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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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策划和制定与外国人的共生政策。

是继2022年度的第四次实施。

■本调查除了针对在日外国人就生活上的困难进行咨询时遇到的困难等进行调查之外，还面向新接收外国人的机构等（以下称为“所属机构等”，

同时将隶属/在籍于所属机构等的外国人称为“所属外国人”），聚焦于所属外国人的咨询应对，对支援外国人时遇到的困难等实施调查。

■为了更好地实施调查，召开了《有关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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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政府层面努力实现与外国人和谐共生的社会。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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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人

※限截至2023年8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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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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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份（其中未到数：410份） ■ 有效回答数： 6,154份/回答率：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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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在日外国人就生活上的困难进行咨询时遇到的困难等，就与以下项目相关的问题等实施调查。

遇到困难时对咨询对象、咨询窗口等的期望、对提供咨询服务人员的期望、向家人/亲属/朋友和熟人／所属

机构咨询时困难的解决情况，是否希望所属机构等拥有可提供咨询服务的人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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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调查概要

在日外国人



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调查概要－

调查对象

■接受外国人的机构等 共计1,000家

※除直接雇用外国人的机构外，还包括接受留学生的教育机构、监理团体、注册支援机构等。

※除法人外，还包括个体经营者等。

※根据基于在日外国人统计(2022年12月末）所确定的各国籍・地区及各在留资格的样本数，随机地抽选出本厅拥有隶属机

构等信息的在日外国人，并将该在日外国人所属的机构等作为调查对象。

有效回答数等 ■发放数 1,000份（其中未到数：22份） ■ 有效回答数： 555份/回答率：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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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项目

■针对接受在日外国人咨询时遇到的困难等，就与以下项目相关的问题等实施调查。

所属外国人的咨询应对频率、所属外国人的咨询内容、所属外国人的咨询应对情况、所属外国人的咨询应对时

遇到的困难、反映所属外国人咨询应对相关要求的机制、认为对所属外国人咨询应对有所必要的事项、参加外国人

咨询/支援相关培训的意向、外国人的咨询/支援相关培训中所重视的事项、所属外国人的支援人才配置、与支援人才

培养相关的雇用支援人才时的期望、与支援人才的重新学习相关的对“外国人支援协调员”的雇用及资格取得的意见、要求

2

调查期间及留意事项

所属机构等

调查期间 ■ 2023年10月2日 ～ 同年10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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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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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值是用四舍五入的方式来表示的，有时％的合计不等于100.0％，或者图表上的数值合计和引言不一致。

■在部分问题中，以在日外国人为调查对象的调查项目和以所属机构等为调查对象的调查项目并行，

有关此类调查项目的部分内容，在本结果概要资料内“以所属机构等为对象的调查”部分记载了两者的比较图表。



以在日外国人为对象的调查



3年以上不满10年

37.9% (2,331人）

10年以上不满20年

19.1% (1,177人)

1年以上不满3年

17.8% (1,097人)

20年以上不满30年

13.5% (829人)

30年以上不满40年

5.5% (340人)

出生后一直 4.5% 

(274人)

40年以上 1.3% 

(81人)

不满1年 0.4% 

(25人)

永住者 28.6%

（1,757人）

技术、人文知识

、国际业务

13.4%

（824人）
技能实习

10.5%

（645人）

留学 9.8%

（605人）

家庭居留 8.2%

（505人）日本人配偶等 

6.6%

（405人）

定居者 6.5%

（402人）

特定技能 4.8%

（296人）

特别永住者 4.7%

（292人）

特定活动 1.6%

（96人）

其他 5.3%

（327人）

中国 26.8％

（1,651人）

越南 16.9%

（1,038人）

菲律宾 10.8%

（667人）

韩国 8.9%

（547人）

巴西 7.3%

（451人）

印度尼西亚 3.6%

（221人）

尼泊尔 3.2

（195人）

台湾 3.0%

（182人）

美国 2.0%

（121人）

泰国 1.8%

（110人）

其他 
15.7%

不详 0.1%

（6人）

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外国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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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越南”（16.9%）、“菲律宾”（10.8%）。
■回答者的在留资格，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永住者”（28.6%）、“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13.4%）、“技能实习”（10.5%）。
■回答者的年龄，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20～29岁”（30.8%）、“30～39岁”（29.2%）、“40～49岁”（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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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9%）、“10年以上不满20年”（19.1%）、“1年以上不满3年”

（17.8%）。

３

（n=6,154）

（n=6,154）

永住者

28.1%

技能实习

10.6%

技术、人文知

识、国际业务

10.1%

留学

9.8%

特别永住者

9.4%

家庭居留

7.4%

定居者

6.7%

日本人配偶等

4.7%

特定技能

4.3%

特定活动

2.7%

其他

6.2%

参考：在日外国人统计
(2022年12月末)

中国

24.8%

越南

15.9%

韩国

13.4%

菲律宾

9.7%

巴西

6.8%

尼泊尔

4.5%

印度尼西亚

3.2%

美国

2.0%

台湾

1.9%

泰国

1.8%
其他

16.0%

参考：在日外国人统计
 (2022年12月末)

20～29岁 30.8%

（1,898人）

30～39岁 29.2%

（1,798人）

40～49岁 19.2%

（1,184人）

50～59岁 12.2%

（752人）

60～69岁

5.4%

（334人）

70～79岁

1.4%

（87人）

18～19岁

1.2%

（73人）

80岁以上

0.5%

（28人）

（n=6,154）

（n=6,154）

在留资格

国籍/地区 年龄

在日累加居住年数 性别

女性 52.1% 

(3,205人)

男性 47.6% 

(2,927人)

其他 0.4% 

(22人)

（n=6,154）



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外国人②（咨询对象等）－

■遇到困难时的咨询对象，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家人、亲属”（92.0%）、“日本人朋友、熟人”（65.6%）、“非日本人朋友、熟人”
（60.4%）。

■对咨询窗口的期望方面，“能以自己的母语应对”（39.8%）、“离家近”（39.1%）、“面谈容易预约”(36.3%)等有关便利性项目的回答较
多。

■对从事咨询应对工作的人才的期望，半数以上选择了“具备税金和年金等各种社会制度的相关知识”(61.0%）其次是“具备在留资格制度的相关
知识”（49.3%）、“具备医疗和福利的相关知识”（40.6%）和具备有关制度的知识。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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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从事咨询应对工作的人才的期望对咨询窗口的期望

61.0%

49.3%

40.6%

36.8%

35.5%

26.2%

24.5%

22.5%

21.2%

16.1%

13.5%

1.5%

6.9%

税金和年金等各种社会制度的相关

知识

在留资格制度的相关知识

医疗、福利的相关知识

沟通能力

能以自己的母语应对

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相关知识

与服务提供方的合作能力

心里关怀相关知识

子女教育的相关知识

育儿相关知识

怀孕分娩相关知识

其他

不详

39.8%

39.1%

36.3%

33.0%

28.9%

24.7%

23.3%

23.0%

22.3%

21.0%

16.2%

12.1%

11.0%

1.6%

8.3%

能以自己的母语应对

离家近

面谈容易预约

有可以应对各种困难的人才

具备医疗、法律等专业知识

夜晚和休息日也可以咨询

安排充足的面谈时间

可在线咨询（包括SNS）

可电话咨询

配偶和家人等身边人的隐私得到

保护

根据需要有相关机构人员陪同

给予心理关怀

清楚有什么样的支援人才

其他

不详 （n=6,154）

遇到困难时的咨询对象（按排名）

（n=6,154）

遇到困难时的咨询对象（合计）

92.0%

65.6%

60.4%

29.1%

19.5%

9.7%

7.6%

4.9%

1.3%

7.3%

家人、亲属

日本人朋友、熟人

非日本人朋友、熟人

接收机构、学校、公司等

市区町村、都道府县

出身国家的大使馆等

律师、代书士

国家（外国人在留支援中心（FRESC）等）

NPO等民间组织

其他
（n=6,154）

74.7%

12.2%

5.1%

10.6%

34.1%

20.9%

8.4%

33.6%

18.4%

2.9%

8.4%

17.9%

4.7%

14.2%

1.5%

7.7%

1.6%

5.7%
3.7%

1.8%

2.6%

5.6%

第1

第2

第3

家人、亲属 日本人朋友、熟人

非日本人朋友、熟人 接收机构、学校、公司等

市区町村、都道府县 出生国家的大使馆等

律师、代书士 国家（外国人在留支援中心（FRESC)等）

ＮＰＯ等民间组织 其他

※1.0％以下的项目未显示百分比 （n=6,154）



15.3%

13.5%

11.3%

7.7%

7.4%

6.8%

5.2%

4.0%

3.3%

3.1%

因语言问题难以进行准确的沟通

因为在所属机构外部有可以咨询的对象，如家

人、朋友、自治体等

因为在所属机构不知道该向谁咨询

因为文化和价值观的不同，无法传达自身所持

有的问题

因为无法期待所属机构予以解决或告知外部咨

询处

因为自身的困难没有部门或窗口可以咨询

因为咨询所属机构会给自身带来不利（自己的

隐私被他人或其他机构得知等）

因为在所属机构内部有可以私下咨询的对象，

如同事或同学等

因为感到不会从所属机构得到可以信赖的信息

因为咨询所属机构也未得到应对

（n=1,487）

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外国人③（困难的解决情况等）－

■关于咨询家人等（家人、亲属、朋友、熟人）时的困难的解决情况，得到解决（“总是得到解决”+“经常得到解决”）为80.2%。

■关于咨询所属机构等时的困难的解决情况，得到解决（“总是得到解决”+“经常得到解决”）为73.9%。

■关于不咨询所属机构等的理由，“因语言问题难以进行准确的沟通”最多，为15.3%，其次是“在所述机构外部有可以咨询的对象，如家人、朋

友、自治体等”（13.5%）、“在所述机构不知道该向谁咨询”（11.3%）。

■没有咨询过所属机构等的人数比例随着在日累加居住年数的增加而增加。累加居住年数不满10年的外国人中约80%的人咨询过所属机构。

５

咨询家人等时的困难的解决情况

总是得到

解决

31.1%

经常得到

解决

49.2%

不太得到

解决

16.6%

基本得不到解决 3.1%

总是得

到解决

25.0%

经常得到

解决

48.9%

不太得

到解决

20.3%

基本得不到解决 5.8%

不咨询所属机构等的理由

※ 回答“因为没有过困难”“的人数比例为64.4%

※没有咨询过
所属机构等
⇒1,487份

咨询所属机构等时的困难的
解决情况

各居住年数没有咨询过所属机构等的
人数比例

在日累加居住年数 比例

第1 出生后一直居住 51.7%

第2 30年以上 36.2%

第3 20年以上不满30年 32.7%

第4 10年以上不满20年 29.4%

第5 3年以上不满10年 22.1%

第6 不满3年 20.3%

减
少

来日本不久的大多数外国人都咨
询过所属机构。

对于咨询家人等时的困难的解决情况，回答
“总是得到解决”的人数比例（按有无配偶）

配偶
回答“总是得到
解决”的人数比
例

有（相同国家的人） 30.9%

有（日本人） 38.0%

有（其他国家的人） 26.9%

从未有过 26.3%

没有（离婚或死亡） 34.7%

(n=6,063) (n=4,087)



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外国人④(咨询内容・困难)－

■关于困难的咨询内容，无论是咨询家人等（家人、亲属、朋友、熟人），还是咨询所属机构等，“工作”都超过了半数，“税金”的比例也很

高。向家人等咨询“人际关系”、“金钱关系”等内容的比例较高，与之相对，向所属机构等咨询“在留资格”内容的比例较高。

■咨询家人等（家人、亲属、朋友、熟人）时的困难，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因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无法传达自己所持的问题”（23.7%）、

“因语言问题，难以进行准确的沟通”（21.9%）；咨询所属机构等时的困难，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因语言问题，难以进行准确的沟通”

（36.1%）、“因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无法传达自己所持的问题”（24.7%）。

23.7%

21.9%

20.0%

8.1%

6.4%

49.4%

因文化或价值观的不同，无法传达自己所持的问题

因语言问题难以进行准确的沟通

因咨询内容的专门性强等原因，不清楚咨询对象解决困难的方法或不

知道可以咨询哪个外部机构

无法从咨询对象获得可以信赖的信息

向咨询对象进行咨询时给自身带来了不利（自己的隐私被他人或其他

机构得知等）

没有过困难

（n=6,063）

６

咨询内容
58.6%

36.6%

32.6%

30.9%

29.5%

27.3%

26.9%

26.4%

25.1%

24.8%

22.9%

22.6%

20.3%

19.4%

15.8%

15.0%

8.6%

7.9%

6.4%

5.3%

3.0%

2.0%

1.5%

1.9%

60.7%

19.5%

35.7%

23.0%

17.9%

27.1%

34.6%

28.3%

17.3%

26.1%

13.8%

11.4%

6.9%

6.4%

10.6%

7.9%

4.9%

4.3%

2.9%

3.5%

1.9%

1.4%

1.1%

2.3%

工作（劳动条件、就业、转职等）

人际关系

税金

医疗

金钱关系

日语学习

在留资格

保险

住宅

年金

心理健康

子女教育

有关在母国的亲属的事宜

家人所持的问题

种族歧视、机会平等、个人尊重

育儿

灾害

怀孕分娩

结婚、离婚

护理

死亡（墓地确保等）

参加政治活动

家庭暴力

其他
家人等(n=6,063)
所属机构等(n=4,087)

咨询家人时的困难

咨询所属机构时的困难

36.1%

24.7%

16.5%

7.7%

6.4%

6.1%

41.0%

因语言问题难以进行准确的沟通

因文化或价值观的不同，无法传达自己所持的问题

因咨询内容的专门性强等原因，不清楚咨询对象解决困难的方法或不

知道可以咨询哪个外部机构

无法从咨询对象获得可以信赖的信息

向咨询对象进行咨询时给自身带来了不利（自己的隐私被他人或其他

机构得知等）

咨询所属机构也未得到应对

没有过困难

（n=4,087）



56.7%

53.1%

43.7%

39.0%

35.7%

34.6%

32.3%

31.0%

28.4%

25.9%

25.8%

25.8%

24.8%

24.3%

19.6%

12.2%

8.4%

8.1%

8.9%

55.7%

56.2%

51.8%

41.6%

36.9%

38.0%

34.1%

33.7%

33.5%

33.3%

27.6%

29.8%

28.5%

26.9%

28.4%

17.9%

16.0%

14.7%

9.8%

语言

工作

种族歧视、机会平等、个人尊重

在留资格

税金

信息提供

医疗

住宅

年金

教育

保险

银行账户、信用卡、融资

交流

咨询

育儿

灾害

政治参与

死亡（墓地确保等）

其他

2023年度调查

(n=6,154)

2022年度调查

(n=4,997)

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外国人⑤（孤独、意见・希望等）－

■ 对于是否认为所属机构等中最好具备可以应对困难咨询的专门人才，回答“认为”和“总的来说认为”的比例为76.0%；回答“不认为”和“总的来说不认

为”的比例为10.4%。

■ 回答“经常会”和“总是会”感到孤独的人占7.9%，比2022年度调查增加了0.4个百分点。与“2022年关于人际关系的基础调查”（内阁官房）（调查对象：

全国满16岁以上的个人：2万人）相比，两项回答的比例都要高。

■ 在意见・希望等方面，从2022年度调查来看，在很多选项中比例有所减少，但选择最多的“语言”的人数比例（56.7%）有所增加（增加1.0个百分点）。

７

意见・要求等

参考：“2022年关于人际关系的基础调查”（内阁官房）的调查结果

孤独的情况（你的孤独程度、你感到孤独吗）

是否认为所属机构等中最好具备可以应对困难咨询的专门人才

50.9% 25.1%
4.1%
6.3% 13.5%

认为 总的来说认为 总的来说不认为 不认为 不详
(n=5,574)

7.9%

7.5%

6.7%

22.7%

17.6%

14.9%

25.8%

24.3%

29.5%

21.2%

23.9%

22.7%

22.4%

26.8%

26.1%

2023年度调查

(n=6,154)

2022年度调查

(n=5,016)

2021年度调查

(n=7,982)

经常会、总是会 有时会 偶尔会 基本不会 完全不会

“认为”+“总的来说认为”占76.0%

经常会、总是会 有时会 偶尔会 基本不会 完全不会 未答

2022年

2021年



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外国人①语言・种族歧视等－

关于语言（3,492条）

○ 关于日语学习支援
・ 语言的学习，希望有免费的、系统的、便利的学习模式；比如晚上可以在线学习或者休息日可以学习的。（40多岁、女性）
・ 虽然有提供日本语教室提供学习，但一个礼拜只有一个小时半的学习时间，希望能够每天都可以提供日本语学习的环境，跟上小学校或中学校一样，家长也能有完善的日

本语学习环境。（30多岁、女性）
・ 不论到哪里，当地的语言像母语一样简单易懂，并且用当地语言交流，就能轻松解决问题。因此，如果在外国人居住的地方附近开设培训班教授当地语言、法律和文化，

外国人就会更容易地被接受，也能更好地学习和工作。（20多岁、女性）
○ 关于多语言支持
・ 为了获取信息而进行调查，首先面临极大的语言障碍。虽然在日本生活了近20年，但感觉汉字还是很难，读写都要靠丈夫帮忙。虽然我也拥有N1资格，但是不擅长汉字。

希望让外国人也能够轻松办理书面手续。（40多岁、女性）
・ 对于医院、税务所、年金、社会保险事务所等使用专业术语的机构而言，如果配有翻译人员就会有很大帮助。除了解决疑问之外，也可以防止以后遇到问题。(30多岁、女

性）
・ 如果各政府机构至少配备英语翻译人员就好了。我因为日语不好而遇到很多麻烦，对于我而言，英语很重要。我希望市政府、出入境管理局、年金事务所等公共服务机构

能配备翻译人员。（40多岁、女性）
○ 关于简单日语
・ 我认为应该使用简单的日语或开展多文化共生方面的培训。（20多岁、男性） 等

关于种族歧视、机会平等、个人尊重(2,687条)

・ 我认为这件事情不好解决，感觉网上的诽谤中伤很多。我认为这种诽谤中伤，不仅是针对外国人，还包括了对普通日本人弱者的歧视。对于诽谤中伤，如果能采取某种应
对措施就好了。（70多岁、男性）

・ 比如去便利店等，我回答时就像平时跟家人交流那样，也许是因为我的外表或者是因为我表达不清楚，有时会被店员冷淡对待。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歧视我。也有很多人对
我友善。（30多岁、女性）

・ 我在日本没有经历过特别的种族歧视，但我知道有人遭到过种族歧视。有些日本人，即使并非是有意想表达出种族歧视的意思，但因为他们对外国和外国人的事情并非十
分了解，所以也可能不小心做出让外国人觉得自己是局外人的言行。外国人在办理贷款和信用卡时有时会遭到拒绝，理由是外国人（我本人没有想过需要这些东西，我是
听朋友说的）。如果外国人打算在日本生活，那么需要平等地获得这些服务。（20多岁、女性）

・ 有些日本人默认的规则，外国人不太清楚，所以在做事情的时候会打破这种默认的规则，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歧视，对于生活在日本的外国人造成了很多不便，希望多一
些提示牌清楚友好地用几国语言说明这些规则。（30多岁、女性）

・ 文化的差异和人生观的不同，让我们感到非常痛苦。我知道我们应该尊重日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适应日本的生活。但是，我打心底里希望日本人也多了解我们的文化，
努力理解我们。我们也不是全都那么糟糕。当然也有做错的人。我也觉得那样不对。但是，希望日本人善意地看待我们。并且，我希望你们给我们机会表明，我们是为了
认真而努力地工作才来日本的，我们也喜欢彬彬有礼的那种感觉，喜欢建立友谊和包容别人，以及我们对谁都没有恶意，反而很也是不乏魅力的。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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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9条中进行了摘录。对于部分明显的笔误和漏字以及能够确定个人身份等的信息，除了
进行修改外，还有可能仅摘录了部分内容。此外，将非日语回答内容翻译成了日语。）



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意见・要求等・外国人②工作・信息提供・在留资格－

关于信息提供（2,127条）

○ 关于信息的内容
・ 我个人认为，除了咨询机构的服务外，如果一开始就对就业、日本法律、金钱方面的义务和规则等进行指导，会有很大的帮助。（30多岁、男性）
・ 非常感谢这次的问卷调查。因为今后要考虑育儿的问题，所以如果能在育儿和孩子教育方面提供支援，会有很大帮助！另外，对于税金和年金等我们不太容易理解的体

系，如果也能制作出简洁的列表，可以一目了然地确认在当前的状况下需要什么以及能做什么，这样对我们来说会有更大的帮助！（30多岁、女性）
・ 希望向那些还想在日本职场和活动等领域大显身手的银发一族提供信息。（70多岁、女性）
・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当外国人来日本时，能参加以自己所在地区的“日本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主题的短期培训班。日本人的说话方式非常暧昧，不直接说自己想要什

么。所以外国人不能完全理解日本人想要什么，时常会产生误解。对于不擅长日语的人士而言，更是如此。（20多岁、男性）
○ 关于信息发布的方法

・ 虽然很多政府网站上有非常有益的信息，但可能因设计不好，或者使用太多“法律用语”，很难发挥导航的作用。（30多岁、男性）
・ 很多提供信息的地方(联络窗口或网站)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一个完整的介绍(哪种手续是在入国管理局办理，哪种手续是在区政府办理等)，就更好了（20多岁、女

性）
・ 希望尽量让更多外国人对各地设有外国人咨询窗口这一事实有所了解。(30多岁、女性)
・ 应举办市政府和外国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会。（30多岁、男性）

等

关于工作（3,270条）

○关于就业时的困难
・ 希望为我们提供更好的就业支援，因为这是在留资格的根基之所在。（20多岁、女性）
・ 日本的隐形的规则太多，尤其是找工作方面非常困难，希望在这方面得到一定的帮助。（20多岁、女性）
・ 很难找到可以发挥多语言和技能优势的工作相关信息。（20多岁、女性）

○关于就业后的困难
・ 我是用英语工作的，如果公司中断日语课程，我将很难融入日本社会。我经常加班，所以上语言学校也很难。我希望企业能够规定为员工提供语言支援的义务。

另外，在举办当地社区课堂和活动时，希望帮助外国人融入日本。（30多岁、女性）
・ 在驾驶执照、机械操作执照、工作相关各种执照等方面，企业需要采取为外国人提供更多支持的措施。希望在工资奖金方面也能公平地对待外国人。请各机构制作在线支

持网页，以便在遇到困难或需要帮助时，大家都能得到帮助，并迅速解决所面临的问题。（20多岁、 男性）
等

关于在留资格（2,403条）

・ 再留资格审查时，不合格的地方明确指出来。（40多岁、男性）
・ 希望能在留资格的取得流程、必要资料的制作等方面提供帮助。（30多岁、男性）
・ 应重视国籍差异。另外，在日外国人的就业需要一定程度的支援。最后，如果能稍微简化日本永久居住者的申请就好了。这样也能提高在日外国人想要在日本努力奋斗

的积极性。（20多岁、男性）
・ 比如，我想找工作时，不知道什么样的工作能拿到签证。也许只是我一个人不了解，但我希望能够得到更详细的信息。不论是网页还是职业介绍所等招聘网站，能对外国

人可获得签证的工作进行一下详细汇总就好了，比如提供一下能拿到签证的工作之类的信息。如果已经有提供这样的信息的地方，那就抱歉。（30多岁、男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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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意见・要求等・外国人③教育・住宅・交流－

关于住宅（1,906条）

・当我因换工作而找新公寓时，好几家房东和房地产公司都告诉我不接待外国人(即使我日语说得很好)。我知道这种情况取决于个别的公司和个人，毫无办法。
外国人寻找适合自己经济条件的住宅，比自己想象的还困难。（20多岁、女性）

・朋友似乎遇到过租房退租后，被收取不合理数目的押金的情况。去年我本人刚来日本的时候对租房流程不太熟悉，也是困扰了一段时间。如果有面向外国人的租房指
南，包括从寻找房子到退房的流程这样的就好了。（20多岁、女性）

等

关于教育（1,593条）

・幼儿期从母国带过来的孩子日语和母语都半途而废，无法归属于任何一方，无法建立自我认同感，变得孤独的情况较多。
我认为需要教育机构制定合理的政策，确保孩子们不仅能学习日语，同时还能学习母语。（30多岁、男性）

・希望能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学校选择、考试难易度等信息。（30多岁、男性）
・希望以父母为外国人的孩子为对象，建立给他们补习日语能力的机制。我认为，由于孩子父母的日语未达到母语水平，孩子的日语语文成绩可能会呈现下降的倾向。如果

有帮助第二代学习日语的读书教育和咨询教育就好了。（50多岁、女性）
等

关于交流（1,527条）

○ 关于日本人与外国人的交流
・ 希望不仅是年轻的学生时代，30岁以后也能有便于与日本人交流的机制。（30多岁、男性）
・ 经常会举办地区的节日、舞蹈以及特别的活动，但我只能在后来才知道举办过这些活动。我希望了解我所在的社区会举办哪些活动，这样我就能参加。我想要加入有同样

志趣的人的俱乐部也很困难。在我生活的城市里，我花了三年多时间才找到我能加入的合唱团。外国人想要融入社区，但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才能融入。（40多岁、女性）
・ 我希望尽量在我生活的地区建立能让外国人与喜欢外国人(包括外语、文化、习惯、说话方式等)的日本人相互联谊、相互交流的团体或群组。我自己在日本生活了5年，没

有系统地学习日语，再加上家务繁忙，没有时间通过自习提高日语能力。现在我只能进行日常生活中的交流，孩子学校发的日语资料我能读50～60%左右。虽然我在便利店
工作，但是日语听力还不是很好。因此，我经常想参加日本人和外国人之间的交流活动。为了更加自信地交流，我希望和日本人交谈和交流。我自己是非常开朗的性格，
喜欢交谈，但是我担心对方会批评我会话能力低，不愿跟我交谈。主动跟日本人说话非常困难。我有3个日本人朋友，有时我们4个人一起出去。因为她们经常和我一起
玩，所以我很高兴，但是日本人有时会用日语或者按照日本人之间那种说话很快的方式说话，所以我很难理解和听懂她们的说话内容，如果有能听得懂的地方，我会努力
倾听，但我不会说日语。这个时候，我会感到非常孤独和羞愧，希望交谈的时间赶紧过去，这样我就不会感到悲哀。在单位里我有性格温和且待人友善的日本人朋友，我
很想跟她说很多话，但我担心她无法理解我的说法方式，所以没有勇气主动跟她说话。我真心希望有一个没有种族歧视、不论出生地，大家都能开心交流的地方。（20多
岁、女性）

・ 我感到最困难的是获取可帮助外国人融入社会的信息。特别是很难获取社区层面的非官方信息（居委会活动、庆典、邻里交往等）。虽然用日语交流没问题，但想要获取
有关地区活动的信息并不容易。由于这个理由，我只能在外国人社区生活。甚至在这里长大的儿子们也感觉不到自己是日本社会的一员。我希望如今日本面临的人口危
机，能给日本人的思考方式带来积极的变化，外国人也能逐渐为日本社会所接受。（60多岁、女性）

○ 关于来自相同国家的人之间的交流
・ 我想了解来自自己母国的人都在哪个地区，有多少人。我想了解和我同一个母国的人的所在社区。（30多岁、女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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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意见・要求等・外国人④咨询・医疗・税金・年金－

关于医疗（1,987条）

・ 我去医疗机构看病时，无法传达症状，导致未能开出符合病症的处方，我为此感到困扰，希望提供更加完善的支持。（20多岁、男性）
・ 现在我怀孕了，在医院就诊时，我希望医院能提供充分的说明，帮助我理解各种各样的事情。（30多岁、女性）
・ 关于疑难病症，我想了解更多的补助制度。（20多岁、男性）
・ 我的情况是，很难上医院，也很难表述病情，而且我也很难理解医生说的话。由于语言障碍，就诊后我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没问题。（50多岁、女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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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咨询（1,495条）

・ 这是当某人需要解决某种问题时，将其引导到合适的咨询中心或机构的方法。很多时候，人们在未必深入理解要解决的问题的情况下，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十分
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初听取咨询内容的专业人士必须给迫切需要帮助的人提供适当的支援。另外，在日本咨询时要填写很多资料，因此人们在寻求帮助时会犹豫不决。对
语言没有自信的人士更是如此。（30多岁、女性）

・ 需要有医疗机构的人员陪同或提供支持，用母语提供咨询服务的公共机构(如果是熟人或朋友提供信息，会有很多错误的信息)。（40多岁、男性）
・ 希望成立一个组织，里面汇集了拥有各领域专业知识的人才，这样外国人在某个领域遇到困难时可以向其寻求咨询和支持。（40多岁、女性）
・ 如果在黑心企业就了职，就会容易发生纠纷。我想如果设置咨询窗口或者签证放宽期，就能帮助很多人。（40多岁、男性）
・ 为外国人提供支援(特别是咨询类)时，希望抱着“对方是外国人”的意识，从1开始教。对日本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常识，外国人可能也不了解。（20多岁、女性）
・ 有时很难用母语获取信息和支持。另外，有时会遇到属于自己的特殊问题，所以无法在网上搜索，也不知道应该向谁询问。（30多岁、女性）
・ 关于签证的问题、税金、外国人应该在哪里找工作等经济类的问题，希望也能提供更加充分的支持。另外，我对心理健康支持，在外国感到孤独时的克服方法也感兴趣。

（20多岁、女性）
等

关于税金（2,196条）

・ 对于第一次来日本的人而言，不明白如何申报年末的收入和税金。（20多岁、男性）
・ 在留资格和税金制度复杂且难懂。3月份因为换工作从名古屋搬到了大阪，但是因为没有完全掌握如何办理手续，所以未能立即办理在留资格的更新和市民税的手续，

这是否会影响今后的永住申请，对此感到不安。希望在市政府办理迁出手续时能够提供检查表。（30多岁、女性）
・ 回自己母国的时间超过1年时，需要向日本当地自治体报告，以免征收当年的居民税。我不了解这个规定。我回越南老家生完孩子后再回到日本时，还必须得缴纳没有在该

县居住那一年的税。（20多岁、女性）
等

关于年金（1,749条）

・ 希望与母国的年金制度相联动。（40多岁、男性）
・ 因为价值观和文化上也有差异，所以给外国人教一些“在日本生活时的规则”，多少会减少一些给别人添麻烦的事情。此外，我认为还需要说明税金和年金的机制。因为

我上过日本学校，所以能够理解日语，自己就能查信息，但我认为大多数人只能理解日常生活中交流的日语，而不了解“年金的机制”、“税金的种类”“所得税”等。
我认为，有些外国人可能因为不理解这些规则而被迫从事不正当的劳动。另外，虽然大城市的市政府有很多可以用英语咨询的地方，但是去地方的话也有无法用英语咨询
的地方，令外国人为此而感到困扰。我希望能够多建立一些可以让日本人和外国人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环境。（20多岁、女性）

等



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意见・要求等・外国人⑤参政・保险・银行账户等・灾害－

关于保险（1,589条）

・ 比如，我想要了解更多失业保险的相关信息。实际上我不了解失业保险的机制。（50多岁、女性）
・ 我认为需要介绍一下医疗保险和汽车保险等的保险以及年金制度。（30多岁、女性）
・ 为了让外国人在日本过上更好的生活，虽然政府机构为外国人提供相关措施，但我认为这些政府机构并没有更加积极地伸出援手。例如，关于年金或保险问题，需要我们

做些什么时，我们不知道应该去哪里。另外，就算我们获得了用英语提供的帮助，但有时这种帮助并不妥善。（60多岁、女性）
等

关于参政（514条）

・ 作为长期生活在日本的人，我认为外国人能够对政治问题做出建设性的贡献。因为外国人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事物。为了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从各个角度进行讨论非常重要。（60多岁、女性）

・ 虽然作为外国人不应该参与日本的政治，但现在会感觉到一些日本政府的政策，外国人这边全靠“已经知道的”的人互相传达，自己没有主动了解到渠道，或许最低限度
的有长期在留资格的外国人最低限度地参与政治，能够引起政府机关对于在日外国人的重视，从而确保正确信息的获取，我是这么想的。（30多岁、男性）

・ 就目前而言，我没有受到什么不利的影响，想不出具体的意见。虽然我拥有永住权，但因为国籍仍然是菲律宾，没有选举权，所以我有时会感觉相关活动跟我没有什么关
系。我从小就在日本生活，我自信地认为自己基本就是日本人，但是因为没有选举权，所以我对政治不怎么感兴趣。（20多岁、女性）

等

关于银行账户・信用卡・融资（1,587条）

・ 刚来日本的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拿到手机、入住公寓和开设银行账户。因为如果没有住址，银行不给开账户。房东不会把公寓租给没有银行账户和电话号码的人。
电话公司不会把手机卖给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我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我有家庭，为了购买我们夫妻的住房，正在寻找能够提供住房贷款的银行。（30多岁、男性）

・ 我母亲也是在日本居住了10多年的永住者。我母亲想要在某大型银行开设储蓄用银行账户，提前预约了去银行的时间，后来银行负责人打来电话询问她:“您会日语吗? 
会使用触摸屏吗？如果不会使用触摸屏，那就无法开设账户”，就这样她被银行拒绝了。我提议，如果母亲本人不会日语也不会操作触摸屏的话，那么会日语的我在旁边
可以为她翻译，教她如何使用。可是银行方面却说这样也不行。就这样因为同样的理由再次被银行断然拒绝。我感到了歧视，甚至想写信给政府机构和法务省进行投诉。
如果他们灵活处理，我们的生活会更加方便。希望舍弃先入为主的观点，平等地对待我们。（30多岁、女性）

・ 如因为姓名太长而无法办理信用卡，或无法开设银行账户等等，仅仅是因为姓名的原因导致出现这些问题，希望能有所改善。（20多岁、 男性）
等

关于灾害（752条）

・ 居委会防灾相关活动接受外国人居民的体制不完善。（60多岁、女性）
・ 我家有广播设备，有时还会响起警报声。我要么不能理解消息，要么只能在屏幕上看到“紧急广播”的显示。那真是太可怕了。所以我想如果有刊登各种警报或广播信息

的宣传单和网站就好了。这样我就能学习。虽然Safety Tips APP很有用，但是，有一次凌晨1点响起火灾警报时，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20多岁、女性）
・ 很多外国人很少看新闻，或者即使看了新闻也可能无法充分地理解内容，因此在发生海啸、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时，希望用我们的母语追加播报。（20多岁、女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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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意见・要求等・外国人⑥育儿・死亡・其他－

关于育儿（1,205条）

○ 关于信息的提供
・ 因为看不懂孩子学校寄来的信，所以都交给丈夫。（40多岁、女性）
・ 获取育儿信息、工作信息对外国人来讲难度很高，很难获取。而日本人则有宝妈好友群等信息网络。（40多岁、女性）
・ 因为我是从大学开始来日本留学的，所以对日本的小学教育几乎不了解，希望能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得到帮助。（40多岁、男性）

○ 关于育儿方面的困难
・ 有关教育，育儿，怀孕其间和产后抑郁的咨询热线都只有日文，不能完全表达到自己想表达或想咨询的内容，有点求助无门的感觉。（30多岁、女性）

等

关于死亡（墓地确保等）（500条）

・ 想要获取更多有关墓地和守夜的信息。（20多岁、女性）
・ 现在外国人在日本购房越来越多、但是在遗产继承的时候、由于很多资料还需要回本国取、这一点不是很人性化、希望得到改善。（40多岁、男性）
・ 我认为，万一在日本死于自然灾害或工伤而将遗体运到越南，则需要提供支援。（20多岁、女性）

等

其他（550条）

○ 关于孤独/孤立、心理健康
・ 对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在日本居住感觉非常舒适，但是因为语言知识不足，也没有与日本人交往，所以经常感到孤独。（20多岁、女性）
・ 作为外国人，寻求帮助并不容易。只有在心理健康状况变得非常糟糕后，才会发现哪里不对劲。即使知道哪里不对劲，也很难告诉他人以获得帮助。（40多岁、女性）
・ 我认为我需要心理健康方面的帮助。因为我对我的将来非常不安。（20多岁、女性）

○ 关于归化
・ 希望像我这样在日本居住很久的人能更轻松地取得日本国籍。因为已经不考虑住在日本以外的国家了，所以感觉申请自己国家的护照什么的很麻烦。在日本生活得久了，

想法和生活都和日本人一样。我希望能建立一个让外国人能更轻松地加入日本国籍的制度。（30多岁、女性）
○ 关于宗教

・ 我是伊斯兰教徒。在伊斯兰教中，我们必须在头上戴希贾布，但是有些单位不能戴希贾布，真的很为难。（20多岁、女性）
・ 附近要是有出售清真食品的商店就好了。（20多岁、男性）

○ 关于同性婚姻
・ 关于同性婚姻的平等。我与日本人丈夫在东京的大使馆根据母国的法律结婚了。我担心日本的税收制度不承认他是我的配偶。也就是说，如果我和丈夫共有财产，

是否需要缴纳赠与税。如果我死了，丈夫必须卖掉我们的房子（我被登记为所有人），根据日本的法律，丈夫不是我的法律配偶，所以丈夫是否需要支付高额的遗产税。
这是我最大的担忧，我认为这很不公平。（50多岁、男性）

○ 关于其他生活上的困难等
・ 现在由于物价高涨和日元贬值，外国劳动者面临着很多困难，所以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研究这一课题。非常感谢。（20多岁、男性）
・ 因为日语能力低，处理大件垃圾时不会用电脑申请，打电话申请时也说不清楚，所以感到很为难。（60多岁、男性）
・ 希望能有更多的奖项来表彰外国人在日本做出的贡献和功绩。（20多岁、男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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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属机构等为对象的调查



所属外国人的人数

1～10人

(169份）

30.5%

11人～50人

(100份）

18.0%51人～100人

(55份）

9.9%

101～500人

(157份）

28.3%

501人以上

(59份）

10.6%

没有外国人所属

(15份）

2.7%

49.0%

35.9%

33.5%

32.8%

31.4%

21.6%

15.3%

14.6%

11.2%

9.5%

23.8%

4.7%

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

技能实习

留学

永住者

特定技能

日本人配偶等

定居者

家庭居留

特定活动

永住者的配偶等

其他可就业的在留资格

（教授等）

其他不可就业的在留资格（文化活

动等）

教育、学习支援

行业（192份）

34.6%

制造业（93份）

16.8%
服务行业（没有

其他分类的行

业）（56份）

10.1%

复合服务事业

（32份）

5.8%

建筑业（28份）

5.0%

批发业、零售业

（28份）

5.0%

其他分类（126份）

22.7%

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所属机构等①（回答者属性）－

■回答者行业（根据日本标准产业分类）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教育、学习支援行业”（34.6%）、“制造业”（16.8%）、“服务行业（未被分

类为其他分类的行业）”（10.1%）。

■所属外国人的在留资格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49.0%）、“技能实习”（35.9%）、“留学”（33.5%）。

■所属外国人的人数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1～10人”（30.5%）、“101～500人”（28.3%）、“11～50人”（18.0%）。

■对于所属外国人的咨询体制，以某种形式回答“有”的所属机构等的比例为93.3%，回答“无”的所属机构等的比例为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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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555）

（n=555）

（n=555）

（n=540）

分类

行业

（n=555）

42.9%

34.4%

17.1%

14.6%

6.5%

1.3%

1.1%

法人（营利）

教育机构（大学、专门学校、

日语学校等）

监理团体

登记支援机构

法人（非营利）

其他

个人雇主

所属外国人的在留资格

所属外国人的咨询体制

234份

43.3%

57份

10.6%

213份

39.4%

28份

5.2%

8份

1.5%

有（设置了正式的咨

询窗口，有进行咨询

应对的专门职员）

有（设置了正式的咨

询窗口，但没有进行

咨询应对的专门职

员）
有（虽然没有正式的

咨询窗口，但可以在

特定的部门等接受实

质性的咨询）
无

其他
※回答有该在留资格的外国人所属的所属机构等的数量（即使只有
一人）（可多选）



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所属机构等②（咨询内容/频率）－

■在所属外国人的咨询内容中，“工作（劳动条件、就业、转业等）”最多，为61.0%。其次是“在留资格”（52.4%）、“日语学习”（42.4%）。以在

日外国人为对象的调查中，询问向所属机构进行咨询的内容时，其结果与第1相同，但第2之后的顺序不同。

■在所属外国人的咨询频率中，“每周1件以上”最多（30.2%），其次是“每月1件以上（每周不满1件）”为28.0%、“每半年不满1件”为13.9%。

■按所属外国人的人数来看所属外国人的咨询频率，即使在所属外国人为1～10人的人数不多的所属机构等中，也有约4分之1（23.0%）的机构以每月1件

以上的频率接受所属外国人的咨询；有约4分之3（74.0%）的机构以某种频率接受所属外国人的咨询。

咨询内容 咨询内容（各事业/摘录）

工作 在留
资格

日语
学习

人际
关系

教育机构
(n=152)

52.6% 78.9% 67.1% 40.1%

监理团体
(n=91)

83.5% 42.9% 54.9% 71.4%

登记支援机
构
（n=77）

83.1% 48.1% 46.8% 70.1%

仅法人（营
利）选择
(n=176)

54.0% 38.1% 17.0% 25.6%

61.0%

52.4%

42.4%

41.3%

40.0%

39.8%

29.0%

27.5%

26.0%

25.8%

25.1%

21.4%

19.3%

14.1%

12.3%

7.6%

6.3%

4.3%

3.2%

0.9%

0.9%

0.4%

6.3%

60.7%

34.6%

27.1%

19.5%

17.3%

23.0%

35.7%

26.1%

6.9%

17.9%

28.3%

13.8%

4.3%

2.9%

6.4%

7.9%

11.4%

10.6%

4.9%

1.1%

1.9%

3.5%

1.4%

2.3%

工作（劳动条件、就业、转业等）

在留资格

日语学习

人际关系

住宅

医疗

税金

年金

在母国的亲属

金钱关系

保险

心理关怀

怀孕、分娩

结婚、离婚

家人所持的问题

育儿

子女教育

种族歧视、机会平等、个人尊重

灾害

家庭暴力

死亡（墓地确保等）

护理

参政

其他

以所属机构等为对象的调查

（n=462）
以在日外国人为对象的调查

(n=4,087)

ー

每周1件以上

30.2%

每月1件以上（每周

不满1件）

28.0%

每3个月1件以上

（每月不满1件）

9.3%

每半年1件以上（每3个月

不满1件）

4.3%

每半年不满1件

13.9%

未接受过咨询

8.7%

不详

5.7%

（n=540）

咨询频率

4.1%

14.0%

40.0%

52.9%

62.7%

18.9%

40.0%

29.1%

30.6%

25.4%

14.8%

11.0%

10.9%

5.1%

7.7%

2.0%

5.5%

1.9%

3.4%

28.4%

15.0%

7.3%

3.8%

3.4%

21.3%

9.0%

1.7%

4.7%

9.0%

7.3%

5.1%

3.4%

１～10人

11～50人

51～100人

101～500人

501人以上

每周1件以上 每月1件以上 每3个月1件以上 每半年1件以上 每半年不满1件 未接受过咨询 不详

咨询频率（按所属外国人人数）

15
※ 1.0%以下的项目不表示百分比

（n=169）

（n=100）

（n=157）

（n=55）

（n=59）



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所属机构等③（困难、应对方法等） －

■在应对所属外国人的咨询时，除了“没有困难”之外，较多的内容有“咨询者不能理解日本的制度”（41.1%）、“因语言问题，难以进行准确

的沟通”（37.7%）、“因为是由于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而产生的问题，所以难以把握问题点”（29.2%）。

■关于接受所属外国人时的应对，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在事业所内，利用已有制度和人员应对”（61.9%）、“利用和介绍可获得日本生活必要

信息的相关各种服务”（53.2%）、“在事业所内，为解决困难而致力于重审和导入制度”（42.9%）。另外，存在在很多选项中，所属外国人越

少，回答比例越低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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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咨询时的应对

反映咨询应对相关要求的机制

61.9%

53.2%

42.9%

32.9%

29.0%

26.2%

20.1%

15.4%

4.1%

7.8%

在事业所内，利用已有制度和人员

应对

利用和介绍可获得日本生活必要信

息的相关各种服务

在事业所内，为解决困难而致力于

重审和导入制度

咨询和引导其咨询地方公共团体和

地方公共团体委托外部设置的窗口

咨询和引导其咨询其他公共机构

咨询和引导其咨询国家驻外机构

咨询和引导其咨询律师、代书士

咨询和引导其咨询同行的其他团体

和行业团体

咨询和引导其咨询NPO或NGO等外部

民间团体

因为不知道该咨询和引导其咨询哪

里，所以无法应对

其他

ー

41.1%

37.7%

29.2%

14.7%

11.0%

5.4%

4.5%

4.5%

3.5%

3.5%

3.2%

3.0%

1.1%

0.9%

4.3%

30.7%

咨询者尚未理解日本的制度

因语言问题难以进行准确的沟通

由于是因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而产生的问

题，难以把握问题点

直到问题恶化才进行咨询

为进行应对影响了工作

难以与咨询者建立信赖关系

内容较专业，不知道合适的介绍机构

咨询内容涉及复杂、多重的服务，不知道

该如何应对

没有应对外国人支援的合作方

咨询者无法负担接受服务的费用

不知道该提供什么信息

附近没有能解决问题的服务机构等

咨询者的立场不能利用制度和服务

本来就不知道该做什么

其他

没有困难

（n=462） （n=462）

咨询应对中的困难 接受所属外国人咨询时的应对方法
（按所属外国人人数/摘录）

※① ※② ※③ ※④

1～10人
(n=125)

49.6% 28.0% 38.4% 14.4%

11～50人
(n=82)

53.7% 46.3% 39.0% 22.0%

101～500人
（n=148）

70.3% 69.6% 45.3% 42.6%

9.4%

7.4%

5.9%

4.1%

0.4%

直接从事业所或通过总部等机

构向国家驻外机构反映过要求

直接从事业所或通过总部等机

构向地方公共团体反映过要求

通过所属行业团体反映过要求

通过职员的个人关系反映过要

求

通过各特定技能领域的协会反

映过要求
（n=555）

※回答“未反映过要求”的机构占81.4%
（因为是多选，所以合计超过100%）

※①

※②

※④

※③



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所属机构等④（支援人才等①）－

■ 关于觉得咨询应对所必要的事项，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是“在留资格制度相关知识”（76.9%）、“税金和年金等各种社会制度相关知识”（69.5%）、“沟通

能力”（62.7%），包括“多语言应对能力”（57.3%）在内，与在日外国人对咨询应对人才的期望相比，会话和语言能力的排名更高。

■ 关于“您认为事务所是否应该有外国人咨询和支援的专业人才（以下称为“支援人才”）”，以及“如果有机会学习外国人咨询和支援相关知识的话，您是

否想参加或者让职员参加”项目，两者均有约8成以上给予了肯定的回答（“认为”+“总的来说认为”）。所属外国人较少的所属机构中，肯定回答的比例

有下降的倾向，但约7成的回答是肯定的。

■ 在外国人咨询和支援的培训中，最重视的是“由公共机构实施培训”（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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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应对所必要的事项
76.9%

69.5%

62.7%

57.3%

49.4%

38.7%

35.5%

29.5%

18.2%

13.5%

12.6%

2.2%

4.0%

49.3%

61.0%

36.8%

35.5%

26.2%

22.5%

40.6%

24.5%

13.5%

16.1%

21.2%

1.5%

6.9%

在留资格制度相关知识

税金和年金等各种社会制度的相关知识

沟通能力

多语言应对能力/自身母语应对能力

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相关知识

心理关怀相关知识

医疗、福利相关知识

与服务提供方的合作能力

怀孕分娩相关知识

育儿相关知识

子女教育相关知识

其他

不详

所属机构等（n=555）

在日外国人(n=6,154)

是否希望参加或者让职员参加外国人咨
询和支援相关培训在外国人咨询和支援相关培训中所重视的事项

认为

39.3%

总的来说

认为

39.1%

总的来说不认为

7.4%

不认为

4.5%

不详

9.7%

(n=555)

是否认为事务所需要支援人才

认为
47.4%

总的来说

认为
36.2%

总的来说不认为

5.8%

不认为
3.2%

不详
7.4%

(n=555)

按所属外国人人数/摘录

认为＋
总的来说认

为

不认为＋
总的来说不认

为

1～10人
(n=169) 68.6% 15.4%

11～50人
(n=100) 77.0% 15.0%

101～500人
（n=157） 95.5% 3.2%

按所属外国人人数/摘录

认为＋
总的来说认

为

不认为＋
总的来说不认

为

1～10人
(n=169) 67.4% 18.9%

11～50人
(n=100) 74.0% 13.0%

101～500人
（n=157） 88.5% 6.4%

※“对咨询应对人才的期望”

42.9% 23.4% 25.8% 5.0%

2.9%

由公共机构实施

由公共机构对培训中掌握的专业性进行认证/证明

有减轻培训费用负担的措施

在星期六、星期日、节假日（停业日）实施

其他

(n=555)



53.0%
35.7%

5.6%

2.7% 3.1%

培训（几天～不满6个

月）

资格考试、认证考试

培训（6个月～不满1

年）

在大学或研究生院选

修科目

其他

(n=555)

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主要结果/所属机构等⑤（支援人才等②）－

■关于认为最适合培养国家支援人才的方法，“培训（几天～不满6个月）”最多，为53.0%。

■关于雇用支援人才时的期望，“具备与公共机构雇用的外国人咨询应对人才同等以上的能力”最多，为46.6%。

■关于是否认为支援人才需要接受培训，以不断更新制度和信息的相关知识，“认为”和“总的来说认为”的合计占89.5%。

■入管厅正在研究设置“外国人支援协调员”，这是对生活上有困难的外国人给与适当支援的人才。有71.9%的机构回答，如果能够接受外国人支

援协调员的相关培训，希望让职员参加或者雇用学员（“认为”+“总的来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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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最适合培养支援人才的方法

雇用支援人才时的期望

46.6%

45.3%

32.1%

30.8%

26.9%

1.5%

公共机构（地方公共团体、国家等）

具备与雇佣的外国人咨询应对人才同

等以上的能力

国家给予财政补助

具备了解专业人才经历的环境

国家通过资格考试等保证专业性

由国家认证为“积极进行外国人支援

的企业”等

其他
（n=464）

是否认为支援人才需要接受重
新学习的培训

认为

48.1%总的来说

认为

41.4%

总的来说不认

为

2.2%

不认为

2.0%
不详

6.3%

(n=555)

是否希望雇用“外国人支援协调员”

认为

33.3%

总的来说

认为

38.6%

总的来说不认为

8.8%

不认为

5.9%

不详

13.3%

(n=555)

具备与公共机构（地方公共团体、国家
等）雇用的外国人咨询应对人才同等以

上的能力

按各事业形态分类/摘录

认为＋
总的来说认为

不认为＋
总的来说不认为

教育机构
(n=191) 77.0% 9.4%

监理团体
(n=95) 86.3% 6.3%

仅法人（营
利）
（n=220）

60.9% 22.3%

按各产业分类/摘录

认为＋
总的来说认为

不认为＋
总的来说不认为

教育、学习
支援行业
(n=192)

75.0% 11.5%

制造业
(n=93) 59.1% 26.9%

其他分类
（n=126） 71.4% 14.3%

按所属外国人人数/摘录

认为＋
总的来说认为

不认为＋
总的来说不认为

１～10人
(n=169) 57.4% 23.7%

11～50人
(n=100) 67.0% 21.0%

101～500人
（n=157） 84.1% 7.0%

在所有属性中，“认为”+“总的来说认为”占50%以上。



2023年度 面向在日外国人的基础调查－自由回答/所属机构等－

意见・要求等

○ 咨询窗口等
・ 希望能在一个窗口解决。比如，在咨询税金时，联系了市政府后被告知要联系税署，或者因为制度上的要求需要进行确认，联系了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后被告知要向出入

境在留管理厅确认等，需要联系好几个地方，所以觉得有一个综合的窗口比较好。
・ 因为存在相关组织之间踢皮球的问题，所以需要改善垂直管理，明确职责分工，推进行政的线上处理，以及明确以外国人为对象的线上处理。
・ 现在关于怀孕、分娩、育儿、托儿所入学的咨询很多。另外，不仅需要进行说明，很多情况下还要进行文件制作的支援和向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咨询等的直接支援。

可以预想今后外国人增加的话，时间、工时等也会增加。在此基础上，关于“生育～育儿、小学升学”的部分，觉得不是通过各个行政部门应对，而是需要一系列
的支援。

・ 外国人才的烦恼也有内容敏感的案件，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听取双方的意见，注意不要有偏颇。但有越来越多的人才只是囫囵吞枣地理解SNS上信息，这也是事实。
为了能向人才提供正确的信息，无论是监理团体还是相关机构，如果有什么问题，都会进行商量，但经常会被踢皮球。解决问题还需要速度，所以深切地感受到，
作为监理团体，有必要明确哪些问题可以在哪里解决。

・ 希望在各市区町村配置能与外国人的咨询应对和支援相关的专业人才，建立根据外国人的困难，与能够解决困难的人（组织）联系的机制。并希望由专业人才定期访问外
国人所属事业所，听取和应对困难。

○ 咨询员的能力和体制等
・ 需要给与支援，让其参加培训等，掌握专业知识。
・ 外国人在日本生活时，语言的障碍很大。希望给与支援，开发出方法，帮助不擅长对方语言的人进行交流。
・ 外国学生有困难时，特别倾向于与相同国家的朋友商量，自己谋求解决。这绝对不是坏事，但有时使其向大学报告更能妥善且迅速地获得解决。觉得通过配备可以轻松

咨询的窗口和咨询员，可以应对很多潜在的外国学生的烦恼。
・ 认为有必要设置一位领导，统一负责外国人事务，并担任与日本员工的沟通桥梁（N2水平）。
・ 我们的代表就是外国人，集团企业也录用了很多外国人，已经司空见惯了。不觉得需要什么特别措施，想不到什么改善点。
・ 如果仅对外国人提供支援，会引起日本员工的不满，所以有必要取得平衡。
・ 希望举办定期的会议，就各机构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事例进行信息共享，并就外国人应对工作举办负责人培训会。
・ 我觉得有必要提供相应的支援，通过所属外国人的母语进行心理关怀。

○ 推进和谐共生社会
・ 社区整合：我认为通过文化活动、交流活动、社区志愿者等加强外国人与当地居民的联系，促进其和谐共生是很重要的。
・ 外国人在生活中涉及到很多精神、经济、文化问题。不仅是外国人，今后日本社会接收外国人之际，也有必要面向日本人培养和谐共生意识。
・ 即使外国人正确地进行了垃圾的分类等，但如果别的日本人没有做好，也会归咎于外国人。虽然没有直接向其本人投诉，但他们也许遭受到了其他歧视性的待遇。

一想到这里就很心痛。希望能消除对外国人的歧视。
○ 对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等

・ 如果各省厅的主页信息能提供日英两种语言的版本就好了。经常想，如果能让外国人参看国税厅和厚生劳动省等机构的主页，将更容易向他们说明制度。
・ 如果能举办培训等活动，帮助理解入管法的话就太感谢了。
・ 如果有像“持有留学签证的人在生活中要注意！”这样的注意事项（希望大家都知道的信息），希望能制作成传单发给留学生通知到他们每一个人。另外，例如留学签

证……打工需要办理资格外（活动许可）、临时再入境（根据许可出入境）的办理方法等等，也希望能制作成传单让大家都知道。
・ 出入境管理局主页上的生活就业指南很有帮助。
・ 想确保外国人劳动力，但是没有供外国人居住的房子，感到很为难。现在，地方自治体的外语应对和邮局的应对（不在通知）等工作都是由事业所的职员在做。需要提

高对外国人的公共服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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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调查围绕“为了解决所属于事业所的外国人的困难，需要怎样的支援和措施”提出问题，请回答者自由记述。以下是从中摘录的一部分。另

外，对于明显的错别字、漏字以及可以查询个人或团体等的信息等内容，除了进行了修改之外，还有可能只刊登了部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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