健康成长为目的的津贴。

孩子和抚养孩子的人都在日本国内生活的情况下，可以领取这项津贴。

（１）	 可以领取的人

抚养有年龄未超过“15 岁生日后的首个 3 月 31 日”的孩子的人。（意即从 0 至 15 岁

的小孩以及在小孩在已满 15 岁生日当天至此后的首个 3 月 31 日期间，其抚养人均可领取

儿童津贴）。

（２）	 领取方式

	・ 		 首先请向居住地的市区町村申请领取。

	・ 		 原则上申请月的下个月起可以领取补贴。

	・ 		 当新的婴儿出生时，或移居去别的市区町村时需要重新申请。

（３）	 可以领取的金额

孩子的年龄 儿童津贴的金额（每人每月）

未满 3 岁 一律 1 万 5 千日元

超过 3 岁
至 12 岁生日后最初的 3 月 31 日止

1 万日元
（第 3 个孩子以后 1 万 5 千日元）

12 岁生日后最初的 3 月 31 日之后
15 岁生日后最初的 3 月 31 日止

一律 1 万日元

※	　　抚养孩子的人的收入超过一定水准时，则每个月一律 5000 日元	
（自 2022 年 6 月份额起，为每个月 5000 日元或 0 日元。）

※　　「第 3 个孩子之后」是指，抚养的未满 18 岁生日后最初的 3 月 31 日的孩子中的第 3 个以后的孩子。

（４）	 领取时期

原则上可在每年 6 月、10 月、2 月一并领取截至该月份前一月份为止总计 4 个月份的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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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

4-1 婴幼儿健康检查

在市区町村，免费实施下列健康检查。

	・ 		 1 岁 6 个月婴儿的健康检查

	・ 		 三岁儿童的健康检查

	・ 		 此外，在有的市区町村，其他月龄的婴幼儿也能接受健康检查。

※		 健康检查的项目有：有关成长发育的检查，测身高体重，育儿咨询等。详细请咨询所居住的市区町村。

4-2 接种疫苗

接种疫苗可预防疾病。接种疫苗有 2 种。

①		 所居住的市区町村推荐接种的疫苗

	 	 市区町村所推荐的接种疫苗有时候是免费的。详细请咨询所居住的市区町村。

②		 根据本人希望而实施的接种疫苗

	 	 本人希望而实施的接种疫苗，其费用由本人负担。

	 	 接种疫苗时，请咨询医生后再做决定。

4-3 儿童医疗费

如已加入健康保险，6 岁以下的学前期孩子，其医疗费的自我负担比例为 20%。

不过，每个市区町村的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市区町村至孩子小学毕业为止免付医疗费，

有的市区町村以添加补助金的方式减轻医疗费的负担。

4-4 以学前期儿童为对象的服务设施

	・ 		 以 6 岁以下的学前期孩子为服务对象的设施有，保育所（托儿所）、幼儿园、认定儿

童园等。

	・ 		 3 岁至 5 岁孩子的保育所、幼儿园、认定儿童园等设施的使用费为免费。

（１）	 保育所

	・ 		 是代替因上班等事由不能在家照看孩子的家长照看孩子的设施。

	・ 		 一般照看时间为 1 天 8 个小时。不过，也有夜间、休息日等一般规定时间外照看孩

子的保育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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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外，也有因家长有急事或从事短期的计时工等时提供暂时托管孩子服务的保育所。

认可外保育设施

是托管孩子的设施之中，没有取得儿童福利法之认可的设施的总称。包括以下设施：

	・		 无认可保育所

	・		 在百货店以顾客的孩子为对象的设施

	・		 托儿所

	・		 婴儿旅馆

	・		 婴儿保姆

等。

（２）	 幼儿园

	・ 		 以满 3 岁至学前期的儿童为对象的教育设施。

	・ 		 1 天 4 个小时为标准的教育时间。但是也有配合上班等的家长的实际情况而直至傍

晚乃至夜晚仍开放，或从早上开始开放的幼儿园。

	・ 		 与小学以后的教育不同，重视由孩童自发进行的游戏。

	・ 		 此外，有的幼儿园会面向所在地区的家长接受有关育儿方面的咨询，开放园庭等。

（３）	 认定儿童园

	・ 		 认定儿童园兼具保育所和幼儿园两者的功能。

	・ 		 认定儿童园不管家长工作与否都可使用。

	・ 		 此外，也会面向所有养育孩子的家庭开展消除育儿方面的不安的咨询活动，	提供亲子

活动的场所等。

4-5 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学童保育）

	・ 		 家长因工作等白天不在家时，可以使用放学后儿童俱乐部。

	・ 		 在放学后儿童俱乐部配置放学后儿童支援人员，下课后为儿童们提供适当的游戏和生

活场所。

	・ 		 此外，有的自治体还开办了面向所有小学生的进行多样性学习和体验活动的“放学后

儿童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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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家庭支援中心

	・ 		 下列人士可以成为会员，通过家庭支援中心的仲介，形成会员之间相互帮助的组织。

①		 家里有婴幼儿、小学生等孩童的家长中希望接受收托等帮助的人

②		 希望施以帮助的人

	・ 		 帮助之例，如下：

①		 保育设施等的接送

②		 保育设施托管时间外或放学后收托孩子

③		 家长因购物等外出时收托孩子

	・ 		 使用流程，如下：

①		 在离所住地区最近的家庭支援中心办理会员登记手续。

②		 办理使用申请

③		 通过家庭支援中心顾问的中介或介绍寻获愿意提供帮助的人

④		 使用完后对提供援助的人支付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