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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的宗旨】 

遵循实现“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不让任何人掉队”的 SDGs 理念

的同时，福井县的长期愿景之一是在 2040年实现“每个人都是主角的福井”的目标。

旨在创造一个人人都绽放光芒，互相支持，切实感受幸福，未来能安心生活的社会。 

 

 这样的社会对于住在本县的外国人居民来说也是期待的状态。截至令和 2（2020 ）年

末，超过 15,000 人居住在福井，创历史新高，他们作为护理等专业人士和县内行业骨

干活跃在各个领域。另一方面，需要日语指导的外国儿童也不断增加，为这些儿童提供

居住场所以及援助他们学习的志愿者团体的活动也在扩大。 

 

 许多居住在本县的外国人居民希望与本县的县民互动，并参加当地庆典活动。生活在

全球化时代的我们，有必要作为同一区域社会的一员加深友谊，互相学习不同的文化，

共同构建尊重多样性的社会。 

 

日本人和外国人将作为“福井队”的成员进行互动和合作，以创建一个可以认同不同

价值观、高度宽容的共存社会。这才能让每个人都想继续生活在福井，也实现让世界选

择福井的目标。 

基于这一理念，我们制定了全新的“福井县多元文化共存推进计划”，为实现“人人都

是福井主角”的目标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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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县内外国人居民状况 

 

《按国籍划分的外国人居民人数变化》 

来自全球74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居住在本县，其中来自巴西的人数最多，其次是越南、中

国、韩国、朝鲜和菲律宾等。近年来，越南人人数大幅增加。 

 

 

 

 

 

 

 

 

 

 

 

 

 

资料来源：福井县调查 

                   

《不同在留资格的外国人居民人数变化》 

依次为“技能实习”、“永住者”、“定住者”、“特别永住者”，其中“技能实习”大幅增长。 

 

 

 

 

 

 

 

 

 

 

 

 

 

资料来源：福井县调查 

 

资料来源：福井县调查 

福井县现状 

  截止每年 12 月底 单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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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儿童人数变化》 

随着外国人居民人数的增加，需要日语指导的外国儿童人数也在增加。 

 

福井县内需要日语指导的外国儿童 

  

  单位：人                                                    单位：人    

 

 

 

 

 

 

 

 

 

资料来源：文部科学省《关于需要日语指导的学生的接受状况调查》 

截止隔年的5月1日 

 

 

《外国人劳动者人数变化》 

  县内外国人劳动者人数逐年增加，截止令和 2年（2020 年）10月末，雇佣外国人劳动者的

机构为 1502 家，外国人劳动者人数为 10339 人。 

 

 

 

 

 

 

 

 

 

 

 

 

 

    

 

资料来源：福井劳动局《外国人就业状况申报情况》 

 

 

 

 

 

56 49
88

111
20 19

27
28

9 3

7

12

0

50

100

150

200

H24 H26 H28 H30

小学校 中学校 高校

共 71  

共 122  

共 151 

葡萄牙语 110

中文13

菲律宾语12

印度尼西亚语 5

西班牙语4
泰国语3 乌尔都语 3

越南语 1

按需要日语指导的外国儿童母语划分的
入学情况（H30） 

共 

85  

共 5,363 人 
共 6,021 人 

共 6,460 人 
共计 7,770 

人 

共 8,651 人 
共 9,125 人 

单位：人   截止每年 10 月底 

共 10,339 人 

小学 初中 高中 

技能实习 

专业性/技术领域的在留资格 
特定活动 
 

根据身份的在留资格（定居者等） 
资格外活动（留学等） 



3 

 

2 县民问卷调查结果概要 

(1) 外国人为对象 

 

 

 

 

 

《住在福井的好处》 

 ○“灾害和犯罪少”52.8%，“丰富多彩的大自然”52.0%，“友善的民众”44.3%。 

 

 

 

 

 

 

 

 

 

《与日本人的交流》 

 ○ 超过半数（54.5%）的外国人回答说，他们与当地的日本人有互动。 

 

 

 

 

 

 

 

《希望以后能和日本人交流》 

 ○ 66.4%的外国人考虑“与日本人积极互动”。 

 ○ 想参加的当地活动中，62.3%的人希望是“可以体验日本文化的活动”，51.4%的人希望是

“地方庆典活动”。 

 

 

 

 

 

 

 

 

《希望定居》 

 

 ○ 七成以上（73.6%）的人回答说“希望继续住在福井县”。 

◆ 调查时间 令和 2年（2020年）10月 12日-10月 26日 

◆ 调查对象 居住在县内的年满 18周岁的外国人居民（不包括特别永住者） 

◆ 回答人数 1,117 人 

52.8
52.0

44.3
32.4

28.3
24.0

19.1
16.0

14.3
4.7

2.4
1.1

災害や犯罪が少ない

自然が豊か

人がやさしい

気候が良い

仕事がある

食べ物がおいしい

人が多すぎない

行政のサポートが充実している

同国人が多い

特にない

その他

無回答

0 20 40 60 80 100

(%) 

想积极交流

66.4%

最低限度

的交流就

足够了

28.3%

不交流也

没关系

2.4%

没有回答

2.9% 62.3

51.4

22.5

22.2

19.0

6.1

4.1

日本の文化を体験できるイベント

地域の祭り

サッカーなどのスポーツ大会

ダンスや歌

地域の運動会

無回答

その他

0 20 40 60 80 100

(%) 

日常都友好相处

19.2%

时常有交往

26.1%

参加当地的活动

9.2%

打招呼的程度

31.8%

几乎没有关系

12.9%

没有回答

0.8%

灾害和犯罪少 

丰富多彩的大自然 

友善的民众 

气候好 

有工作 

食物好吃 

人不太多 

行政支持很充实 

本国人很多 

没有特别的 

其他 

没有回答 

可以体验日本文化活动 

地方庆典活动 

足球等体育活动 

歌舞 

地区运动会 

没有回答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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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日语》 

 ○ 大部分(54.1%) 的人回答说“可以交谈/一般”，但在读写方面的百分比下降，因此许多人

对学习日语方面遇到课题。 

 

 

 

 

 

 

 

《生活中的问题》 

 ○ “日语学习”和“在医院/役所的会话”排名靠前。 

 

 

 

 

 

 

 

 

 

 

 

 

 

《对行政部门的要求》 

 ○ “日语学习支援”、“强化咨询系统和提供多语言信息”、“营造交流场所”等排名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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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回答

自分や家族の健康

電車やバスなど、公共交通機関の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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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の運転免許の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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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に対し、外国人住民の労働環境の改善や意識啓発を促す

日本人住民に対し、多文化共生に関する意識啓発や国際理解を促進する

外国人が地域社会に積極的に参画するよう促す

医療・保健・福祉分野の施策を充実させる

日本の生活ルールや文化、習慣の違いなどについて周知する

防災対策を推進する（防災講座、防災訓練、避難情報の伝達等）

外国人住民の子どもに対する教育を充実させる

わからない

無回答

そ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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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电车或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的利用 

倒垃圾的方法等社区的规则 

驾驶证的获取 

在留资格的手续 

找房子 

会 大体会 

不怎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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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学习支援 

强化咨询系统和提供多语言信息 

营造日本居民和外国人居民的交流场所 

促进企业改善外国人居民的劳动环境并提高相应的意识 

促进日本居民关于多元文化共存的意识和国际理解 

推动外国人居民积极参加社区的活动 

充实医疗、保险、福利领域的措施 

介绍日本的生活规则和文化，习惯的不同点等 

推进防灾措施（防灾讲座，防灾训练，避难信息的传达等） 

充实外国人居民孩子的教育 

不知道 

没有回答 

其他 

 

 

有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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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人为对象 

 

 

 

 

 

《多元文化共存的认知度》 

 ○ 多元文化共存一词，“听说过并明白意思”：17.5%，“听说过但不明白意思”：36.6%，“没听

说过”：43.1%。 

 ○ 从年龄层来看，越是年轻人，表示理解意思的人的比例越高。 

 

 

 

 

 

 

 

《与外国人的交流》 

 ○ 在日常生活中，与外国人居民“关系非常密切”：11.3%，“打招呼的程度”：16.6%，“几乎

没有关系”35.4%，“完全没有关系”：36.6%。 

 

 

 

 

 

 

 

 

《希望与外国人交流》 

 ○超过半数以上回答者表示愿意与外国人居民交流（52.8%）。另一方面，46.2% 的回答者表

示不想交流。 

 ○ 在回答“我想交流”的人中，希望通过语言学习和当地活动进行交流人变得多了。 

 

 

 

 

 

 

 

 

 

 

◆ 调查时间  令和 2 年（2020年）10月 12日-10月 26 日 

◆ 调查对象  居住在县内 18周岁以上居民 1000人（从居民基本登记簿中随机抽样） 

◆ 回答人数  640 人（回答率 64.0%） 

听说过，明白意思

17.5%

听说过，但不太明白

是什么意思

23.9%

听说过，但几乎完全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12.7%

没听说过

43.1%

不知道

2.5%

没有回答

0.3%

关系非常密切（例

如：熟人、朋友、亲

戚、单位的同事等）

11.3%

打招呼的程度（例如：邻

居、单位的客户或在经常

光顾的店里工作）

16.6%几乎没有关系（例

如：看到脸能认识的

程度）

35.4%

完全没有关系

36.6%

没有回答

0.0%

我想积极交

流

7.3%

如果要选的

话，我想交流

45.5%如果要选的话，

我不想交流

40.3%

我不想交流

5.9%

没有回答

0.9%

3.0
7.7

13.0
21.0

28.1
29.6

41.7

0 50 100

無回答

その他

外国人住民に日本語を教えたい

外国人を支援する団体の活動、イベントに参加したい

外国人住民を地域の行事やイベントに招きたい

交流の仕方がわからない

外国人住民から外国語を学びたい

(%) 

跟外国人居民想学外语 

不知道交流的方法 

想邀请外国居民参加社区的庆典和活动 

想参加支持外国人居民的团体的活动 

想指导外国人居民的日语学习 

其他 

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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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国人人数增加的意见》 

 ○ 关于区域内外国人增加这一问题，从国际视野出发的积极意见占了半数，另一方面，也有

很多人担心发生纠纷和治安恶化。 

 

 

 

 

 

 

 

 

《实现多元文化共存社会需要什么》 

 ○ 大约三分之二（65.3%）的回答者认为“不要对外国人抱有歧视意识或偏见”是必要的。 

 ○ 从年龄层来看，越是年轻人越是倾向于“学习外国人居民的语言、文化和习俗”。 

 

 

 

 

 

 

 

 

 

 

 

 

 

《政府应该重点做的工作》 

 ○ 超过半数（58.9%）认为应该着重“向外国人居民介绍日本的生活规则、习俗、文化差异

等”。 

 

 

 

 

 

 

 

 

 

 

 

0 20 40 60 80 100

無回答

特にすることはない

わからない

地域住民との交流や地域の活動に外国人住民の参加を呼びかける

日本語や日本の文化、習慣の多様性について日本人が自ら知る努力をする

外国人住民の言葉や文化、習慣を学ぶ

日本語や日本の文化、習慣を外国人に教えたり、それらについて話し合う機会を

作る

日本で生活するルールを守ってもらえるように外国人住民に呼びかける

外国人に対する差別意識や偏見を持たないようにする

10代 20代 30代 40代 50代 60代 70代以上

(%) 

0.8
0.9

4.8
9.2
10.2

12.7
13.0
14.4

27.2
29.5
30.6

45.2
58.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無回答

その他

わからない

外国人住民に対する防災対策を推進する（防災講座、防災訓練、避難情報の伝達等）

外国人住民が地域社会に積極的に参画するよう促す

外国人住民に対する医療・保健・福祉分野の施策を充実させる

日本人住民に対し、多文化共生に関する意識啓発や国際理解の促進を図る

企業に対し、外国人住民の労働環境の改善や意識啓発を促す

外国人住民の子どもに対する教育を充実させる

日本人住民と外国人住民の交流の場をつくる

外国人住民に対し、日本語の学習を支援する

外国人住民に対する相談体制や多言語での情報提供を充実する

外国人住民に対し、日本の生活ルールや習慣、文化の違いなどについて周知する

(%) 

0.2
7.0
7.3
9.1

11.4
39.5

52.5
22.0

26.1
28.8

41.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無回答

特に影響はない

わからない

日本固有の文化が損なわれる心配がある

日本人の雇用が脅かされ、低賃金化につながる心配がある

治安が悪化する心配がある

習慣や文化の違いから、外国人住民とのトラブルが起こる心配がある

お互いに経済的、文化的に影響を与え合うことにより、地域の国際化に貢献する

人口が増えることにより、地域経済の活性化、発展につながる

様々な文化を持つ人たちの存在により、多様性をより認め合える豊かな社会になる

外国の言葉や文化などを学ぶ機会が増え、国際的な考え方や視点につながる

期待的意见 

担心的意见 

(%) 

增加学习外国语言和文化的机会，与国际化思维与视角相联 

由于不同文化的人的存在，形成认同多样性的繁荣社会 

随着人口的增加，有助于活跃地区经济，促进发展 

通过在经济、文化上的相互影响，为地区的国际化做出贡献 

因习俗和文化的不同，担心与外国人居民发生纠纷 

担心治安的恶化 

威胁日本人的就业，担心引起薪酬下降 

担心损害日本固有的文化 

不知道 

没有特别的影响 

没有回答 

 

不要对外国人抱有歧视意识或偏见 

呼吁外国人居民遵守日本的生活规则 

指导外国人居民学习日语、日本文化和习俗，创造对话的机会 

学习外国人居民的语言、文化和习俗 

日本人自己要努力了解日语、日本文化、习俗的多样性 

呼吁外国人居民参加与地区居民交流和地区活动 

不知道 

没有特别要做的事 

没有回答 

 

 

 

向外国人居民介绍日本的生活规则、习俗、文化差异等 

强化针对外国人居民的咨询体系，提供多种语言信息 

针对外国人居民进行日语学习援助 

对于外国居民设置交流场所 

充实外国人居民孩子的教育 

促进企业改善外国人居民的劳动环境并提高相应的意识 

提高日本人居民的多元文化共存意识，加强国际化理解 

完善医疗、保健、福利领域面向外国居民的措施 

促进外国人居民积极参加地区社会规划 

推进外国人居民防灾措施（防灾讲座、防灾训练、传达避难信息等） 

不知道 

其他 

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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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围绕外国人居民的课题 

 

根据对县内各市町村、国际交流团体、民间支援团体等的听证结果，以及对县内日本

居民和外国人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县里明确了支持外国人居民的日语学习、促进

与日本人共存等课题。 

 

 

《主要课题》 

① 支持教育、交流相关事宜 

・ 有必要为需要日语指导的外国儿童和学习机会少的外国人劳动者提供细致的日语学习支

持。 

  ・为了让外国儿童自然地掌握日语，增加与日本儿童交谈的机会，有必要支持学生在年级和

俱乐部活动中的交流。 

・对于没有足够时间学习日语的外国人劳动者，最好有一个能在企业内学习日语的机制。 

 

② 咨询体制和住房支持相关事宜 

  ・ 外国人咨询的内容多种多样，为了解决各种烦恼，构建相关组织机构的网络很重要。 

・ 外国居民能依靠的人很少，所以如何确保比现在更有效的咨询场所和机会是个课题。 

・有时会因为是外国人被拒绝租房，因此需要行政机关和房地产中介共同合作努力。 

 

③ 防灾、医疗领域支援相关事宜 

  ・ 在发生灾害等重大情况下，由于无法沟通导致发生纠纷。 

・ 对于外国人来说，生活上和地区的信息少，需要确保经由外国人关键人物的交流，通过

SNS 共享信息等机制。 

  ・ 营造便于参加各市町村防灾训练的环境很重要。 

  ・ 针对以医疗为目的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外国人，有必要为他们创造一个可以安心享受医

疗服务的环境。 

 

④ 增进相互理解相关事宜 

  ・ 外国人和日本人都有必要提高彼此“共存”的意识，并继续支持从事与多文化共存相关

活动的组织。 

・ 和培养外国人县民的领导一样，地区居民方面的关键人物的存在也很重要 

・ 确保那些焦虑不安和有问题的外国儿童有个可以来去自由的存身之处也是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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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与地区居民开展交流活动相关事宜 

  ・ 与日本人的交流很重要，可以让外国人活学活用已经学过的日语。 

・ 通过区域交流活动等，应该创建一个可以让外国人更多参与区域规划的社会。 

 

⑥ 关于接纳和支持外国人才 

  ・ 增加在县内上大学的留学生人数的同时，应该进一步促进他们在县内企业的就业。 

  ・ 对于引进拥有高技术、可以从事高度专业化职业的高技能人才还没有进展。 

・ 需要持续确保严重短缺的护理人员和建筑产业的骨干。 

 

⑦ 向世界传递信息的相关事宜 

  ・ 在技能实习生来福井县之前，需要有一个机制来传播福井的信息，以便他们对福井县更

加感兴趣。 

・ 为了让外国人选择福井，必须有策略地传播福井的文化、宜居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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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基本理念 

 

 

 

 

 

 

 

2 基本目标 

 

 

 

 

 

 

 

 

 

 

 

 

 

 

 

 

 

 

 

 

 

 

 

 

 

 

 

 

* 外国人县民…对于居住在福井县的外国人居民，本着作为同一社区的一员，是应相互尊重、共同行动的伙伴的

理念，在本计划中称之为“外国人县民”。 

措施的基本方向 

Ⅰ 实现人人宜居的“安心共存社会” 

旨在通过改善生活基础环境，充实

咨询和支持体制，形成一个能让外

国人可以安心生活、期望在当地持

续生活的社会。 

○ 充实外国儿童的日语教育 

○ 支持社区交流 

○ 加强生活支援、咨询体制 

○ 加强防灾领域的支援体制 

○ 充实对医疗和福利领域的支援 

【方向性】 

Ⅱ 实现每个人都是社区骨干的“活跃共存社会” 

无论是日本还是外国人，通过了解

彼此文化的差异，互相认同，让外

国人县民也能积极参与社区规划，

建设一个人人都是主角的共存社

会。 

○ 促进相互理解 

○ 扩大外国人县民之间的地区交流 

【方向性】 

Ⅲ  实现全球精选的“先进共存模式” 

向海外传播福井文化、传统以及独一

无二的魅力，在强调地方区域的后新

冠病毒时代，实现全球精选的先进共

存模式 

○ 支持接受留学生，帮助留学生扎根当地 

○ 接受并积极支持全球性人才 

○ 加强面向世界的传播，扩大交流人群 

【方向性】 

在后新冠病毒时代，实现全球精选的“多元文化共存先进地区福井”目标，

以便生活在福井的人们，无论什么国籍，作为区域社会的一员，尊重彼此不同

的个性和价值观，扩大彼此的交流，让日本人和外国人都想继续居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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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 充实外国儿童的日语教育 

 

◆ 促进校内沟通顺畅化，强化支援体制 

   除了中小学的日语支持员和高中的交流支持员等人员支持外，还要利用信息通信技术，

导入多语种翻译应用程序等，为外国儿童的学习及其学校生活提供细致的支持。 

 
     主要措施  <幼儿期> 

               ・在保育所等地，对于给外国儿童家长翻译的保育支援人员进行就业支援（R1-）等 

   

<中小学> 

・ 充实日语支援人员的支持体制，增加配备多语种翻译机 

・ 面向外国家长，用他们的母语介绍教育制度 

○新支持日本儿童和外国儿童之间的交流，导入翻译应用程序，通过翻译教科书促进对学习的理解。 

 <高中> 

・根据外国学生等特别选拔制度（县立高中），扩大的招生范围 

・ 增加交流支持者的人数，以协助教师、学生和家长之间的日语沟通交流 

○新为外国学生就读的学校配备支持 55 种语言的多语种翻译机 

○新配备日语教师或顾问，促进多文化共存的教育活动 

○新针对需要日语指导的外国学生参加日语能力考试时，进行考试费补助等 

 

 
 
◆ 支援地区儿童的日语教育 

   在培养为外国儿童提供日语教育的志愿者的同时，县立大学的日本学生和外国学生一起

合作，配合日语，支持以母语为思维能力基础的学习，来推动福井特色的教育支持。 

 

      主要措施・以面向外国儿童的学习支援事例为题材，举办面向儿童的日语志愿者培训讲座 

・日本学生与外国留学生合作，进行母语和日语的教育支持 等 

 

 

 

 

 

 

 

 

※通过介绍“多文化共存行动”来反映县内相关机构实践多文化共存和外国人支持的活动状况。 

 

 

 

 

 

Ⅰ 实现人人都宜居的“安心共存社会” 

  母语培养的福井特色日语教育支持 

 

福井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与日本留学生志愿者组成团队， 

对菲律宾、越南等有外国血统的孩子，使用英语等母语和日 

语进行学习支持。 

将日语教科书翻译成母语，在孩子们充分理解故事的基础 

上，学习日语教科书，重视孩子们的母语和日语两方面的能力发展。 

 * 带下划线的主要措施是新增的和扩充的措施。下划线以外的措施，从令和元年以后实施的措施记载起始年度（下同）。 

  行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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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社区沟通交流支持 

 

◆ 充实日语学习机会 

   根据技能实习生和留学生等不同的层次、需求开设相应的日语课程。此外，对于因工作

原因没有足够时间学习日语的外国人劳动者，可以在企业或公民馆等邻近地区学习日语，

或举办在线日语课程等，增加地区日语学习机会。 

 

   主要措施  ・举办日语志愿者培训讲座，教外国人初级日语 

             ・根据技能实习生和留学生等不同层次开设日语课程 

       ・扩大在企业或公民馆等邻近地区学习日语的机会 

             ○新为了针对由于工作等原因无法参加课程的偏远地区学生的综合支持，以及兼顾预防传染病的措施， 

               将举办在线日语课程 等。  

 

 

 

 

 

 

 

 

 

 

 

 

 

 

 

 

 

 

 

 

 

 

 

 

 

 

35 年的历史 ～扩大日语圈的会～ 

 

了解到有福井县外国人居民也会前往邻近县学习日语后，昭和 

60 年 7 月创始人在本县成立了向县内外国人居民教授日语的“扩 

大日语圈的会”。 

目前大约有 60 名成员，年龄从 20 多岁到 80 多岁不等，每年针 

对约 400 名外国人，包括技能实习生、留学生、日本人配偶等，开 

设小团体课程或面向个人的私人课程，还有县国际交流协会组织的常设课程，在教授日语。 

  行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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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3 强化生活支持、咨询体制 

 

◆ 强化外国人县民咨询体制 

   以“福井外国人咨询中心”为主，加强与市町、国际交流协会、劳动局、入国管理局等相

关机构的联系，开展针对外国人县民的各种咨询。 

此外，通过电话口译和多语种咨询等，提供细致的生活和劳动咨询。 

 

     主要措施  ・以“福井外国人咨询中心”为主，与相关机构合作，强化咨询体制 

               ・利用电话口译加强市町的窗口咨询 

        ・通过外国人社区负责人加强外国人咨询窗口的宣传（R2-） 

・举办律师到场出席的法律咨询会，为外国人县民提供法律咨询（R1-） 

・强化由国际交流员等进行的多语种咨询和信息提供  等 

 

 

 

 

 

 

 
 
 

 

 

 

 

 

 

 

 

 
 
 

 

 

 

◆ 确保可以安心居住的家 

通过福井外国人咨询中心、市町、房地产中介、住房支援法人等的共同努力，促进外国人

县民顺利入住租赁房屋等。此外，还支持那些力图改善外国人劳动者生活环境的企业，例如

配备冷暖空调等。 

 

       主要措施 ・ 举办房地产中介等业者的信息交流会和研讨会，以便外国居民顺利入住租赁房屋（R2-） 

        ・ 支持改善外国人劳动者的生活环境的企业（R2-）等。 

          外国人县民困难咨询  ～福井语言学院～ 

 

为了援助在县内居住的外国人，县内的日语学校“福井语言学院”开设了名为“福井外国人在留支

援室（FFST）” 的 Facebook 页面，针对外国人感到困扰的事情进行咨询、实施问卷调查，并与福井

大学的学生合作，制作、发布日语学习视频。 

 此外，由于新冠病毒疫情，面对面授课的需求在下降， 

考虑分数制原创在线考试，在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学习方法， 

为了学习者可以有效地学习日语，还建立了一套电子学习系统。 

           外国人县民综合咨询窗口 ～福井外国人咨询中心～ 

 

令和元年 9 月，在福井县国际交流会馆（福井市）和国际交流嶺南中心（敦贺市）两处设立了“福

井外国人咨询中心”，配备了咨询员和口译员，可以提供三者间电话口译服务。 

针对日语学习、在留和入国手续、工作等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 

以 16 种语言进行各种咨询。至于新冠病毒，如果有发烧等症状， 

也可以致电县咨询窗口，通过这里的电话口译，转接到医疗机构 

进行就诊。 

  此外，还举办由律师和咨询员出席的法律咨询会。今后，针对 

来市町行政窗口进行咨询的外国人，也会提供电话口译。 

 

行动三 

行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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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4 加强防灾领域的援助体制 

 

◆ 加强生活安全和防灾援助体制 

为了让外国人县民安全安心地生活，将利用外国人关系网络提供与灾害和生活相关的信

息，并通过鼓励参加防灾训练来提高防灾意识。 

此外，发生灾害时，除了多种语言外，还将向外国人县民增加提供易于传达的“简易日

语”信息。 

主要措施      ○新  充实避难所的多语种显示和“简易日语”的信息提供 

・多种语言的防灾网中增加关于避难信息和避难行动等的解说 

        ○新利用 SNS，实时发布与灾害和生活相关的信息 

        ・通过外国人社区负责人，以多种语言提供与生活和灾害相关的信息（R2-） 

・ 鼓励参加面向外国人的防灾演习和防灾训练 

        ・基于县区域防灾计划的“灾害多种语言支援中心”等防灾支援体制的构建 

        ・培养翻译志愿者、灾害时外国人支援者，援助发生灾情时避难所等的交流。 

・委托“外国人安全措施顾问”，支持保护外国人免受犯罪和交通事故危害的活动（R2） 等 

 

 
   

 

 

 

 

 

 

 

 

 

 
 

 

 

 

 

 

 

 

 

 

 

 

 

 

 

委托外国人安全措施顾问 

 

在县内外国人居民比例最高的越前市，为了保护外国人免受犯罪和交通事故的危害，越前署设立了

“外国人安全对策顾问”，令和 2 年 7 月首次向巴西出身的市役所职员和在巴西有居住经验的保险代

理店经营者 2 人进行了工作委托。 

两人参加了越前署的面向外国人启发的项目组， 

根据两国的文化和思考方式的不同，从外国人的视角提出建议， 

或是以巴西的风俗习惯等为主题举办面向署内人员的演讲会。 

顾问积极表示：“愿意与警方一起分担外国人的焦虑不安。” 

 

                    外国人县民参加福井县综合防灾训练 

 

令和 2 年 11 月举行的县综合防灾训练，通过支持英语和中文等 13 种语言的防灾信息网站“福井县

防灾网”宣传发布，有 5 名外国人参与体验了避难活动。 

福井县防灾网是由福井县运营的综合性防灾门户网站。 

也具有在 PC 或智能手机上显示避难信息、避难所、天气情况、 

泥石流灾害危险度分布等信息的功能，还可以用外语确认避 

难所的位置。 

在训练中，一名菲律宾参与者高度评价：“在网站上看到母语。 

外国人很容易理解。”                                     在防灾网上可以用多种语确认避难所的信息。 

行动五 

 

行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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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 充实对医疗和福利领域的支持 

 

◆ 强化医疗支援体制，充实福利领域的支援 

增加可以外语应对的医疗机构的同时，进行多语种门诊引导服务、带翻译的就诊等，推动

建立一个可以方便安心就诊的医疗体系。 

此外，将推进在福利和保健领域的多种语言支持，加强保健所的健康咨询、保健预防和各

种制度的宣传等支援体制。 

 

     主要措施  ・在接收外国人患者的据点医疗机构推进多种语言支持 

        ・ 为了让外国人可以安心在医疗机构就诊，支持在医疗机构 

导入平板翻译终端系统（R1） 

        ・推进处理县内医疗机构应对外国人的各种问题的一站式窗口的利用 

        ・ 加强有关新冠病毒等传染病的信息提供 

・ 外文版母子健康手册、预防接种预诊单的发放 

・在区域性健康诊断、健康咨询、传染病控制等方面推进多种语言支持  等 

 
 

 

 

 

 

 

 

 

 

 

 

 

 

 

 

 

  

 营造让外国人县民能安心就诊的医疗环境 

 

与县内各地区的 10 家外国人患者接收据点医院合作，推进建立外国人县民和外国游客在紧急情况

下也能安心接受诊疗的体制。 

使用医疗口译或电话口译，或通过具有翻译功能的平板电脑 

终端，创造外国人患者与医生和护士能顺利进行交流的环境。 

此外，医院网站主页和医院信息显示实现多语种化等， 

努力为外国人提供易于理解的信息。 

 

<接收外国人患者的据点医院> 

・ 福井县济生会医院（福井市） ・ 福井县立医院（福井市） ・ 福井红十字医院（福井市） 

・ 福井中央诊所（福井市）     ・ 市立敦贺医院（敦贺市） ・ 福井胜山综合医院（胜山市） 

・公立丹南医院（鲭江市）      ・中村医院（越前市）      ・林医院（越前市） 

・ 福井大学医学部附属医院（永平寺町） 

行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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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1 促进相互理解 
 
◆ 培养多元文化共存的骨干 

增加在外国人县民和政府之间充当桥梁的“福井外国社区负责人”和日本人方面的关键

人物等多元文化共存的骨干。 

此外，建立致力于多元文化共存和援助外国人的相关组织机构的网络，这将有助于解决

外国人县民的课题和烦恼。 
主要措施 ○新 与县、市町、民间团体等合作，构筑“多元文化共存网络”，强化支援体制。 
     ・ 培养外国人社区负责人，向外国人县民传达必要的信息（R2-） 

         ・培养当地居民中的日本人关键人物 

     ○新为自治会干部等举办“简易日语”培训 

         ○新在地区和企业举办多元文化共存促进计划相关的现场讲座等 

  
      

 

 

 

 

 

 
  
 

 ◆ 充实儿童国际理解教育 

为了让福井的儿童具有国际视野，通过教育活动，培养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共处的素质

和能力。 
 
       主要措施 ・通过学科学习和特别活动等促进儿童的多元文化相互理解 

・在高中举办由留学生开设的跨文化理解学习讲座  等 

 

 
 

 

 

 

 

 

   ◆ 外国人县民的活动信息的传播 

积极传播有关在福井生活工作的外国人县民的日常生活和活动信息，促进对外国人县民   

的理解。 

  主要措施  ○新 通过自治区公报杂志或 SNS，传播当地社区外国人县民的日常生活和活动情况 

              ○新 介绍在县内企业工作的外国人县民，宣传那些创造方便工作环境的企业  等。 
 

扩大“互教圈” ～道守高中、安居小学～ 

  县立道守高中的外国人学生访问福井市安居小学，支持英语教学。福井大学的学生支援者帮助学习

日语，今后还计划通过与安居小学孩子们的会话来学习日语交流。 

道守高中计划每月访问一次，考虑将该活动被记入学分单位。此 

外，不仅是语言，还计划学习有关生活和文化的内容，希望有助于 

毕业后的职业生涯。 

Ⅱ 实现每个人都是地区骨干的“活跃共存社会” 

福井外国人社区负责人的工作委托 
 

委托“福井外国人社区负责人”，利用外国人县民关系网络，通过 SNS 等方式，迅速、正确地传达

必要的信息。目前，已经委托了来自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32 位由市町和国际交流协会等推荐的负责

人，今后还计划增加人数。学习其他县的先进事例，或是设置与市町工作 

人员交流互动的场所，积极传播新冠病毒、大雪等有关日常生活和灾害的 

信息，参加防灾训练等活动。 

行动八 

 

行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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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2 扩大外国人县民的地区交流 
 
◆ 扩大多元文化共存活动 

通过对开展福井外国人生活援助活动的团体的支持，增加推动多元文化共存骨干的人数，

促进全县多元文化共存的区域发展。 
 
  主要措施    ○新 与县、市町、民间团体等进行合作，构筑“多元文化共存网络”，强化支援体制（转载） 

        ○新为致力于多元文化共存和援助外国人的团队组织设立援助金  等。 
  

日本人和外国人都开心相聚 ～大家食堂（越前市）～ 
 

越前市“大家食堂”旨在成为从小孩到老人都可以聚集的地方， 

消除孤独感，开展社区交流活动。近年来外国儿童的使用越来越多， 

除了提供餐饮，还有作为志愿者的老教师，支持学习，例如辅导家庭 

作业等。 

包括野尻智美代表在内的许多员工，都在走近那些有各种日常烦恼 

的外国孩子的心。 

 

 ◆ 促进与当地居民的交流 

与市町、国际交流协会、民间支援团体、外国人社区等各种主体合作，打造日本人和外国

人可以轻松相聚以及交流互动的场所。此外，将增加护理等外国专门人才的地区交流的机

会，有助于他们扎根福井。 
 
     主要措施  ・举办国际交流节等有关多元文化交流的活动 

        ・向举办加深与当地居民交流活动的企业提供费用补助（R2〜） 

        ○新 通过创造与当地居民交流互动的机会，帮助外国护理人才扎根当地  等 

 

 ◆ 推动发挥地区骨干的作用 

认真向外国人县民介绍日本生活规则和习俗的差异的同时，推动外国人县民在自治会活

动或防灾活动中发挥社区骨干的作用。 
 
      主要措施・推动参与自治会活动和地区活动等 

              ・扩大以外国人社区负责人等为中心的防灾活动的规划企画（R2-） 等 
  
 
 

   外国人县民在地区发挥作用！ 
                         ～通过自治会活动和铲雪志愿者～ 

 

在越前市大虫地区，以自治振兴会为主体，在地区的各种活动中， 

     构建县内的外国人县民参与的环境。在纳凉祭上摆上各国的料理小吃摊， 

     促进了和睦，一起制作地区的宣传杂志，创造了外国人县民作为地区 

         骨干发挥积极作用的机会。 

 

令和 3 年 1 月，福井县遭遇大雪。在困难的情况下，住在胜山市的

外国人社区负责人主动提出“有什么可以做的吗？”，与当地的小学

协商后，17 名中国人在上学路上铲雪。小学生们送来了感谢信等，

于是就产生了跨国交流。 

行动十 

 

 

行动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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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1 接受留学生，帮助他们扎根当地 
 
◆ 扩大接受留学生 

加强县内大学面向海外的信息发布，在县内扩大接受外国留学生。另外，为留学生提供无

微不至的支持，进一步提高在本县生活的满意度，并带动扩大在本县企业的就业。 
       
       主要措施 ・ 加强县内大学面向海外的信息发布和营销 

・ 安排辅导员全面支持留学生的学生生活和日常生活 

・ 充实留学生房租补贴等生活保障措施 

         ・根据留学生的层次为他们开设相应的日语课程 等 
    
 

 

 

 

 

 

 
 

 

 

 

  

 

 ◆ 促进留学生在县内企业的就业 

为了把海外拓展为目标的县内企业与留学生联系起来，将举办面向企业的招聘研讨会和

联合企业说明会。此外，还将举办面向企业的留用研讨会、在线日语课程等，帮助在县内企

业就职的留学生扎根当地。 
    
     主要措施  ・在线举办面向企业的留学生招聘援助研讨会，内容涉及留学生招聘的居留手续、招聘和培训。 
        ・ 举办联合企业说明会，帮助留学生与县内企业配对 

・ 向留学生支付就业支援金，提高在县内企业工作的积极性 

・在线举办促进扎根当地研讨会，以便在县内就业的留学生进行顺畅的公司内部交流（R2-） 等。 

 

 

 

 

 

 

 

 

           让福井离你更近 ～通过在线交流会和联合授课课程～ 
 

  

从令和 2 年起，福井县立大学与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高尾科 

技大学（台湾）等计划交换留学的学生一起举办在线交流会。 

有海外留学经验的学生为主进行了策划，内容涉及购物方式、 

关于一个人生活的建议以及校园指南等，旨在消除留学前的不安。 

 

  福井大学是明治初期受福井藩邀请的美国教师格里菲斯的母校。 

与美国罗格斯大（新泽西州）有学术交流协议，两校一起进行了                                                 

在线联合授课。 

  了解福井的好处，就连接世界的格里菲斯和福井的关系， 

他对近代化的贡献等内容，就连接世界的格里菲斯和福井的关系， 

他对近代化的贡献等内容，学生们热情地交换了意见，加深了学习和                                                                                                                         

交流。            

Ⅲ 实现全球精选“共存先进模式” 

留学生与县内企业的配对援助 
 

在县内，为了让更多的留学生可以在县内企业找到工作，工商团体、 

国际交流协会、金融机构、大学等进行合作，为留学生举办联合企业说 

明会，对个别企业进行访问等。 

在联合企业说明会上，还邀请了来自金泽大学等县外大学的留学生参加， 

令和元年，县外共有 24 人参加。 

行动十三 

 

行动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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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2 接受并积极促进全球人才发挥作用 

 

 ◆ 吸引专业人才到福井 

推进吸引护理、高级 IT人才等全球专业人才的同时，针对人才短缺的领域和确保行业骨

干方面，强化接受体制。 

 

  主要措施   ○新  援助雇佣全球人才的县内企业与人才介绍、派遣公司之间的配对工作。 

○新通过县内企业接受外国 IT 工程师，支持数字化转型 

・ 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建立当地培养护理人才并将其派往本县的制度 

（在当地教育机构举办日语课程，向当地派出讲师，举办导入护理的讲座等）（R2-） 

○新为了扩大接受建设产业人才，对人才输出国进行调查 

・通过建筑产业团体、监理团体、县等构建外国人才接受体制（招聘活动费用、房租、 

日语教育费用的补助 等）（R2-）等 

 

 ◆ 接受外国人才，促进发挥作用 

针对那些接受技能实习和特定技能等外国人才的经验比较少的中小企业，在招聘外国人

时给予援助。此外，将支持为技能实习生提供技能提升研讨会，帮助致力改善工作环境的企

业，创造外国人才可以长期发挥积极作用的环境。 

 

 主要措施    ○新 设立“福井外国人才就业支援服务台”，支持企业的招聘活动等 

・ 为了让人们选择福井县就业，制作了用当地语言传达福井县信息和支援制度等的小册子， 

通过海外派遣机构提供信息（R2-） 

        ・在县人才保障支援中心（R1-）举办外国人才招聘研讨会和个别企业咨询会议 

        ・ 向县内建筑企业提供外国人招聘的经费援助，以及改善居住环境的援助（R2-） 

               ・ 支持企业举办技能实习生技能提高研讨会（R1-） 

・ 为改善外国人劳动者就业和生活环境的企业提供补贴和措施介绍 

        ・ 根据特定技能制度，提出纺织业等特定工业领域的扩大要求 

        ・ 利用国家示范项目，通过与相关组织的合作，支持以特定技能为首的外国人才 

与企业的配对，促进外国人才扎根当地（R2-） 等。 

 

 

  

 

 

 

 

 

 

 

 

       培养企业骨干 ～举办技能提高研讨会～ 

 

 在本县，技能实习生占县内外国人劳动者一半以上，为了 

让他们掌握更先进的技术，长期在福井发挥积极作用，将支 

持接受企业进行技能提升培训。 

除了派遣技能提高培训讲师，还提供培训所需的材料费等经 

费补助。 

行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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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3 加强向世界的传播和扩大交流人群 

 

◆ 向世界传播信息 

为了向世界传播福井县的生活、工作、地区文化、高水平教育、充满魅力的县民活动等该

县的好处，强化由国际交流员和福井采访记者、县内留学生等不同立场的外国人县民的信

息传播。 
 
     主要措施 · 通过福井的留学生和社区负责人传播有关福井的生活和工作信息 

・ 除了县海外办事处（上海、曼谷）和当地营业所（台北）之外，还可以通过海外 

的县人会来传播福井的魅力 

        ・ 传播福井的生活和文化信息，以及充实宣传内容 

・ 强化世界瞩目的福井教育模式的传播  等 

 

 

 

 

 

 

 

   ◆ 扩大外国人交流人口 

我们将增加在日留学以及实习回国后仍然对福井有着深厚的感情的“福井友好大使”，身

在国外的同时也能发挥福井与国际社会的连接作用。 

除了扩大接受国外的游客外，我们还将会通过促进对福井本地文化、传统工艺和教育感

兴趣的外国人的中长期居留来扩大交流人口。 
 
  主要措施   ・增加身在海外的同时能担任联接福井和国际社会的友好大使。 

        ・促进对福井文化、制造业、教育感兴趣的外国人的中长期居留 

        ・安装多种语言指南标识等，为来福井县观光的游客进行环境改善  等 

 
福井与海外的桥梁 ～福井县友好大使～ 

  

当国际交流员和留学生等外国人居民离开本县时，县委托他们为“福 

井县友好大使”。来自 30 个国家、地区的 154 人通过在海外进行宣传，做 

国际交流中介等，发挥海外和福井县的桥梁作用。 

 

                             在海外传播传统工艺 
 

  对越前和纸和越前漆器等传统工艺及日本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感兴趣的 

外国人很多。 

       越前市的和纸贸易公司引进海外设计师，从外国人的角度来开发商品和 

         扩大与产地工匠的交流。此外，通过海外的出展来扩大销售渠道，或通过 

         当地住宿设施内部装修采用越前日本纸等，对海外传播福井的传统工艺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 

         

 

行动十七 

  由福井采访记者传播福井的魅力 

 

 本县对“福井采访记者”进行委托，提供外国人县民参加地区庆典、 

试用县内企业产品、体验日本文化、参观观光景点等的机会，并通过  

SNS 在国内外的广泛传播。 

目前，有外语助教（ALT）和留学生等 27 人在积极工作中。以常用井 

号标签“#experiencefukui”可以搜索到传播内容。 

行动十五 

 

行动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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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I（关键业绩评价指标） 

 

 

 

 

 

 

 

 

 

 

 

 

 

 

 指数 当前状态 目标 

基

本

目

标

Ⅰ 

在县内积极工作的日本志愿者人数 
228人 

（2020） 

300人 

（2025） 

使用 SNS传播避难所等信息时支持的语言数 
― 

（2020） 

13种语言  

（2025） 

基

本

目

标

Ⅱ 

福井外国人社区负责人委托人数 
32人 

（2020） 

60人 

（2025） 

针对多元文化共存和外国人援助团体的支持件数 
― 

（2020） 

10团体 

（到  2025 累计  5 年） 

基

本

目

标

Ⅲ 

在县的支持下就职于县内企业的留学生人数 
75人 

（到 2020 年 累计 5 年） 

150人 

（到  2025 累计  5 年） 

在海外教育机构培养并在县内的设施工作的外国

人护理人才 

― 

（2020） 

60人 

（到  2025 累计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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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进计划体制 

 

 从日本人和外国人都是当地社区一员的角度出发，县民、企业、团体、市町、县等各

方面联合起来，互相合作，根据各自的立场和职责，发挥相应的作用来推进“福井团队”

的各项举措。 

 

 ○设置厅内机构体制 

   为了促进多元文化措施，通过举办跨部门内部机构的会议以及检查各领域措施的进展情

况。 

  

 ○ 加强县与市町之间的合作 

   通过举办联络会议，就县内各市町的课题和先进案例交换意见，促进县与市町之间的信

息共享与合作。 

 

○ 与相关机构建立网络 

  建立致力于福井的外国人居民的生活相关机构间的网络，以推动计划中所示的措施，并

提交措施的进展报告。 

 

 

2 相关机构的作用与合作 

 

 ○ 地区的作用 

   为了让更多的外国人县民能参与该地区的共同活动、防灾、预防犯罪活动中来，积极呼

吁并促进外国人县民与当地居民的互动交流，来创建让他们融入区域氛围的环境。 

  

○ 企业的作用 

  除了改善外国人劳动者的工作和居住环境，同时还提供生活援助和区域交流支持，包括

介绍生活规则，与地区居民的交流活动等。 

 

 ○ 支援团体的作用 

   支持创建外国儿童居所，进行学习援助，日语教育与生活咨询，举办多文化交流活动等，

发挥各团体特长开展各类活动，促进支援团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 . 

  

○ 行政机构的作用 

  分享多元文化共存和外国人援助团队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建立交换意见的场所，同时通

过支持强化与每个相关机构组织的活动的合作，来促进多元文化共存的社区发展。 

 

推进计划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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