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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1年10月1日，本市外籍居民的来源地涵盖共68个国家和地区，可见本市外籍人员
结构具有多样化的特点。
　　从来源地分析，巴西以36.9％的占比位居首位，与2017年10月1日相比提高了1.2个百分点。
另外，近年随着具有“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技能実习”在留资格者的入境人数增多，越南
籍居民的人口逐步增多，成为一个新趋势。越南的占比于2020年12月超过中国，达15.2%，仅
次于巴西，位居第二位。其次依序是中国、菲律宾和韩国/朝鲜，占比分别为13.1%、11.7%和
6.0%。

图：本市外籍居民来源国（地区）分布情况
　　〈截至2021年10月1日〉

　　在过去10年的外籍居民来源地前五位国家和地区中，越南的增长速度非常突出，前五名的序
列发生了变化。2021年，前五名的国家和地区依序是巴西、越南、中国、菲律宾和韩国/朝鲜。
　　巴西在2015年前一直处于减少态势，而从2016年转为正增长，于2019年达峰后再次转负。
中国大致保持持平态势，但自2019年以后呈减少趋势。菲律宾保持缓慢递增趋势，而韩国/朝鲜
则呈缓慢递减的趋势。

图：本市外籍人口来源地前五个国家和地区的占比变化

数据来源：“住民基本台帐”及“外国人登录”（每年数据以10月1日统计为准）

数据来源：“住民基本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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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总人口自2014年以来处于递增态势，但从2019年以后转为负增长，2021年总人口
为42万22人。
　　由下图可知，市内日本人人口自2017年以来一直呈减少趋势。

图：本市总人口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住民基本台帐”及“外国人登录”（每年数据以10月1日统计为准）

数据来源：“住民基本台帐”及“外国人登录”（每年数据以10月1日统计为准）
　　　　  ＊在2011年及以前以“外国人登录”为准，而自2012年及以后则以“住民基本台帐”为准

丰田市国际化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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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市居民中，外籍人口自2008年雷曼危机后一直保持递减态势，而自2014年以后转为
正增长，于2019年达到1万8749人。（自2020年以后因受新冠疫情影响而再次转负）。
　　可见，从长期趋势来看，本市外籍人口基本保持增长态势，外籍人口增加使本市总人口规
模得以保持稳定。

图：外籍人口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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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画》相关指标《计画》相关指标
指标名称

外籍居民中在与日本人的交流中感到沟通差距
的比例
【来源：第4次外籍居民民意调査】

外籍居民中认为身边的日本人对自己友好的
比例
【来源：第4次外籍居民民意调査】

日本居民中对市内居住大量、来源多样的外籍
人员持肯定意见的比例
【来源：第23次市民民意调査】

本市居民中认为“日本人与外籍居民之间有
相互了解，都能享受美好生活”的比例
【来源：第23次市民民意调査】

外籍居民中参与当地社会性活动（社区组织
活动、区域居民活动）的比例
【来源：第4次外籍居民民意调査】

所有居民中至今参与过国际交流相关活动、
项目的比例
【来源：第23次市民民意调査】

目标值

40%
（2024年度）

20%
（2023年度）

60%
（2024年度）

5.00
（2023年度）

（平均分：以7分为最高分）

70%
（2023年度）

70％
（2024年度）

基准值

57.9％
（2020年度）

10.0％
（2021年度）

54.8％
（2020年度）

3.91
（2021年度）

（平均分：以7分为最高分）

53.2%
（2021年度）

61.3％
（2020年度）

本市的国际化情况在不断变化。通过推进国际化，使人员、物资和信息的流动畅通无阻，将对本
市城市建设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计画》提出“推进国际化城市建设，让多样居民施展能力”作为基本理念，将与广大市民和相
关社会组织一道，共同实现“市民和区域在国际化进展中广纳多样化人员和社群”的愿景。

基 本 理 念

推进国际化城市建设，
让多样居民施展能力 

基 本 理 念

推进国际化城市建设，
让多样居民施展能力 

《计画》执行时间
2022年4月1日至2026年3月31日（4年）

2021年4月，《丰田市关于促进相互理解和顺
利沟通实现地区包容型社会的条例（简称：相
互理解和沟通条例）》获得施行。本市将该条
例的理念当作贯穿本《计划》各方面的基本方
向，并将通过推进 “精神的国际化”，促进日
本人和外籍居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沟通。

《相互理解和沟通条例》的理念

根据2019年6月施行的《日本语教育推进
法》，本市将按个人的意愿、具体情况、能力
等为外籍居民保障学习日语机会。为此，本
市将根据《丰田市地方性日语教育基本方针》
开展相关政策，推进日语辅导工作的开展。

根据《丰田市地方性日语教育
基本方针》开展相关措施

新 颖 观 点新 颖 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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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扎实推进基于上述基本理念的各项政策，本市设定了    两个基本目标。

1 政策支柱 3 促进外籍居民的社会参与和发展

政策支柱 1 创造国际交流机会，培养人才

政策支柱 2 推进国际理解教育

政策支柱 3 通过国际性活动等为人才创造施展能力的机会

政策支柱 1 使交流沟通更顺畅

政策支柱 2 提升居住环境

主要举措

·在国际性活动开展交流活动
·开展“可持续发展（SDGs）”相关项目

主要举措

·面向儿童的国际理解教育
·面向居民的国际理解促进活动
·深化居民对不同文化的理解

主要举措

·丰田市与美国底特律市之间的友城交流
·丰田市与英国德比郡等友城之间的城际交流
·促进与丰田市特里维廉（Trevelyan）基金奨学金
得主的交流活动
·在特定项目中与海外城市开展交流活动

主要举措

·举办面向外籍居民的听证会
·与推进“多元文化共生”的骨干人物
联动，加强合作网络

主要举措

·开展外籍青少年学习辅导活动
·为外籍儿童融入当地社会提供帮助
·举办“多元文化育儿沙龙”活动
·推进面向外籍学生等的教育活动【与1重复】
·面向外籍居民进行防灾启蒙教育
·加强与社会外籍居民组织等的联络机制
·为119（消防或急救）报警电话确保多语种
沟通方式【与1重复】
·面向外籍人员进行就业援助活动
·为福利机构接收外籍护理人才提供支持服务
·通过多种语言或简易日语发布各种惠民信息
·动用多种信息渠道加大信息发布力度
·关于老年人福利制度进行启蒙教育活动
·关于医疗、保险制度进行启蒙教育活动

主要举措

·为外籍儿童主办日语教室
·推进面向外籍学生等的教育活动
·运营“丰田日语辅导系统”
·根据外籍居民的个人需求提供日语辅导
·根据《丰田市地方性日语教育方针》开展各项措施
·推广多种语言、简易日语
·通过电话、视频通话等手段提供外语口译服务
·使用视觉提示工具（用于灾害时的沟通）
·为119（消防或急救）报警电话确保多语种沟通方式
·运用“爱知医疗口译系统”

人人都能得到尊重，过得上美好生活

2 为国际社会、地方社会培养有用之才

本市将建设对多样居民都充满魅力的地方社会，
使人人都能超越言语、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互相帮助，共享美好生活，发挥各自特长。

通过友城交流等国际交流机会，为未来的国际社会及地方社会培养出具有国际意识、
视野开阔的有用之才。

①根据外籍人员的个人生涯发展阶段，
帮助其学习日语
②通过多种言语发布信息，提供咨询服务

①生育及抚养、子女教育
②防灾减灾、应急响应
③就业
④发布其他惠民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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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次 丰田市国际化推进计画
发行时间：2022年3月

发行单位:丰田市国际城市规划推进课

邮编471-8501 丰田市西町3丁目60番地
电话：0565-34-6963
传真：0565-34-6681

邮箱：kokusai@city.toyota.aichi.jp

此图为“丰田朋友（TOYOTA FRIENDS）”图标，
专门为丰田市多元文化共生项目的宣传工作而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