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2023年12月底，居住在奈良县的外籍居民人口为17614人（比上一年增加两千余人），创历史新高。（根据法务省在留外国人统计数据）
○来自的国家和地区呈多样化，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和南亚，包括缅甸、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其中越南人最多（超过五分之一）。
○持有就业相关在留资格（技能实习、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特定技能、技术技能等）的人数大幅增加。

〔2024年度奈良县外籍居民问卷调查结果节选〕
○关于住在奈良时遇到的困扰，选择“语言和交流”的居民最多，占36.9%。

○关于日本生活信息获取渠道，选择“日本人朋友和熟人”的居民最多，占50.4%；其次为“社交媒体”，占42.5%。
○关于发生灾害时曾遇到过的困难，由高到低分别为“不知道在哪里避难”（12.1%）；“避难警报、提醒等信息没有多语种播报，看不明白”

（11.4%）；“不知道避难所是什么样的地方”（9.7%）。
○关于没有在学日语的具体原因，分别有“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学”（64.7%）；“不知道有日语学习班”（33.2%）；“没有宽裕的资金用于学日语”

（31.5%）
〔奈良县多元文化共生政策推进座谈会意见节选〕
○希望市町村政府提供生活方面的信息。有必要为外籍居民提供生活指导。
○除了对外籍儿童进行教育支援外，对家长的支援（包括日语学习）也至关重要。

○不知道该去什么医院，不知道怎么叫救护车，医疗多语言化服务极为重要。
○在自己居住的社区与当地人交朋友，融入当地社会很重要。比如外国人技能实习生通过参加当地的节庆活动，加深了对地区社会的理解。
○通过各种活动，让日本人和外籍居民成为朋友，这将有助于防灾互助、医疗互助等的开展。

(暂定名称)奈良县多元文化共生推进方案(草案)
【奈良县外籍居民现状】

〈居住在奈良县的外籍居民趋势〉 〈按国家或地区分类的奈良县外籍居民(2023年)〉 〈按在留资格分类的奈良县外籍居民(2023年)〉

○沟通交流 ○信息政策传达 ○咨询服务、住房帮扶、生活服务
○防灾等安全安心保障 ○地区社会 ○接纳外籍人才

【奈良县多元文化共生面临的相关课题】



(暂定名称)奈良县多元文化共生推进方案(草案)

奈良县将下列三项内容作为基本方针，在发挥自身独特性的同时，通过县、市町村、企业、教育机构、地区社会的联动与协作，
分阶段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社会的实现。 (实施时间：2025年度至2027年度）
①构建人人都能顺畅交流的地区社会

跨越国籍、民族等差异，互相承认彼此间的文化差异，建立平等关系，顺畅沟通至关重要。所以要力争构建一个让每个人都

能顺畅交流的地区社会。
②构建人人都能长久安居乐业的地区社会

让外籍居民与奈良县日本人一样，在人生各阶段享受到合理的政务服务，同时通过人人尽责，力争构建一个让每个人都能长

久安居乐业的地区社会。
③构建人人都能发光发热的地区社会
包括外籍居民在内的所有县民，应尊重个人尊严和人权，接纳各自拥有的多样性并将其视为财富，以此为基础，让所有人在

县内企业、大学、社区等各个领域，最大限度地发挥所长，力争构建一个让每个人都能发光发热的地区社会。

【奈良县多元文化共生推进基本方针】

①沟通支援
〔1〕实现政务与生活信息的多语言化（通过多语言、多媒体平台有效提供政务和生活信息；推出多语种政务服务等）

〔2〕建立和完善咨询体系（建立和完善面向外籍居民的生活咨询体系）

〔3〕推进日语教育（提供学习日语机会；确保日语教育人才）

②生活支援
〔1〕加强育儿与教育支援（提供在校日语学习支援；为未入学适龄外国儿童提供就学帮扶；提供符合多元文化需求的育儿和学前教育支援；

对未完成义务教育的超学龄外籍居民提供教育关怀；推进基于多元文化共生理念的教育）

〔2〕加强灾害支援等安全保障（完善灾害应对体系；预防犯罪，加强交通安全）

〔3〕提供医疗、保健和福利服务（推进多语言支持）

〔4〕改善居住环境（为县内外籍居民提供公共住房；推进实施外籍居民住房支援政策）

③社区参与和发展支援
〔1〕就业支援（完善外籍人才接纳体制；促进留学生等在县内企业等用人单位就职；推进打造人性化工作环境）

〔2〕留学生支援（扩大留学生招生规模；支持留学生参与地区活动）

〔3〕地区活动支援（宣传多元文化共生意识；支援社区交流活动；推动外籍居民在地区社会发挥所长，实现自身发展）

【为实现基本方针的具体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