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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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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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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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实现与外籍居民共生社会的路线图（2023年度部分变更）（概要）

2022年6月，对我国应实现的与外籍居民共生社会的愿景，和为实现此愿景应解决的中长期课题以及展现具体措施的路线图做出了决定。
本次，为彻底贯彻措施的实行，基于其实行状况在听取了有识者的意见之上进行了评审，做出了对措施的改进。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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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通过个人编号卡专用网站等的信息迅速获取以及定制型·推送型信息提供的探

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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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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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针对不同的人生阶段／生命周期，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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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家庭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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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当的职业咨询服务，关于外国人雇用管理的普及与启发 【厚生劳动省】

《57》

○开展关系留学生在国内企业等的就业促进的措施间的效果协同以及必要的

改进，为达成更高的国内就业率开展相应举措【文部科学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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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不断努力为实现共生社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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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劳动力流动等的实际状况，

实行相关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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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序号呈红色标注的系伴随2023年度部分变更的新增项目



５ 令和5年度（2023年度）的改进方面等

来自有识者的主要指导项目 主要改进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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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每年实施的措施，规划上都有条不紊，然则实际状态并不明了。

关于新增措施，对设定KPI指标的困难表示理解，但既然设定了KPI指
标，就应当落实明确。

（将KPI指标）分为贡献指标或成果指标，政策效果将变得更为清晰明
确。

因KPI指标数值明确其经年变化尤为重要，建议展现出与路线图决定前
的数值进行的比较。

工序表改进 70件

KPI指标改进 28件

新增·措施内容改进 13件
关于其他个别措施的指导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