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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次大野城市国际化推进计划 

～走向世界 携手同行 共建城市繁荣「ＯＮＯＪＯ」～ 

【面向外国人】 

 

关于计划的制定 

制定计划的目的 

   为实现市民个人、社区、企业、相关机构、团体以及市政府之间的相互合作，构

建跨越国籍的多元文化与价值观的共存空间，为让每个人都能够安心的在这里生活，

对于迄今为止的各项措施进行总结，并结合实际情况对内容进行修改，从而制定第

2次计划。 

 

 

计划的定位 

 

 

 

 

 

 

 

 

 

 

 

 

 

计划的实施期间 

    计划从 2019（平成 31）年到 2028（令和 10）年，执行期间为 10年。并准备在

2023年（令和 5年）根据社会实际情况将对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面向社区的多元文化共生计划 (总务省) 

●福冈县综合计划 

 

 

●大野城市儿童的梦想和未来计划Ⅲ 

●大野城市教育实施大纲 

●以大野城市人权启发教育基本方针为基            

础的实施计划 

●大野城市男女共同参与基本计划 

●大野城市地区防灾计划        等 

  

第 6 次 大 野 城 市 综 合 计 划 

    未来都市  「开创未来    欣欣向荣、和睦安详的都市」 

      政策01 官民共建充满活力魅力的社会 

第 2次大野城市国际化推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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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 

    伴随着社会的国际化，我们在上次计划中提出并积极地推进了以『连结人・世

界・文化的城市「ONOJO」』为主题的基本理念， 

    只有跨越价值观的不同，相互交流，相互提携，开放视野，才能让居住在大野

城市的所有人能够亲身感受安心舒适的生活世界。 

    本次计划是在第一次计划的基础上增加了创造城市活力的新因素，构建更加欣

欣向荣的新都市。 

 

大野城市国际化背景 

大野城市国际化的现状 

◆外国人市民总人口：785人（比 2005年度末增长约 1.5倍） 

◆国籍比例：中国＞韩国＞越南＞菲律宾 

（前 4位国家）※前 4位国家占总体的 74.2% 

◆在留资格比例：永住者＞留学＞特别永住者＞技能实习 1号（前 4种资格） 

◆行政区比例：白木原＞下大利团地＞上大利＞下大利 

（前 4位行政区）※特别永住者除外的外国人市民 

 

上次计划的基本目标和课题 

【基本目标Ⅰ 创建一个让外国人市民也能够安心舒适的生活环境】 

课 题 

（１）口译、翻译  
根据「大野城市外国籍市民意识调查（以下简称「调查」）」结果显示，58.1%

的外国人在市政府未遇到过困惑而得知约半数的外国人有过困惑的经历。 

由此可见，在今后完善各项措施的同时，有必要通过引进翻译设备等手段，为

迅速准确的传达信息而努力。 

 

（２）生活信息  

   根据调查得知，有 31.4%的人不擅长读日语、有 38.7%的人不擅长写日语、有

28.2%的人不擅长日语对话。此外，还了解到在日常生活中，有 56.5%的人会感到某

种不安或担忧。 

    由此可见，有必要创建一个能够及时准确接收到市政信息的环境以及让外国人

市民能够轻松放心的咨询环境。 

 

（３）教育  
在调查中，也收到了有关「孩子的学习支援」的意见，我们也将会通过新启动

的「中小学日语支援志愿者」计划来推进校内的学习支援。 

 

（４）防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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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调查显示，只有 36.3%的人知道紧急避难场所，对此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完

善措施来有效的提升防灾意识。 

 

（５）咨询  
   在调查中，对于「使用外语提供生活相关信息和咨询」的要求很高，对此我们

将会继续加强各咨询窗口的外语应对能力，同时改进信息提供方法，更加广泛的传

递信息。 

 

【基本目标Ⅱ 构建多元文化共存的社区】 

课 题 

（１）国际化的推进  

   从对在调查活动或者在国际化会议中配备外语专业人员（国际化推进人员）的

做法的高度评价，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其继续推行实施。 

 

（２）相互理解  
   根据调查显示，有 49.7%的人在生活中有过伤感的经历或受到不平等待遇。此

外，在「有关大野城市国际化的市民意识调查」中显示，只有 27%的人对于增加外

国人口表示「赞同」。「不赞同」的主要原因是许多人对于治安的恶化和行为举止

等持有负面态度。 

    由此可见，为了消除双方的偏见和歧视意识，有必要继续开展人权教育和人权

启发等工作。 

 

（３）交流  
   根据调查得可知，虽然有很多外国人市民渴望学习日语，但有 66.9%的外国人

市民并不知道大野城市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日语教室「语言的交流广场」的存在。 

    因此，有必要改进原有宣传方法，并与大野城市国际交流协会合作充实学习内

容。 

    通过举办以在住外国人为对象的演讲比赛来提供锻炼语言能力的机会。为了提

高学习热情，今后将有必要继续举办。 

 

（４）外国人市民的社会参与  
   根据调查得知，「参加地区活动的人」的比例较低，仅为 27.4%。作为不参加

的主要原因，有 35%的人回答为「我想参加，但不知道该怎么办」。 

由此可见，有必要开启信息传播通道，并创建一个让外国人市民也能够积极参

与社会地区活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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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目标Ⅲ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课 题 

（１）国际交流  
   为了增加可以应对国际化的人才，有必要明确落实「大野城市英语、日语演讲

比赛」等事业活动安排。 

此外，为了能够给外国人市民提供更加贴心的行政服务，我们有必要对市政府

职员进行国际意识和人权意识的相关培训。 

 

（２）国际理解・国际合作  

    为了促进国际间的理解和多元文化的共存，应当让孩子从小就对事物有正确的

理解和认识。所以，ALT（外语助教）和外国人客座教师尤为重要。 

    此外，为了实现多元文化社会，有必要与 JICA等促进和支持国际合作的团体共

同开展相关事业的普及启发工作。 

 

（３）志愿者  
 为了应对国际社会，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到各项活动之中，有必要与市民志愿者团

体大野城市国际交流协会进行合作。但从「有关大野城市国际化的市民意识调查」

中得知，只有 21.4%的人知道国际交流协会。 

    因此，有必要加大对国际交流协会的宣传力度，通过提升认知度来增加参与者，

并携手培养国际化推进的承载者。 

    此外，根据调查得知有 54%的人表示对于口译、翻译、介绍本国的文化等志愿

者活动感兴趣，所以需要创建一个能够让外国人市民参与并活跃其中的社会环境。 

 

（４）资源的利用  

   为创造新的繁荣，不能仅限于展品的翻译，应有效利用福冈县访日观光协力店

制度，构建一个可以大范围传递信息的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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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划的基本目标和基本项目 

为了实现这一基本理念，首先应提高外国人市民和日本人市民之间的共生意识，

创建一个让外国人市民安心舒适的生活环境，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这个想法

和上次计划相同。 

因此，我们设定了三个基本目标，用于促进大野城市国际化发展。 

 

＜基本目标Ⅰ＞ 构建一个让外国人市民也能够安心舒适的生活环境 

虽然外国人市民和日本人市民在语言和生活习惯上会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在同

一地区生活。因此，我们致力于构建一个外国人市民同日本人市民一样的安心舒适

的生活环境。 

【主题  生活支援】 

【措 施】 ①完善生活支援体制 

 

当外国人市民接受行政及其他服务时，我们将从外国人市民的角度

考虑，以便为优化支援体制以及提供相关服务信息而努力。 

 

主 要 内 容 
实施状态 主管部门 

／相关团体 新增 延续 重点 

１ 
在市政府窗口和市营企业派遣外语翻

译（国际化推广员） 
 ○  故乡繁荣科 

２ 
使用翻译设备的外国人窗口的应对方

法的调查和研究 
○   市民窗口服务科 

３ 

通过在市政府网站发布外语的「Joe’s 

NEWS(市政宣传简报摘录版)」等来传递

生活相关信息 

 ○ ○ 
故乡繁荣科 

信息与公共关系科 

４ 
推进市政府职员的外语口译、翻译注册

登记制度 
 ○  故乡繁荣科 

５ 
办理银行和房产中介的各种手续等，与

市政服务无关项目时派遣翻译志愿者 
 ○  

故乡繁荣科 

／国际交流协会 

６ 
提供县和 NPO 运行的医疗翻译人员的

信息 
 ○  故乡繁荣科 

７ 应对各种咨询的信息收集和传递  ○ ○ 
故乡繁荣科 

／国际交流协会 

８ 
对市内企业单位接纳外籍劳动者进行

研究 
○  ○ 故乡繁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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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 施】 ②通过外语提供各种制度等信息 

 

    为了让外国人市民能够正解理解有关生活方面的制度等，我们将努力

通过外语来提供各种制度的信息。 

 

主 要 实 施 内 容 
实施状态 主管部门 

／相关团体 新增 延续 重点 

１ 
向移居至本市的外国人市民发放包含

有宣传册等资料的外语版「欢迎礼包」 
 ○  

故乡繁荣科 

市民窗口服务科 

２ 

在市政府窗口等处摆放外语版的传单、

宣传手册、说明资料等 
 ○ ○ 相关各科 

・「市民生活指南」  ○  信息与公共关系科 

・「垃圾的正确处理方法」宣传册  ○  
环境和最终处置场对

策科 

・休息日及夜间值班医生的信息  ○  健康长寿科 

・孕妇、婴幼儿家庭访问时的资料  ○  儿童健康科 

・育儿兴趣小组一览表  ○  儿童未来科 

・婴幼儿健康检查和疫苗接种指南  ○  儿童健康科 

・社区中心等公共设施的信息手册  ○  
故乡繁荣科 

相关各科 

・观光手册  ○  故乡繁荣科 

・另外还有国民健康保险、国民年金、

各种医疗制度、各种税金制度、上・

下水道使用费等宣传册 

 ○  
故乡繁荣科 

      相关各科 

 

Joe’s NEWS                  欢迎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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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教 育】  

【措 施】 ③中小学的学习支援 

 

    为了让日语基础较弱的外国人儿童和学生尽早的适应日本的学校，我们将 

进一步完善教育支援体制。 

 

主 要 实 施 内 容 
实施状态 主管部门 

／相关团体 新增 延续 重点 

１ 
派遣志愿者到中小学校进行日语学习

支援 
 ○ ○ 教育振兴科 

２ 
翻译和分发教育机构的通知、申请书等

资料 
 ○  

故乡繁荣科 

教育振兴科 

 

    日语学习支援志愿者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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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防 灾】 

【措 施】 ④通过使用外语来提高防灾意识 

 

通过使用外语提供灾害信息和开展防灾讲座，努力提高外国人市民的防灾意识。 

 

主 要 实 施 内 容 
实施状态 主管部门 

／相关团体 新增 延续 重点 

１ 设置带有外语和插图的避难场所标识  ○  安全安心科 

２ 
在市政府网站和社交网络上发布有关

防灾的信息 
○  ○ 故乡繁荣科 

３ 

外语版防灾邮件「守护君」的应用和了

解灾害时援助者支援制度，并尽快促使

其登记注册 

 ○  
故乡繁荣科 

安全安心科 

４ 
确保在避难所等运营时翻译志愿者的

人数 
 ○  

故乡繁荣科 

安全安心科 

／国际交流协会 

５ 外语版综合防灾地图的制作和分发  ○  
故乡繁荣科 

安全安心科 

６ 
通过上门讲座等方式开展面向外国人

市民的防灾讲座 
 ○ ○ 

故乡繁荣科 

安全安心科 

 

防灾上门讲座               灾害预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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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目标Ⅱ＞ 构建以群众为核心的“和谐”社区 

为了让外国人市民和日本人市民能够通过交流来加深彼此对异国文化的理解，

应向地方社区和外国人市民提供必要的支援。并且为了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地方社区

中的一员，我们应增强“和谐”意识，构建一个让外国人市民也能融入其中的多元

文化共生的社区。 

 

【主题 相互理解】 

【措 施】 ①增加国际交流和了解异国文化的机会 

 

    为了加深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增强外国人市民和日本人市民对于社区生

活的共同认识，我们将努力开展有关尊重外国人人权和多元文化共生等活动，

同时还会提供正确理解外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机会。 

 

主 要 实 施 内 容 
     实施状态 主管部门 

／相关团体 新增 延续 重点 

１ 
举办国际交流活动和课程讲座等（国际

交流派对、节日活动、文化讲座等） 
 ○  

故乡繁荣科 

／国际交流协会 

２ 
与国际交流协会、九州大学、日语学校、

留学生协会等合作开展国际交流活动 
○  ○ 

故乡繁荣科 

／国际交流协会 

３ 推进有关外国人的人权教育和启发  ○  人权男女共同参与科 

４ 
开展以国际交流和国际合作为主题的上

门讲座 
 ○  

故乡繁荣科 

／国际交流协会 

５ 
在图书馆摆放外语杂志和提供外语书籍

的收藏、外借、阅览 
 ○  社区文化科 

 

     国际交流节 文化讲座（书法体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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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交流】 

【措 施】 ②为外国人市民提供学习日语的机会 

 

    为了方便在日常生活中外国人市民与地区居民的沟通交流，我们将会

继续扩大和增加学习日语的机会。 

 

主 要 实 施 内 容 
实施状况 主管部门 

／相关团体 新增 延续 重点 

１ 开办以在住外国人为对象的日语教室  ○  
故乡繁荣科 

／国际交流协会 

２ 举办在住外国人的日语演讲比赛  ○  
故乡繁荣科 

／国际交流协会 

３ 
提供大野城市近郊由志愿者开办的日

语教室的信息 
 ○ ○ 故乡繁荣科 

 

   日语教室（语言的交流广场）                   日语演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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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外国人市民的社会参与】 

【措 施】 ③促进外国人市民参加地区活动 

 

    为了让外国人市民也能够参加地区的各项活动，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流互动融

入其中，我们将提供各种信息并构建更加完善的地区活动体系。 

 

主 要 实 施 内 容 
实施状况 主管部门 

／相关团体 新增 延续 重点 

１ 

通过市政府网站、社交网络等发布外国

人市民也能参加的地区活动及相关活

动团体信息。 

○  ○ 
故乡繁荣科 

相关各科 

２ 
与国际交流协会、九州大学等合作制作

口译、翻译、客座教师等志愿者名单。 
○   

故乡繁荣科 

／国际交流协会 

 

【措 施】 ④利用地区资源促进国际化 

 

在促进国际化发展进程中，对于让外国人市民了解并有效利用地区资

源（设施、文化财产、店铺、特色产品等）而产生依附感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我们将为改善环境而努力。 

 

主 要 实 施 内 容 
实施状况 主管部门 

／相关团体 新增 延续 重点 

１ 

向市内店铺等推广福冈县访日观光协

力店制度（福冈好地方魅力传递应援

团） 

○  ○ 

故乡繁荣科 

／福冈县观光振兴科 

商工会 

２ 
对市内设施、文化财产、店铺、特色产

品等地区观光资源进行信息传递 
○   

故乡繁荣科 

相关各科 

３ 

对市内设施及设施内展品设置带有外

语的指引标识，在有关市政府等宣传片

中添加外语字幕。 

 ○  
故乡繁荣科 

相关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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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目标Ⅲ＞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为了实现『走向世界 携手同行 共创城市繁荣「ONOJO」』这一目标，所有人

都应尊重异国文化和价值观，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以及能够应对各种国际化情况和

问题的人才。 

 

【主题 国际交流】 

【措 施】 ①培养具有国际化思考方式的人才 

 

伴随国际化的发展，对于培养下一代年轻人成为具有国际化思考方式的人才

将变得尤为重要。为了更好地适应都市的国际化，提高市政府职员的国际化思考

方式，我们将努力促进市区政府职员积极参加国际化交流活动。 

 

 

主 要 实 施 内 容 
实施状况 主管部门 

／相关团体 新增 延续 重点 

１ 
开展大野城市中学生、高中生的交流之

翼活动 
 ○  儿童未来科 

２ 
对下一代青少年所计划和实行的国际

交流活动进行支援 
 ○  

故乡繁荣科 

／国际交流协会 

３ 举办外语演讲比赛  ○ ○ 
故乡繁荣科 

／国际交流协会 

４ 
促进大野城市政府职员参加国际交流

活动 
 ○  故乡繁荣科 

 

    交流之翼活动（澳大利亚）               外语演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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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 施】 ②促进国际交流活动 

 

为了促进国际化发展，有必要为更多的日本人市民提供接触外语和异国

文化的机会。并以此作为连接点对开展国际交流事业以及创建交流环境进行

支援。 

 

 

 

福冈亚洲太平洋儿童会议（APCC） 

 

 

 

 

 

 

 

 

 

 

 

 

 

 

 

主 要 实 施内 容 
实施状态 主管部门 

／相关团体 新增 延续 重点 

１ 
对大野城市国际交流协会的活动进行

支援 
 ○ ○ 故乡繁荣科 

２ 

通过与 NPO（特定非营利活动组织）法

人福冈亚洲太平洋儿童会议的合作来

开展寄宿家庭的接收工作 

 ○  故乡繁荣科 

３ 开展接收外国人的家庭寄宿活动  ○  

儿童未来科 

故乡繁荣科 

／国际交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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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国际理解・国际合作】 

【措 施】 ③加强有关国际理解・多元文化共生的教育 

 

通过利用会说母语以及具有海外生活经验的地方人力资源，来创造接触多种

语言和异国文化的机会，从而推进国际理解和多元文化共生的教育。 

 

主 要 实 施内 容 
实施状况 主管部门 

／相关团体 新增 延续 重点 

１ 

ALT（外语助教）和外语活动指导员通

过英语教学等方式来推进中小学校国

际理解教育 

 ○  教育指导室 

 

【措 施】 ④促进国际合作活动 

 

社会上众多法人机构、团体组织等正在不断地开展国际合作活动，但认知度还远远

不够。我们将通过提高公众意识来促进日本人市民的国际理解和国际合作。 

 

主 要 实 施内 容 
实施状况 主管部门 

／相关团体 新增 延续 重点 

１ 
提供有关与 JICA（独立行政法人国际

协力机构）合作活动的相关信息 
 ○ ○ 故乡繁荣科 

２ 
开展对于海外受灾地区和受灾者的捐

款和提供救灾物资等国际协力活动 
 ○  

故乡繁荣科 

／国际交流协会 

 

                  JICA青年海外协力队上门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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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数值＞  

为了掌握计划的进度和日后修改计划时的评估参考数据，各目标数值将按基本目标

分类，具体设定如下： 

 

基本目标 内 容 现 状 

 

 

 

 

 

 

 

⇒ 

目标 

令和 35 

(2023) 

年度 

令和 40 

(2028) 

年度 

【基本目标Ⅰ】 

 

创建一个让外国人

市民也能够安心舒

适的生活环境 

外国人市民中，对发生

灾害和紧急情况时知道

避难场所的比例 

36.3％ 

(平成 30(2018)年９月) 
50％ 60％ 

外国人市民中，认为大

野城市适合居住的比例 

90％ 

(平成 30(2018)年９月) 
92％ 95％ 

访问「为了外国人的好

消息」网页的次数 

1,015次 

(平成 29(2017)年 10月～

平成 30(2018)年９月) 

1,500次 2,000次 

【基本目标Ⅱ】 

 

构建以市民为核心

的和谐社区 

外国人市民（特别永住

者除外）中，参加地区

活动的比例 

27.4％ 

（平成 30（2018）年９月) 

 

 

⇒ 

40％ 60％ 

日本人市民及外国人市

民（只限于特别永住者）

中，对于赞同增加外国

人市民的比例 

27.0％ 

(平成 30（2018）年９月) 
40％ 50％ 

参加日语教室的外国人

总数 

312人 

(平成 29（2017）年 10月

～平成 30（2018）年９月) 

400人 

／年 

450人 

／年 

【基本目标 Ⅲ】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

的人才 

日本人市民中对外国人

持有好印象的比例 

31.8％ 

（平成 30（2018）年９月） 

⇒ 

50％ 60％ 

 

大野城市国际交流协会

的认知度 

 

21.4％ 

(平成 30（2018）年９月) 
40％ 50％ 

参加国际交流事业（市

政府及国际交流协会）

的人数  

1,183人 

(平成 29（2017）年度末) 
1,300人 1,4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