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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辞 

 截至令和５年（2023 年）10 月，港区约有 2 万 1 千名外国居民，占区总人口的

约 7.9％，国籍遍及约 130 个国家。在港区内有 81 家外国大使馆，占驻日使馆总数

的一半以上。另外，诸多外资企业、国际学校以及国际机构的存在，使港区成为一个

国际色彩非常浓厚的地区，这也是港区独一无二的魅力所在。 

为实现尊重多元文化的共生社会，区政府实施了“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以下

简称“本计划”），让居住、工作、旅行在港区的众多外国人能够方便舒适地生活，为

其安全和放心提供保障。 

面向后疫情时代，为恰当应对巨变的社会经济形势，我们根据本区的具体情况、

港区国际化现状调查结果以及各项会议中收集的意见等，对今后的课题进行了梳理，

在此基础上修订了本计划（计划期限：2021 年度～2026 年度）。 

根据令和５年（2023 年）３月的港区人口测算，令和８年（2026 年）以后，外

籍居民人口的增长将高于日本国民人口的增长，在港区生活的外国人今后也将不断

增多。鉴于以上背景，本计划以建设“国际都市港区”为目标，通过“简易日语”等

多语种的信息发布等措施，进一步充实港区特有的高满意度行政服务，促进不同国籍

居民互相认同彼此文化差异，在加深相互理解的同时，作为地区社会的一员共同思

考、共同行动，实现互帮互助的“多文化共生社会”。 

今后，区政府将切实着手实施本计划的各项政策，进一步推进港区的国际化，为

实现人与文化多元共生、充满活力与魅力的成熟型“国际都市港区”全力以赴开展工

作。 

 本计划在修订过程中，得到港区国际化推进顾问会议以及区民意见公开征集中

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对于各位的协助在此深表谢意。 

 

2024 年 3 月 

 

人与文化多元共存、充满活力和魅力的 

成熟型“国际都市港区” 
 

～以实现多元文化共生社会为目标促进外籍居民的地区参与和协作～ 

港区区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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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划概要 

(1) 计划修订的背景与目的 

截至 2023 年 10 月 1 日，港区共有外籍居民约 21,080 人，来自约 130 个国家，占全区

总人口的 7.9%。根据 2023 年 3 月的港区人口测算，截至 2025 年，港区日本国民人口的增

长率会高于外籍人口，但从 2026 年开始，外籍人口的增长率将超过日本国民。此外，在全

国 157 家驻日大使馆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 81 家大使馆聚集在港区，再加上众多的外资企

业驻扎，使港区成为一个国际色彩浓郁的经济活动和信息交流中心。 

 

港区还直通空中大门“羽田机场”，并占据着连结东京港、新干线等交通网络的

重要位置，接待国内外观光商务等来访客人的酒店、旅馆的客房数量，在东京都也属

第一。这些因素的存在，让港区具备了向成熟型“国际都市”进化的潜力，堪称日本

不可多得的城市之一。 

 

2022 年６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实现与外籍居民共生社会的路径图”，为实现与

外籍居民共生的社会明确了 3 个理想愿景（“安全、放心的社会”“富有多样性且充满

活力的社会”“尊重个人与人权的社会”），并为此提出 4 个重点事项作为中长期的课

题，以及每个事项在今后 5 年应当采取的方针政策。2022 年 6 月，东京都政府为“国

际都市战略项目（战略 20）”制定了促进方针，该项目是东京都为实现其长期计划

《“未来东京”战略》而推进的项目之一，它以提高国际化拓展能力为目标，提出“建

设适宜外籍居民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与“充实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和教育”等理念，致

力于培育活跃在世界舞台的人才，并打造多元化居民和谐宜居的城市。 

在港区后疫情时代的城市建设方针、国家和东京都的政策动向等基础上，我们对

“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进行了修订。 

 

(2) 迄今为止的历程 

一 设置专门组织 

港区在 2008 年度设置了“国际化推进担当”，作为推进国际化的专门组织，并从 2015

年度起，将该组织的名称更改为“国际化推进系”。 

二 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的制定及修订 

港区在 2010 年度首次制定本计划，并配合港区最具纲领性的《港区基本计划》

的制定和修订，大概每 3 年进行一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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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划定位 

本计划是为了执行《港区基本计划》中按领域分类的计划“Ⅱ活力城市（社区、产

业）”之下的“建设能够自主解决本地课题的社区”第 10 项“发挥丰富的国际性特

色，创造多元文化共生社会”的工作目标，作为提示具体路径的专项计划而制定的。 

本计划在修订时立足于纲领性的《港区基本计划》，并与其他各专项计划相配合。 

 

 
 

 

3.港区市民论坛的提案 

港区市民论坛在国际化领域设定了“充实对外籍居民的支援”主题。这是因为，在社会

向多民族化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不同文化、习俗、宗教带来的不同价值观、行政服务中的

语言壁垒、以及因此造成的孤立和孤独等课题。为解决这些课题，论坛提出了以下建议。 
 

     

《港区基本计划》体系与本计划体系

充实对外

籍居民的

支援 

・ 利用数字技术提供语言支持 

・ “简易日语”的浸透 

・ 创造对彼此语言感兴趣的环境 

・ 提供外国人容易获得信息的服务 

・ 打造拥有各种特色的外国人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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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计划期限 

本计划的实施期限为 2021 年度至 2026 年度的 6 年时间，在 2023 年这个中期年度，我

们对该计划进行了相应的修订。我们还将根据“港区基本计划”的修订和社会形势等变化，

对本计划进行适当的修改。 

5.计划中的 SDGs 相关措施 

ＳＤＧｓ为“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缩写，是 2015 年

９月在联合国峰会上通过的国际社会共同目标。由 17 个目标和 169 个具体目标组成，以“不

让任何人掉队（leave no one behind）”为基本理念。 

ＳＤＧｓ旨在通过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方面的综合努力，去实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

界。在该决议通过后历时 7 年的今天，它所发挥的作用正日益扩大。因此，本计划也有意识

地与ＳＤＧｓ的实现相结合，去推动各项工作的进展。

前期 2021 年度～2023 年度 

修订 

（年度） 

后期 2024 年度～2026 年度 

港区基本计划 
2021 年度～2026 年度 

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 

2021 年度～2026 年 

2021 2022 2023 2025 2026 2024 

（参考）SDGs 与本计划的相关部分 
 
 

目标 3：促进所有人的健康与福祉 

目标 4：为所有人提供优质教育 

目标 10：消除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 

目标 16：让所有人享受和平和公正 

目标 17：通过伙伴关系共同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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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的现状与课题 

  

1. 港区的现状 

 2. 国家和东京都的动向 

 3. 外籍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 

 4. 当前课题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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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港区的现状 

(1) 港区外籍居民状况 

截至 2023 年 10 月 1 日，港区共有外籍居民 21,080 人，来自约 130 个国家。另外，在港

区总人口 265,982 人当中，外籍居民所占的比例约为 7.9%。 

 

◆外籍居民人口及占比变化趋势＜港区＞ 〈截至 2023 年 10 月 1 日〉 

 

资料来源：《每月 1日各综合分厅舍管区内的人口及家庭数量》（港区） 
 
 

◆外籍居民人口的状况＜东京都＞ 〈截至 2023 年 1 月１日〉 

 新宿区 丰岛区 荒川区 台东区 港区 
其他 18 个

区、市、

郡、岛 
合计 

总人口 346,279 288,704 216,814 207,479 261,615 12,520,774 13,841,665 

外籍居民人口 40,279 28,933 19,134 16,026 19,339 457,401 581,112 

外籍居民占 

总人口比例 
11.6％ 10.0％ 8.8％ 7.7％ 7.4％ 3.7％ 4.2％ 

各区等行政单位

外籍居民占东京

都外籍居民总人

口比例 

6.9％ 5.0％ 3.3％ 2.8％ 3.3％ 78.7％ 100.0％ 

资料来源：《基于居民基本台账的家庭与人口（包括日本人和外国人）》（东京都） 

 

※本章图表中所示的比例为小数点后第二位四舍五入，因此可能出现合计不是 100%的情况。 

本页之后的图表也采用相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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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同国籍的外籍居民人口状况 

从国籍来看，来自中国的外籍居民人口最多，占 24.8%，其次是韩国和美国，分别占 17.2%

和 14.0%。 

与都内其他自治体相比，港区的特点是来自美国、英国及法国等欧美国家的外籍居民比

例较高，但近年来中国人的比例也略有上升。 
 

◆按不同国籍分类的外籍居民人口状况＜港区及东京都＞ 〈截至 2023 年 1 月１日〉 

 

资料来源：《各区市町村不同国别及地区的外籍居民人口》（东京都） 
 

◆不同国籍的外籍居民人口状况＜港区＞ 〈截至 2023 年 1 月１日〉 

 中国 韩国 美国 菲律宾 台湾 英国 

外籍居民人口 4,794 3,322 2,709 954 787 764 

占港区外籍居民

总人口比例 
24.8％ 17.2％ 14.0％ 4.9％ 4.1％ 4.0％ 

（参考）上次计划时 21.6％ 17.4％ 14.9％ 5.2％ － 4.1％ 
 

 法国 印度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其他 合计 

外籍居民人口 583 477 464 362 4,123 19,339 

占港区外籍居民

总人口比例 
3.0％ 2.5％ 2.4％ 1.9％ 21.3％ 100.0％ 

（参考）上次计划时 3.4％ 3.1％ 2.8％ 1.9％ 23.8％ 100.0％ 

 

◆不同国籍的外籍居民人口状况＜东京都＞ 〈截至 2023 年１月１日〉 

 中国 韩国 越南 菲律宾 尼泊尔 美国 

外籍居民人口 230,294  85,595  37,055  33,817  28,325  19,575  

占东京都外籍居

民总人口比例 
39.6% 14.7% 6.4% 5.8% 4.9% 3.4% 

 
 台湾 印度 缅甸 泰国 其他 合计 

外籍居民人口 19,522  15,996  13,884  8,084  88,965 581,112 

占东京都外籍居

民总人口比例 
3.4% 2.8% 2.4% 1.4% 15.2％ 100.0％ 

资料来源：《各区市町村不同国别及地区的外籍居民人口》（东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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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区 

东京都 

中国 韩国 美国 菲律宾 台湾 英国 法国 德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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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同居住地区的外籍居民人口状况 

截至 2023 年 10 月 1 日，麻布地区的外籍居民最多，并且从外籍居民占各地区总人口的比

例来看，麻布地区也是最高。 

 

 

资料来源：《每月 1日各综合分厅舍管区内的人口及家庭数量》（港区） 

 

(4) 不同在留资格的外籍居民人口状况 

截止 2022 年 12 月，各类在留资格中“永住者（30.8％）”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家

族滞在（15.5％）”，再次为“技术、人文知识及国际业务（15.2％）”。而“经营管理（4.6％）”

和“高度专门职（4.4％）”所占比例均高于日本整体和东京都，这是港区的特点。 

 港区 
日本整体（％） 东京都（％） 

人口（人） 比例（％） 

永住者 6,289 30.8 28.1 28.9 

家族滞在 3,164 15.5 10.1 15.5 

技术、人文知识及国际业务 3,109 15.2 7.4 10.2 

特别永住者 1,116 5.5 9.4 6.7 

日本人的配偶等 1,067 5.2 4.7 4.5 

经营管理 930 4.6 1.0 1.7 

高度专门职 908 4.4 0.6 1.7 

留学 888 4.4 9.8 15.9 

特定活动 710 3.5 2.7 2.9 

定住者 667 3.3 6.7 3.7 

其他 1,564 7.7 － － 

资料来源：《各市町村不同在留资格的外籍居民》（出入国在留管理厅）

7.9% 7.4% 11.8%

7.7% 5.4% 7.3%

港区总体 芝地区 麻布地区 

赤坂地区 高轮地区 芝浦港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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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使馆数量 

截至 2023 年 10 月 1 日，有 81 家大使馆设在港区，占日本全国 157 家大使馆的半数以上。 

其中，麻布地区的大使馆最多，占整个港区大使馆数量的 5 成以上。 

 

◆按地区分布的大使馆数量 （截至 2023 年 12 月） 

 芝地区 麻布地区 赤坂地区 高轮地区 芝浦港南地区 合计 

大使馆数量 14 45 14 8 0 81 

占比 17.3％ 55.5％ 17.3％ 9.9％ 0.0％ 100.0％ 

◆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大使馆数量 （截至 2023 年 10 月） 

 亚洲 大洋洲 北美 中南美 欧洲 中东 非洲 合计 

大使馆数量 9 6 2 14 31 7 12 81 

占比 11.1％ 7.4％ 2.5％ 17.3％ 38.3％ 8.6％ 14.8％ 100.0％ 

资料来源：《港区内大使馆一览》（港区） 

 

(6) 外资企业数量 

港区聚集了日本全国外资企业的大约 1/4，近年来始终保持在 800 家左右。 

 
资料来源：《外资企业总览（各年）》（东洋经济新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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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区立学校状况 

在港区区立小学和中学就读的外籍儿童人数都略有上升趋势。 

◆外籍儿童人数及占据港区儿童总数比例的变化趋势＜区立小学＞（每年 5 月 1 日数据） 

  
 资料来源：外籍儿童/学生人数（港区）、2021 年和 2022 年公立学校统计调查报告书（学校调查编） 

 

◆外籍学生人数及占据港区学生总数比例的变化趋势＜区立初中＞（每年 5 月 1 日数据） 

资料来源：外籍儿童/学生人数（港区）、2021 年和 2022 年公立学校统计调查报告书（学校调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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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和东京都的动向 

在修订本计划时，国家和东京都的政策动向起到重要作用，具体如下。 

 

(1) 国家政策动向（「实现与外籍居民共生社会的路径图」） 

为实现与外籍居民共生社会的目标，而明确了 3 个理想愿景，并提出了实现愿景所应当

解决的 4 项重点中长期课题，以及未来 5 年针对每个课题应当采取的措施。 

 

(2) 东京都的政策动向（“国际都市战略项目”推进方针的制定） 

2022 年 6 月，东京都为进一步发展 2020 东京奥运会留下的成果，同时敏锐觉察和应对

世界潮流的发展，以提高自身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全世界向往的城市”，而制定了推进“国

际都市战略项目”的方针。该方针以成为“全世界向往的城市”为目标，提出从“传承、联

结、培育”等 3 个方面提高国际拓展能力，为此统筹决定了需要采取的措施，并举全厅之力

推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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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籍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  

2022 年度实施了港区国际化现状调查，其主要内容如下。 

 

(1) 调查概要 
 

调查对象 在 2022 年 7 月 29 日具有港区居民户籍的 20 岁以上 

外籍人士中随机抽取 3000 人作为对象 

调查方法 邮寄（邮寄分发和回收问卷）、在线回答问卷 

调查期间 2022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11 日 

调查内容 (1) 关于回答者个人情况 

(2) 关于语言 

(3) 关于日常生活问题与社区活动 

(4）关于建设抗灾城市 

(5) 关于教育 

(6) 关于医疗 

(7) 关于港区 

(8) 关于信息发布 

(9) 关于国际化推进 

(10) 关于整体区政（自由发表意见） 

回收状況  有效回收问卷 616 份、有效回收率 20.5％ 

 

 

(2) 内容要点 
 

Point❶  

对港区行政服务表示满意的外国人占 90%成以上 

 

对于港区行政服务的满意度，最多的

回答是“非常满意”，占总体的 61.6％，其

次是“比较满意”，占 34.3％，总共有 95.9％

的人倾向于表示满意。这个结果比上次调

查增加了 4 个百分点。 

 

 

 

 

 

 

 

◆对港区行政服务的满意度 

61.6%
34.3%

2.8% 0.8% 0.5%（N＝616）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无回答 不满意 比较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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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❷ 日语学习状况 

关于日语学习，最多的回答是“过去学过”，占 47.6%，表示“正在学习”的人占 30.5%。

与上次调查相比，“正在学习”和“过去学过”的总和从 78.4%下降到 78.1%，降低了 0.3 个

百分点。 

在日语学习的满意度方面，超过 35%的人对自己的日语学习情况感到不满。 
 

     ◆日本学习状况         ◆日语学习的满意度 

 

 

 

 

 

 

 

 

 

 

 

Point❸ 多语种化和“简易日语”的认知度 

港区根据《港区行政信息多语种化指南》，以日

语、“简易日语”、英语、韩语/朝鲜语和中文发布

行政信息，对此有大约 80%的人认为“比较充分”。 

相较于上次调查，认为“比较充分”的比例上升了

7.1 个百分点。 

但另一方面，知道“简易日语”的人仅占43.3%，

有 55.8%的人不知道“简易日语”。在年龄分布上，

30 至 50 岁的群体对“简易日语”的认知度相对较

低。 

 

  

◆信息发布语种 

◆“简易日语”的认知度 ◆“简易日语”的认知度（年龄分布） 

很不满意 

知道 

不知道 

43.3%

50.8%

41.7%

38.2%

39.2%

52.6%

63.3%

0% 20% 40% 60% 80% 100%

全体（N=616）

20歳代（N=59）

30歳代（N=175）

40歳代（N=173）

50歳代（N=120）

60歳代（N=57）

70歳以上（N=30）

知っている 知らない 無回答

总体（N＝616）

20～29 岁（N＝59）

30～39 岁（N＝175）

40～49 岁（N＝173）

50～59 岁（N＝120）

60～69 岁（N＝57）

70 岁以上（N＝30） 

知道 不知道 无回答 

9.6%

26.1%

36.7%

26.6%

1.1%（N＝188）

30.5%

47.6%

19.5%

2.4%（N＝616）

正在学习 

过去学过 

没在学习 

无回答 无回答

不满意 

比较不满意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 

79.4%

14.3%

6.3%（N＝616） 无回答 

不够充分 

比较充分 

43.3%
55.8%

0.8%（N＝616）

知道 

无回答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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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❹ 信息的收集方法 

在信息收集方面，从“SNS以

外的网站”获取信息的人占比最

高，为 48.9%，其次是“日本人朋

友 / 熟 人 ” 和 “SNS （ X ： 原

Twitter、Facebook 等）”，分别

占 48.7%和 41.9%。 

与上次调查相比，“SNS（X：原

Twitter、Facebook 等）”增长了

8.8 个百分点，“日本人朋友/熟

人”增加了 4.9 个百分点，而通

过“电视”收集信息的比例下降

了 6.2 个百分点。 

 

 

 

 

 

Point❺ 参与本地的社区或团体活动 

参与本地社区或团体活动等的比例为 14.9%，超过 8 成的外国人没有加入到本地社区或

团体。与上次调查相比，“没有参加”的比例上升了 11.6 个百分点。 

参加最多的社区或团体是“各种运动队、俱乐部和文化活动等团体”，占 28.3%，如图所

示，港区内外以及不同国籍的居民之间都有交流。 

 

 

  

48.9%

48.7%

41.9%

39.3%

35.6%

31.8%

24.5%

20.9%

20.0%

18.5%

12.8%

8.6%

7.1%

6.7%

4.7%

4.4%

3.2%

2.1%

1.9%

1.5%

0.8%

3.4%

1.3%

0.0% 20.0% 40.0% 60.0%

SNS以外のウェブサイト

⽇本⼈の友⼈・知⼈

SNS（X︔旧Twitter、Facebook等）

同じ国籍の友⼈・知⼈

家族

職場・学校の⼈（⽇本⼈）

テレビ

違う国籍の友⼈・知⼈

区役所

職場・学校の⼈（⽇本⼈以外）

新聞

⼤使館

東京都、⼊国管理局など国の機関

配信されるメールマガジンや参加しているメーリングリスト

ラジオ

⼦どもの学校のPTAやそのメンバーが主催するグループ

地域の町会・⾃治会

弁護⼠

港区国際交流協会

ボランティアやNPO

頼れる⼈や頼れるところがない

その他

無回答

(N=616)
◆信息的收集方法 

◆本地社区或团体活动的参
与状况 

◆参加的社区或团体 

SNS 以外的网站 

日本人朋友/熟人 

SNS（X：原 Twitter、Facebook 等） 

相同国籍的朋友/熟人 

家人

工作的同事或在校同学（日本人）

电视

不同国籍的朋友/熟人 

区政府

工作的同事或在校同学（非日本人）

报纸

大使馆

东京都、入国管理局等国家机构 

订阅的电子邮件杂志和加入的邮件群 

广播

孩子学校的家长教师会（PTA）或由其成员主办的团体 

町会、自治体 

律师

港区国际交流协会

志愿者或非政府组织（NPO） 

没有可以依赖的人或地方 

其他

无回答

各种运动队、 
俱乐部和文化活动等团体

不限港区内外、由不同国籍的 
人组成的社区、团体 

孩子学校的ＰＴＡ活动及 
与其成员相关的团体 

不限港区内外、由相同国籍的人组成的 
社区、团体 

港区内不同国籍的人组成的 
社区、团体 

港区内相同国籍的人组成的 
社区、团体 

外籍居民较多，有相同爱好和兴趣的 
社区、团体 

地区的町会、自治会 

以ＳＮＳ社区为契机组成的 
团体 

有活动宗旨和理念的 
团体或ＮＰＯ 

28.3%

27.2%

27.2%

22.8%

20.7%

16.3%

16.3%

16.3%

12.0%

10.9%

5.4%

5.4%

10.9%

0.0%

0.0% 10.0% 20.0% 30.0%

プ

プ

プ

プ

プ

プ

ニ…

会

プ

Ｏ

プ

会

他

答

(N=92)

本地日本人较多的 
社区、团体 

商店街

其他 

无回答 

正在参与 

没有参与 

14.9%

82.1%

2.9%
（N＝616）

没有参加 

无回答 

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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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❻ 外籍居民的地区事务参与 

对地区活动和社区建设活动的参与意愿如下：“已在参与”的占 3.6％，在回答“很想尝

试参与活动”和“想参与感兴趣的活动”的人群中，想参与“音乐会和艺术节等文化艺术活

动”为最多，占 54.5％，想参与“庙会、大型活动的准备”占 44.2％，“与日本人的交流”

占 43.9％。 

 

 

 

 

 

 

 

 

 

 

 

 

 

 

 

 

 

 

回答者认为港区为营造一个外国人

和日本人共同思考、互帮互助、丰富多彩

的地区社会而应当实施的政策当中，“推

动信息的多语种化”占最大比例，为

50.8％，“创造外国人与日本人互提意见、

互相理解的机会”占 42.4％，“努力消除

对外国人的偏見和歧视”占 42.0％。 

  

◆地区活动和社区建设活动 

的参与意愿 

◆想参与的活动 

◆港区为推进国际化需要实施的政策 

很想参加活动 

音乐会和艺术节等 
文化艺术活动 

庙会、大型活动的准备 

与日本人的交流 

以体育运动为主的活动 

向日本人教授自己的母语 

防灾训练、防灾活动 

参与学校教育 

灾灾害、环境、贫困、人权等有
关社会问题的活动 

协助日语教室的工作 

线上活动 

防止犯罪的活动 

消除涂鸦和清扫活动 

协助筹款活动 

54.5%

44.2%

43.9%

38.5%

27.6%

26.4%

25.3%

24.3%

17.3%

13.7%

11.1%

10.9%

9.0%

6.7%

2.3%

3.9%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動

備

流

動

動

動

加

動

⼒

動

動

動

⼒

り

他

答

(N=387)

交通安全的指导和巡逻 

其他 

无回答 

50.8%

42.4%

42.0%

41.7%

37.5%

30.7%

29.1%

28.4%

27.4%

27.3%

24.4%

23.4%

19.2%

17.9%

12.7%

6.3%

4.2%

1.6%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る

う

ど

る

る

る

上

る

る

る

る

る

る

る

う

い

他

答

(N=616)

推动信息的多语种化 

创造外国人和日本人互提意见、 
互相理解的机会 

努力消除对外国人的偏见

                   在社区事务中配备口译
人员等，创造外国人容易参与的环境 

改善信息的提供方式 
（利用ＳＮＳ、电子杂志等）

支援国际文化交流事业 

提升政府职员的外语能力 

介绍日本传统文化和艺能 

使用“简易日语”提供信息 

为外国居民提供更便捷的方式向区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 

向区民介绍外国的文化和生活信息 

开展与国际学校的交流 

加强与大使馆的合作 

充实咨询体制 

通过补贴等支援ＮＰＯ和志愿者团体 

不知道 

其他 

无回答 

3.6%

16.9%

45.9%

15.3%

13.6%

4.7%（N＝616）

很想参加活动 

 

不知道 

想参与感兴趣的活动 

 

无回答 已在参与 

不想参与 

很想尝试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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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前课题小结 

根据 2022 年度港区国际化现状调查结果及上期计划的实施状况，对推进港区国

际化的课题作如下整理。 

 

课题１ 推动建设外国人安全、放心、舒适生活的环境 

为确保外国人在日本安全放心地生活，有必要向他们提供医疗、防灾等重要

信息。目前，港区有大约来自 130 个国家及地区的外籍居民，使用所有这些语言

来提供信息是不现实的。为此，港区采用数字技术，主要通过“简易日语”等若干

种语言提供行政服务和信息发布，以确保外籍居民获取生活所需的重要信息。 

 

 

课题２ 培养日本人和外国人和谐共处的国际意识 

虽然约六成外籍人士有意参加地区活动，实际参与者却不足一成。为更加有

效地促进外国人参与地区活动，需要加强基础日语教室和日语交流沙龙的活动，

进一步支持外国人学习“生活必需日语”。同时，对于外国人在日本生活当中由于

文化和习俗差异产生的各种问题，提升当地日本人的国际意识也非常关键。这就

需要通过开展相应的活动、宣传和各种培训，来增进日本人和外国人的相互理解。

例如，借助体育、音乐等文化艺术活动的兴趣点，来推动彼此的交流与合作。 

 

 

课题３ 加强与多种主体的合作 

为增强港区的国际化能力，除港区政府层面的措施之外，还有必要与教育机

构、企业、大使馆等进一步加深合作，并密切联合社区推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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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1 以增进外国人的安全和放心为宗旨，完善多语种信息发布 

主要意见 

向外籍居民提供便于收集信息的服务 

为外籍居民制作医疗等生活必需信息和行政服务的

一览表，利用新迁入港区时等一切方便的机会提供这

些信息。 

反映到具体措施 

●以“简易日语”和其他若干语种发布生活

所需的信息 
 

●推动数字技术的运用 
 

p.27 

p.28 

运用港区 HP 和 SNS 等数字平台，使用简易日语等多

种语言发布医疗机构、防灾等相关信息。 

信息收集的手段以“SNS 以外的网站”为最多，占 48.9％。 

主要扩充内容 

●进一步充实港区国际防灾志愿者的培训内容 

除讲座形式以外，还在防灾演练（实践培训）中增加翻译工作和角色扮演等内容。 

●将迁入港区时的生活必需信息数字化 
向新迁入港区的外籍居民发送“欢迎卡”，从卡片上的二维码可在线读取生活所需信息。 

●外国人咨询业务 
增加能进行多种语言口译的平板电脑数量，并完善三方通话机制。同时加强与港区国际交流协会“外籍居

民生活支援协调员”的合作。 

p.27 

p.28 

p.29 

措施2 以日语培训和文化交流为契机，推动外籍居民参与地区事务 

现状调查结果 

主要意见 

・提升日本人的国际意识 

・营造外国人的生活空间 
外国人在日本生活，会因为文化、习俗的不同而产生各种各

样的问题。如果当地居住的日本人能够提高国际意识，整个

港区的国际化能力也将获得提升。 

反映到具体措施 

●提升区民的国际意识 
 

●通过文化的相互理解促进国际交流 
 

p.32 

p.33 

外国人参与地区事务是一项挑战，为此需要提升外国人和

日本人双方的国际意识。具体措施有组织“简易日语”培训、

大学讲座和国际交流活动等，以双方国际意识的提升带动

港区国际化能力的提升。 

在日语学习的满意度方面，35％以上的人表示不满意。 

主要扩充内容 

●提升区民的国际意识 

组织“简易日语”培训、大学讲座和国际交流活动。 

 

●发展社区日语学习支持项目 
增加基础日语班和日语沙龙班的学员名额，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p.32 

p.31 

现状调查结果 

港区国际化推进顾问会议提出的主要意见及相应扩充内容 

港区国际化推进顾问会议提出的主要意见及相应扩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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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3 与多种主体合作，加强国际化能力 

主要意见 

创造不分国籍自然聚集交流的机会 

为具有共同兴趣和课题的所有人创造机会，让他们不

分国籍自然聚在一起。 

反映到具体措施 

●与大使馆等合作开展国际交流  
p.35 

进一步加强与区内企业、大学、中小学、国际交流团

体、ＮＰＯ、国际学校等地方多种主体的合作，立足

于本地区开展国际交流。并充分利用港区国际交流空

间等区内设施，创造不分国籍自由沟通的机会，推动

国际交流的发展。 

外籍居民想参加的活动以“音乐会和艺术节等文化艺术
活动”为最多，占比54.5％。 

主要扩充内容 

●促进与多种主体的合作 

进一步加强与区内企业、大学、中小学、国际交流团体、ＮＰＯ、国际学校等当地多种主体的合作。 

 

●与外国城市进行国际交流 
举办区内中、小学生及老年人与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的书画交流等活动，今后还将与国外更多城市建立合作

关系，加强港区的国际化能力。 

p.35 

p.35 

现状调查结果 

港区国际化推进顾问会议提出的主要意见及相应扩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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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第３章 プランにおける取組 

 

 

 

 

 

 

 

 

 

 

 

 

计划措施 

 

 １．追求的目标 

 ２．措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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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追求的目标 

 

人与文化多元共存、充满活力和魅力的 

成熟型“国际都市港区” 
 

 

港区迄今为止采取多种措施，为外国人和日本人的生活便利舒适创造条件。作为

努力的结果，在 2022 年度实施的港区国际化现状调查中，有 9 成以上的外国人对港

区的行政服务表示满意。 

今后，在继续提高行政服务满意度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强外国人也同为地区社会

重要一员的认识，鼓励大家不仅使用外语，而且使用“简易日语”，促进更多的日本人

与外国人交流，力求去创造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社会”，让不同国籍及民族的人们彼此

认可对方的文化差异，尊重各自的人权，每个人都以作为地区社会一员的身份共同思

考、行动和互相帮助。 

 

 
 

 

Minato Blossom Festa       港区国际化推进顾问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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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措施体系 

 

 

 

 

 

 

 

 

 

 

 

 

 

 

 

 

 

 

 

 

 

 

 

 

 

 

 

 

 

 

 

 

 

 

 

 

 

 

措施１ 以增进外国人的安全和放心为宗旨，完善多语种信息发布 

(1) 使用“简易日语”和多种语言发布生活所需信息  

(2) 推进数字技术的应用  

(3) 充实外国人咨询业务  

措施２ 以日语培训和文化交流为契机，推动外籍居民参与地区事务 

(1) 建立日语学习的支持体系  

(2) 提升区民的国际意识  

(3) 通过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促进国际交流  

措施３ 与多种主体合作，加强国际化能力 

(1) 与大使馆合作开展国际交流  

(2) 推进与相关教育机构的合作  

扩充 

扩充 

扩充 

扩充 

扩充 

扩充 

(3) 推进与港区国际交流协会的合作  

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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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策１ 外国人の安全・安心の拡充に向けた多言語による情報発信 
 

  与 SDGs 目标之间的关系 

 

 

 

 

 

 

 

 

 

 

 

 

    信息发布满意度 
 

2020 年度末 

  （实际成果） 

中期预期值（前期） 

2023 年度末 

计划目标值 

2026 年度末 

70％ 80％ 82％ 

 

 

    对“面向外国人的 SNS”关注度 
 

2020 年度末 

（实际成果） 

中期预期值（前期） 

2023 年度末 

计划目标值 

2026 年度末 

62％ 65％ 70％ 

 

  

措施１ 以增进外国人的安全和放心为宗旨，完善多语种信息发布 

成果 
指标 

成果 
指标 

与各项目措施相关的计划 

港区城市建设主体计划 ............ (1)-5 

港区地域防灾计划 ................ (1)-5、(1)-7、(1)-10 

港区观光振兴计划 ................ (1)-8 

港区地域保健福祉计划 ............ (1)-4 

港区儿童与育儿支援项目计划 ...... (1)-3、(3)-4 

港区学校教育推进计划 ............ (3)-4 

港区官网 

目标 10【不平等】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目标 3【保健】 

确保健康的生活方式， 

促进各年龄段人群的福祉 

目标４【教育】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 

促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 

目标 17【执行手段】 

加强执行手段，提振全球伙伴关系， 

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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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使用“简易日语”和多种语言发布生活所需的信息 
 

根据《港区行政信息多语种化指导方针》，向外国人切实提供防灾、医疗等日常生活必需

的信息，保证他们获得安全和安心感。为了向来自多达约 130 个国家的外籍居民有效传达信

息，充分利用港区网站及 SNS 等网络媒体，以“简易日语”等多种语言发布。另外，还面向

区民、政府职员等开展研修活动，提高“简易日语”的知名度，使它作为地区社会的通用语

言得到广泛使用。 

 

No. 项目名称 项目概要 相关负责部门 

１ 

基于《港区行政信息多语种

化指导方针》的行政信息多

语种化 

港区官网发布包括日语在内的 108 种语言的多

语种信息，对发行物等优先选择生活需求度高

的行政信息，以多语种形式提供。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区

长室 

２ 

提供生活、医疗、健康等领

域的信息 

以通俗易懂的“简易日语”方式，在港区网站

等提供医疗保健、环境美化等日常生活的必要

信息，并直接向外国人社区等发布多语种信息。

此外，还提供有关各医疗机构特点的说明。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各

课 

３ 
提供家庭及育儿相关信息 以多语种发布育儿相关信息 儿童和青少年支援课、保育

课、儿童家庭支援中心 

４ 

向老年人群体提供信息 将高龄者咨询中心的宣传小册子及寄送贺寿商

品券等礼品时的“收件人不在通知”等，制作

成多语种版本，让大家周知。 

高龄者支援课 

５ 
提供防灾及灾害信息 利用各种发布手段，提供多语言的防灾知识。 各地区综合分厅舍协作推进课、

建筑课、土木课、防灾课 

６ 
发生紧急情况时的信息多

语种化 

发生灾害等紧急情况时，即刻发布多种语言的

信息。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区

长室 

７ 

促进参与综合防灾训练 面向外国人举办防灾活动，使用“简易日语”

及其他多种语言通知训练内容，鼓励督促参与

综合防灾训练。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各

地区综合分厅舍协作推进

课、防灾课 

８ 

向到访港区的外国人提供

信息 

增补充实“港区观光信息中心”提供的信息，

并完善各设施的多语种指示标志。 

各地区综合分厅舍管理课、

观光政策担当、契约财产管

理课 

9 

“简易日语”作为地区社会

通用语言的普及 

在港区网站及发行刊物等媒体使用“简易日

语”，同时面向区民、政府职员等开展“简易日

语”研修等活动。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区

长室 

10 
培养港区国际防灾志愿者 确保和培训国际防灾志愿者，以便在灾害发生

时向外国人提供帮助。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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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推进数字技术的应用 
 

作为外国人获取信息的手段，使用港区网站及 SNS 媒体的人数正在增加，因此

除继续以英文宣传刊物等纸质媒体发布信息外，将进一步利用翻译软件和可以即时

传递信息的网络工具等最新的技术，更为有效地向外国人传达信息。 

 

 

No. 项目名称 项目概要 相关负责部门 

１ 

基于《港区行政信息多语种

化指导方针》的行政信息多

语种化（同前） 

港区官网发布包括日语在内的 108 种语言的多

语种信息，对发行物等优先选择生活需求度高

的行政信息，以多语种形式提供。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区长室 

２ 

“简易日语”作为地区社会

通用语言的普及（同前） 

在港区网站及发行刊物等媒体使用“简易日

语”，同时面向区民、政府职员等开展“简易日

语”研修等活动。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区长室、人事课 

３ 

顺利提供行政服务 在港区官网以及迁入港区时提供面向外籍居民

的行政服务一览表，并使用数字技术，通过一

切机会宣传相关信息。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各课 

４ 
利用 SNS 提供信息 使用 SNS 提供生活中所需的多语种信息。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区长室 

 

 

 

 

 

 

 

 

 

 

 

 

Facebook「Minato Information Board」 

 

  

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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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充实外国人咨询业务 
 

在区属设施等的窗口，配备平板电脑（提供视频口译服务）及语音翻译机，并在

伴有咨询业务的居民登记等窗口设楼层负责人，方便外国人安心使用各种服务。 

充实完善面向外国人的咨询项目，如设置外国人咨询员在窗口或通过电话听取

外国人遇到的困难，并配合相关部门予以回应。此外，将在区政府内进一步推广口译

平板等设备的应用。 

 

No. 项目名称 项目概要 相关负责部门 

１ 充实外国人咨询业务 
外国人咨询员等配合相关部门，接待外国人的

咨询。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各

课 

２ 
通过港区国际交流协会确

保和培训口译志愿者 

确保足够数量的口译志愿者，对外国人的日常

生活提供帮助。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３ 
通过港区国际交流协会对外

国人实施生活援助 

主要面向外籍居民，提供日语学习、医疗、育

儿等日常生活的相关咨询。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４ 
对利用幼儿园、保育园等设

施的外国人扩大援助 

派遣口译者或提供必要信息以帮助适应入园以

后的生活。 

此外，还广为宣传可外借口译平板电脑等设备

的信息。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保育课、教务课、 

教育人事策划课 

５ 
在把握政府职员外语能力的

基础上各尽其才地安排岗位 

把握政府职员的外语能力，人尽其才地配置岗

位。 
人事课 

 

 

 

 

 

 

  

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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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策２ 日本語学習や文化交流をきっかけとした外国人の地域参画の

推進 

 
  

  与 SDGs 目标之间的关系 

 

 

 

 

 

 

 

 

 

 

 

 

    日语学习的满意度 
 

2020 年度末 

  （实际成果） 

中期预期值（前期） 

2023 年度末 

计划目标值 

2026 年度末 

－ 66％ 70％ 

 

 

    用日语进行社区交流的满意度 
 

2020 年度末 

  （实际成果） 

中期预期值（前期） 

2023 年度末 

计划目标值 

2026 年度末 

－ 70％ 75％ 

 

 

 

 

 

 

 

 

 

 

 

  

措施２ 以日语培训和文化交流为契机，推动外籍居民参与地区事务 

成果
指标 

成果
指标 

与各项目相关的计划 

港区体育运动推进计划 ............. (3)-2 

港区区立图书馆服务推进计划 ....... (3)-4 

港区学校教育推进计划 ............. (2)-4、(2)-5 

港区男女平等参与行动计划 ......... (3)-5 

港区网站 

目标 10【不平等】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目标４【教育】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 

促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 

目标 16【和平】 

建设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为所有人提供司法途径， 

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体制 

目标 17【执行手段】 

加强执行手段，提振全球伙伴关系， 

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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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建立日语学习的支持体系 

为支援外籍居民学习日语，配备日语教育协调员，组织运营生活日语基础学习班，实施

“发展社区日语学习支持项目”以确保和培养支持日语学习的志愿者。同时与日语教育机构

以及有外籍员工的企业等有关各方加强合作，从多方面支持外籍居民学习日语，以便更好地

融入日本生活。 

为了让学习日语的外国人能够根据自身的学习目的和日语水平，随时学到日语和接触日

本文学，与区内的免费日语课堂及 NPO 等组织联手合作，并介绍日语沙龙、地区交流活动等

信息，建立完善有利于外国人学习日语的帮扶基地。 

 

No. 项目名称 项目概要 相关负责部门 

１ 设置和运营基础日语课堂 

通过网络等形式开办基础日语课堂，便于外国

人学习生活必需的日语，建立完善为外国人提

供学习支持的据点。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２ 举办日语沙龙 
已具备日语基础的外国人与日语学习支援志愿

者用日语交流各自的文化等。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３ 开发学习教材 
将如何扔垃圾等港区特有的日常生活规则等引

入自编的教材，在基础日语教室等使用。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４ 培养日语学习支援志愿者 
确保和培养能够承担日语学习援助工作的志愿

者。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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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提升区民的国际意识 
 

为了让外国人与日本人共同作为地区社会的一员参与地区活动，既需要消除语言的障碍，

也需要日本人对于外国人及异域文化的理解。 

为了让日语初学者在内的外籍居民积极参加地区活动，面向町会和自治会等开展研修，

改善接纳外国人的环境。 

 

No. 项目名称 项目概要 相关负责部门 

１ 
以“简易日语”为手段促进

外国人和日本人的交流 

为日本人（町会、自治会等）提供培训，使他

们接受外国人为当地社区的一员，并与之交流。 

让外国人和日本人搭配成组，通过“简易日语”

进行交流，促进相互理解及地区参与。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２ 
促进外国人参与地区行政

管理 

在各种调查及会议中听取外国人的意见，并纳

入港区的政策措施，同时推动外国人对地区活

动的参与。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各课 

３ 
建设国际和文化交流基地 在品川站北周边地区创造国际文化交流的生

机，打造外国人与日本人加深相互理解的基地。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４ 
推进国际理解教育 增强与大使馆等的合作，培养尊重本国和他国

文化的意识。 

教育指导担当 

５ 
进一步充实中小学校的英

语教育 

开办相应课程和开展教师培训，以促进国际理

解教育。 

教育指导担当 

６ 

培养政府职员的多文化共

生意识 

以新职员为对象开展多文化共生和港区国际化

的相关培训，并对提高外语能力的讲座费用提

供部分补贴。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人事课 

 

 

 

 

 

 

 

 

 

 

  

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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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通过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促进国际交流 
 

举办以文化、音乐等为内容的活动与展览，通过这些外国人和日本人都容易参与的场合，

提供彼此了解对方文化、习惯的机会。 

同时，利用儿童馆和图书馆等身边的设施，通过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促进国际交流，帮助

外籍居民对本地区及日本产生兴趣，更为顺畅地融入日本生活，建立与当地社区的联系。 

 

No. 项目名称 项目概要 相关负责部门 

１ 
促进儿童馆等场所的国

际交流 

为促进使用者之间的相互理解，举办大家易于

参加和沟通的国际交流活动。 
各地区综合分厅舍管理课 

２ 
举办具有丰富国际性的活

动 

提供体育运动的机会，无论国籍谁都可以轻松

参加，促进国际交流。 

终生学习体育振兴课 

３ 

赤坂・青山Ｍｅｅｔ ｕｐ项

目 

发挥地区特性，利用庙会等具有日本文化特点

的地方性祭典活动，举办日本人与外国人的交

流会等。 

赤坂地区综合分厅舍协作推

进课 

４ 利用外语图书 

充分利用包括电子书籍等在内的外语图书，通

过接触日本及世界的文化、历史，创造交流机

会。 

图书和文化财产课 

５ 
推动和平都市的发展 以各年龄层区民为对象开展启蒙性的活动

项目，促进大家对于国际和平的思考。 

人权和男女平等参与担当 

６ 
提供地区信息，促进外国人

的地区参与及协作 

提供有关地区志愿者活动及其他各类活动信

息，促进地区参与及协作。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各地区综合分厅舍协作推进

课 

７ 
利用传统文化交流馆传

播日本传统文化的魅力 

面向外国人举办落语等传统艺术表演、书法、

茶道、能乐等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传播展现

日本的魅力。 

芝浦港南地区综合分厅舍管

理课 

８ 
接收外籍实习生 为充实面向外籍人士的行政服务，接收外籍实

习生。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９ 
在港区区民祭（庙会）上举

办国际友好广场活动 

在大使馆等机构的协助下，通过港区区民祭传

递各国文化的魅力（食物和民间工艺品等）。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10 

举 办 Minato Blossom 

Festa（港区樱花节） 

通过与大使馆和企业的协作，举办传递各国文

化魅力的国际交流活动（食物和民间工艺品、

各种表演等）。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扩充 



 

34 

施策３ 多様な主体との連携による国際力の強化 

 
  

  与 SDGs 目标之间的关系 

 

 

 

 

 

 

 

 

 

 

 

 

    对社区、城建活动及交流的关注度 
 

 

2020 年度末 

  （实际成果） 

中期预期值（前期） 

2023 年度末 

计划目标值 

2026 年度末 

68％ 70％ 72％ 

 
  

    与多种主体的合作次数（总计） 
 

2020 年度末 

  （实际成果） 

中期预期值（前期） 

2023 年度末 

计划目标值 

2026 年度末 

－ 120 130 

 

 

 

 

 

 

 

 

 

 

 

 

  

措施３ 与多种主体合作，加强国际化能力 

成果 
指标 

成
果 

与各项目相关的计划 

港区文化艺术振兴计划 ............ (1)-9 

港区观光振兴计划 ................ (1)-10 

港区学校教育推进计划 ............ (2)-3、(2)-4、(2)-5、(2)-6、(2)-7 

港区网站 

目标 10【不平等】 

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目标４【教育】 

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 

促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 

目标 17【执行手段】 

加强执行手段，提振全球伙伴关系， 

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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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大使馆等合作开展国际交流 
 

为推动更多的外国人参与地区活动，充分发挥港区拥有 81 家大使馆、集中了日

本 1/4 的外资企业等浓郁的国际特色，以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及各地区综合分厅

舍为核心，与大使馆、企业、文化团体及志愿者团体等携手合作，创造不分国籍的交

流机会，促进国际交流。 

 

No. 项目名称 项目概要 相关负责部门 

１ 
与多种主体建立关系及促

进合作 

与本地区的大学及 NPO 等组织合作，创造

外国人易于参加地区活动的环境条件。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各地区综合分厅舍协作推

进课 

２ 
与大使馆等合作的国际交

流项目 

与大使馆等机构交换意见和举办活动，开

展国际交流。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３ 
通过与大使馆等的合作推进

国际教育 

成为大使馆等机构和教育机构之间的桥梁，

推进港区的国际教育。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教育指导担当 

４ 
与企业合作的国际交流项

目 

通过与企业合作举办活动等开展国际交

流。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策划课 

５ 
在港区区民祭（庙会）上举办

国际友好广场活动（同前） 

与大使馆等机构合作，通过港区区民祭传递

各国文化的魅力（食物和民间工艺品等）。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６ 
召开港区国际力强化推进

会议 

为了在港区今后的施政举措中体现国际视

角而召开有关会议。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７ 
通过港区国际交流协会开

展国际交流 

借助外国人与日本人相互交流的机会，推

进地区性的国际交流。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８ 与外国城市开展国际交流 推进与海外城市的合作。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9 

MINATO COLLECTION（港区收

藏） 

参加区内美术馆和博物馆打卡盖章活动者可

获赠访问区内大使馆的机会，通过区民对不

同文化的体验，推进国际交流。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10 

开展面向国内外的战略性

城市宣传活动 

对与区政府合作，将港区的魅力和品牌向海

内外广为传播的民营企业、团体及个人授予

“MINATA 城市宣传员”的称号，进一步有效

开展宣传活动。 

观光政策担当 

                          

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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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进与相关教育机构的合作 
 

为更好地帮助外籍儿童和学生学习语言及掌握生活习惯，为外国人和日本人的

孩子们创造相互了解的机会，积极推进与国际学校和大学等教育机构的合作。 

 

No. 项目名称 项目概要 相关负责部门 

１ 
与多种主体建立关系
及促进合作（同前） 

与本地区的大学及 NPO 等组织合作，创造
外国人易于参加地区活动的环境条件。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各地区综合分厅舍协作推
进课 

２ 
赤坂・青山儿童共同培
育项目 

以中小学生为对象，举办英语等外语主讲
的讲座、文化讲座等。 

赤坂地区综合分厅舍协作推

进课 

３ 
推进国际理解教育（同
前） 

增强与大使馆等的合作，培养尊重本国和
他国文化的意识。 

教育指导担当 

４ 开展国际交流项目 

通过中小学生海外派遣及坦普尔大学的课
程教育等开展国际交流，并实施中学生海外
修学旅行项目。 

教育指导担当 

５ 
进一步充实中小学校的
英语教育（同前） 

开办相应课程和开展教师培训，以促进国
际理解教育。 

教育指导担当 

６ 

English Support 
Course（ESC，英语支
持课程） 

以英语进行授课，为外籍儿童提供多样化
的教育机会。 教育指导担当 

７ 适应国际化的日语教育 

为归国儿童/学生及外籍儿童/学生设置专
门的日语学级、派遣日语学习指导员等，
帮助他们度过充实的学校生活。 

教育指导担当、教务课 

 

(3) 推进与港区国际交流协会的合作 

一般财团法人港区国际交流协会是以加深外国人与日本人的相互理解，为实现多文化共

生社会作出贡献为目的所设立的团体。以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为核心与其进行合作，接待

外籍居民的日常生活咨询，支持外国人和日本人之间展开交流。 

 

No. 项目名称 项目概要 相关负责部门 

１ 
发展社区日语学习支持项

目 

促进对外国人学习日语的支持，同时普及“简

易日语”，为外国人参与社区生活创造契机。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团体支援赠款> 

港区利用本区“故乡税制度”中的部分捐款，向区内的公益活动团体提供支持，以更好地促进

社区发展。如果在申请捐款时指定希望支持的团体，港区将向该团体提供最多相当于捐款金额

70%的补贴。



 

37 

 

 
 

 

 

 

 

 

 

第 4 章 

第４章 プランの推進に向けて 

 

 

 

 

 

 

 

 

 

 

 

 

计划推进 
 

 完善实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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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实施体系 

为切实推进本计划，采用 PDCA 循环法（Plan（计划）-Do（实施）-Check（评价）

-Act（改善））管理实施进程，不断地加以改善，高效并富有成果地执行各项国际化

推进措施。 

召开港区国际化推进顾问会议，汇集吸取包括专家学者及外国人在内的区民意

见，同时通过港区国际力强化推进委员会，在区政府各部门之间对项目进行横向的研

讨及协调。 

 

 

 

 

 

 

 

 

 

 

 

 

 

 

 

 

 

 

 

 

 

 

   

 

 

 

 

 

 

港区国际化推进 

顾问会议 

港区国际力 

强化推进会议 

港区 

区民 

（外国人/日本人） 

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 

（一般财团法人）

港区国际交流协会 

【委员】 

专家学者及 

外国人/日本人的区民等 

【干事】 

相关部长、课长级职员 

【事务局】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港区国际力 
强化推进委员会 

 
【委员】 

相关部长、课长级职员 

【事务局】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Ｐlan 

计划 

【委员】 

区长、大使馆、国际相关

机构、国际交流团体、文

化相关团体、企业、教育

机构、区内居住/工作/

上学者、专家学者 

 

【事务局】 

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 

多种主体 合作・ 

协作 

 大使馆、国际交流团体、

企业、大学、国际学校等 

各种调查结果 

 
港区国际化现状调查、港区区民舆论调查等各种调查 

合
作
・
协
作 

Ｃheck 

评价 
Ｐlan 

计划 

Ｃheck 

评价 

提案 

意见 

意
见 

提
案 

 

 

 产业/观光  保健福祉 

 地区 

 环境  防灾 

城市建设 

Ｄo 

实施 

Act 

改善 

意
见 

提
案 

意
见 

提
案 

Ｃheck

评价

Ｐlan 

计划 

Ｃheck

评价 

育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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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汇编 

資料編 

 

 

 

 

 

 

 

 

 

 

 

 

 
 

 １．计划修订经过 

 ２．港区国际化推进顾问会议 

 ３．港区国际化推进顾问会议 委员名单 

 ４．港区国际力强化推进委员会 

 ５．港区外籍居民分布图 

 ６．港区内大使馆一览 

 ７．相关计划一览表 



 

40 

1.计划修订经过 

时间 主要会议等 内容 

2023 年５月 25 日 第１次港区国际化推进顾问会议 
关于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措施修订的

方向性（方案） 

2023 年６月 12 日 
第１次港区国际力强化推进委员

会 

关于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措施修订的

方向性（方案） 

2023 年 10 月５日 第２次港区国际化推进顾问会议 关于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草案） 

2023 年 10 月 11 日 
第２次港区国际力强化推进委员

会 
关于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草案） 

2023 年 11 月９日 厅议 关于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草案） 

2023 年 11 月 24 日 区民文教常任委员会 关于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草案） 

2023 年 12 月 1 日～

2024 年１月 4 日 
征集区民意见（Public Comment） 

在《广报 Minato》、港区网站等公开

计划草案，广泛从区民等征集意见 

2024 年 2 月 8 日 第３次港区国际化推进顾问会议 关于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方案） 

2024 年 2 月 19 日 第３次港区国际力强化推进委员会 关于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方案） 

2024 年 3 月 确定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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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港区国际化推进顾问会议 

○港区国际化推进顾问会议设置纲要 

2010 年６月 10 日 

22 港产国际第 156 号 

第１条 设置 

针对基于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所采取的国际化推进措施，为了让相关各方、区民等参与研

讨并反映其意见，特设置港区国际化推进顾问会议（以下简称“顾问会议”）。  

 

第２条 负责事项 

顾问会议负责研讨以下事项，并向区长报告研讨结果。 

（1）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制定及修订的相关事项。 

（2）对基于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所采取的国际化推进措施进行研讨的相关事项。 

（3）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的其他相关事项。 

 

第３条 组织 

顾问会议的委员由区长委任，至多 11 名，人员构成如下。 

（1）专家学者 １人 

（2）区民等（是指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区内居住、工作或上学者，下同。）  10 人以内  

 

第４条 选任 

1  区民等委员从公开招募的应征者中选择恰当人选，并由区长委任。 

2  遴选标准由文化艺术事业协作担当部长另行规定。 

 

第５条 资格条件 

担任委员者应符合应征时 20 岁以上的条件，并在区内居住、工作或上学。 

 

第６条 委员的任期 

委员任期为委任之日起至后年的 3 月 31 日为止，因补充缺员等中途被委任者的任期，为

该委任之日起至余下任期为止，但不妨碍连任。 

 

第７条 主席及副主席 

1  顾问会议设主席及副主席。 

2  主席由委员互选产生。 

3  主席负责统领会务。 

4  副主席由主席从委员中指名产生。 

5  副主席辅佐主席，在主席发生事故时代理其职务。 

 

 

第８条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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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顾问会议由主席召集并主持。 

2 顾问会议在出席委员人数不到半数以上时不能召开。 

3 顾问会议原则上公开进行。但主席认为有必要时可不予公开。 

 

第９条 干事 

1  为高效并富有成果地完成负责事项，顾问会议专设干事，由区长在区政府职员中任命。 

2 干事辅佐处理顾问会议的会务。 

 

第１０条 听取意见 

主席可根据需要请求委员以外的人员出席会议并听取其意见。 

 

第１１条 总务 

顾问会议的总务由产业和地区振兴支援部地区振兴课负责处理。 

 

第１２条 委任 

除本纲要规定的事项外，其他必要事项由主席另行规定。 

 

附 则 

本纲要自 2010 年 7 月 1日施行。 

附 则 

本纲要自 2010 年 8 月 2日施行。 

附 则 

本纲要自 2013 年 3 月 21 日施行。 

附 则 

本纲要自 2014 年 5 月 1日施行。 

附 则 

本纲要自 2015 年 4 月 1日施行。 

附 则 

本纲要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施行。 

附 则 

本纲要自 2018 年 4 月 1日施行。 

附 则 

本纲要自 2023 年 4 月 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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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港区国际化推进顾问会议 委员名单 

职务 姓名 假名 

主席（专家学者） 野山 広 のやま ひろし 

副主席  

区民委员（公募） 
Junyeon Park ジュンヨン パク 

区民委员（公募） 钱 琼毓 セン ケイイク 

区民委员（公募） Silvan Susanto Prayogo シルバン スサント プラヨゴ 

区民委员（公募） 张 颖康 チャン エンカン 

区民委员（公募） Daniel Foote ダニエル  フット 

区民委员（公募） 饭岛 伦子 いいじま のりこ 

区民委员（公募） 山田 淳平 やまだ じゅんぺい 

区民委员（公募） 藤居 真理子 ふじい まりこ 

区民委员（公募） 宗像 雄一郎 むなかた ゆういちろう 

区民委员（公募） 石川 勇 いしかわ いさ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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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港区国际力强化推进委员会 

○港区国际力强化推进委员会设置纲要 

2015 年７月１日 

27 港产国文第 457 号 

第１条 设置 

为根据港区国际化推进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在港区政府相关部门之间实现密切合

作及信息共享，同时跨部门应对实施国际化的各相关课题，强化港区的国际化力量，特设

置港区国际力强化推进委员会（以下简称“推进委员会”）。  

 

第２条 负责事项 

推进委员会负责以下事项。 

（1）计划修订的相关事项。 

（2）顺利推进计划所需的联络及综合协调等相关事项。 

（3）计划相关项目的进程管理相关事项。 

（4）港区国际化推进措施的课题相关事项。 

（5）区长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第３条 组织 

1  推进委员会由主席及委员组成。 

2  主席由文化艺术事业协作担当部长担任。 

3  主席负责统领会务。 

4  委员由另表所列人员担任。但是，主席可根据推进委员会的研讨事项，仅召集与该事

项有关的委员参加会议。 

5  上述规定之外，主席可指定必要人员为临时委员。 

 

第４条 会议 

1  推进委员会的召开由主席召集。 

2  主席可在认为必要时，请求委员以外的人员出席推进委员会，并听取其意见。 

3  推进委员会的会议非公开举行。但是，出席委员半数以上同意时也可公开。 

 

第５条 部会 

1  推进委员会为高效并富有成果地完成负责事项，在认为必要时可设置部会。 

2  部会由部会长、副部会长以及部会员组成。 

3  部会长、副部会长及部会员由主席指定。 

4  部会长负责召集部会并统领会务。 

5  副部会长辅佐部会长，在部会长发生事故时代理其职务。 

6  部会的总务由主席指定的课负责处理。 

 



 

45 

第６条 总务 

推进委员会的总务由产业和地区振兴支援部地区振兴课负责处理。 

 

第７条 委任 

除本纲要规定的事项外，推进委员会运营的相关必要事项由主席另行规定。 

 

另表（第 3 条相关） 

芝地区综合分厅舍区民课课长 

麻布地区综合分厅舍协作推进课课长 

赤坂地区综合分厅舍协作推进课课长 

产业和地区振兴支援部地区振兴课课长 

产业和地区振兴支援部国际化和文化艺术担当课长 

产业和地区振兴支援部观光政策担当课课长 

策划经营部区长室室长 

防灾危机管理室防灾课课长 

教育委员会事务局教育推进部教育长室室长 

教育委员会事务局学校教育部教育人事策划课课长 

教育委员会事务局学校教育部教育指导担当课课长 

 

附 则 

1  本纲要自 2015 年 7 月 1 日施行。 

2  港区国际化推进会议设置纲要（2010 年 5 月 24 日 22 港产国际第 134 号）废止。 

附 则 

本纲要自 2018 年 4 月 1日施行。 

附 则 

本纲要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施行。 

附 则 

本纲要自 2020 年 4 月 1日施行。 

附 则 

本纲要自 2020 年 8 月 1日施行。 

附 则 

本纲要自 2023 年 4 月 1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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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港区外籍居民分布图 

 

(1) 港区外籍居民分布图（总人数） 

（截至 2023 年 10 月１日） 

 

 

 

 

 

 

 

 

 

 

 

 

 

 

 

 

 

 

 

 

 

 

 

 

 

 

 

 

 

 

 

 

 

  

图例 

外国居民居住分布图：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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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港区外籍居民分布图（占比） 

（截至 2023 年 10 月 1 日） 

 

 

 

  

图例 

外国居民居住分布图：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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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港区内设置大使馆的国家分布图 

 

 

 

 

 

 

  

 

 

  

 

  

 

  

 

  

  

  

   

 

 

 

   

 

 

  

 

 

 

 

 

 

 

 

  

凡例 大使馆数量    
  芝地区 14     
  麻布地区 45     
  赤坂地区 14     
  高轮地区 8     
  芝浦港南地区 0         
截至 2023 年 12 月 1 日 

澳大利亚 

中国 

俄罗斯 

吉尔吉斯 

 

马拉维 

乌干达 

博茨瓦纳 

纳米比亚 

刚果民主共和国 

尼日利亚 

加纳 埃塞俄比亚 

厄立特里亚 

韩国 

摩洛哥 

冰岛 

挪威 

瑞典 

芬兰 
立陶宛 

斯洛文尼亚 

荷兰 

德国 

法国 

葡萄牙 

西班牙 

奥地利 

圣马里洛 马耳他 

斯里兰卡 

马尔代夫 

老挝 

柬埔寨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新加坡 

菲律宾 

帕劳 沙特阿拉伯 
巴林 

科威特 

乔治利亚

塞浦路斯 

叙利亚 

乌克兰 

斯洛伐克 

瑞士 

罗马尼亚 

希腊 

匈牙利 

塞尔维亚 

科索沃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亚美尼亚 

伊朗 

巴基斯坦 

阿富汗 马绍尔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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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美国 

古巴 

海地 

危地马拉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 

哥斯达黎加 

厄瓜多尔 

巴西 

玻利维亚 

智利 

阿根廷 

乌拉圭 

萨摩亚 

汤加 

斐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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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港区内大使馆一览 

截至 2023 年 12 月１日 

No. 大使馆名称（按五十音图顺序） 地址 

1 冰岛共和国大使馆 高轮 4-18-26 

2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 麻布台 2-2-1 

3 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 赤坂 1-10-5 

4 阿根廷共和国大使馆 元麻布 2-14-14 

5 亚美尼亚共和国大使馆 赤坂 1-11-36 Residence Viscountess#230 

6 意大利共和国大使馆 三田 2-5-4 

7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 南麻布 3-13-9 

8 乌干达共和国大使馆 赤坂 9-6-44 乃木坂 Forest3 楼 

9 乌克兰大使馆 西麻布 3-5-31 

10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 高轮 2-1-52 

11 乌拉圭东方共和国大使馆 芝大门 1-2-1 大门 KS 大厦 7 楼 

12 厄瓜多尔共和国大使馆 麻布台 3-5-7 麻布 Amerex 大厦 8楼 

13 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大使馆 高轮 3-4-1 高轮偕成大厦 2 楼 

14 厄立特里亚国大使馆 白金台 4-7-4 白金台 ST 大厦第 401 号室 

15 萨尔瓦多共和国大使馆 西麻布 3-20-5 西麻布清美堂大厦 

16 澳大利亚大使馆 三田 2-1-14 

17 奥地利共和国大使馆 元麻布 1-1-20 

18 荷兰王国大使馆 芝公园 3-6-3 

19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大使馆 麻布台 1-8-14 

20 卡塔尔国大使馆 元麻布 2-3-28 

21 加纳共和国大使馆 西麻布 1-5-21 

22 加拿大大使馆 赤坂 7-3-38 

23 柬埔寨王国大使馆 赤坂 8-6-9 

24 塞浦路斯共和国大使馆 南麻布 4-6-28 Europa House 4 楼 

25 古巴共和国大使馆 东麻布 1-28-4 

26 希腊大使馆 西麻布 3-16-30 

27 吉尔吉斯共和国大使馆 三田 1-5-7 

28 危地马拉共和国大使馆 东麻布 1-10-11 东麻布 Abe 大厦 4楼 

29 科威特国大使馆 三田 4-13-12 

30 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大使馆 六本木 6-2-2 R-WEST 

31 科索沃共和国大使馆 西新桥 3-13-7 VORT 虎之门南大厦 10 楼 

32 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馆 南青山 2-9-21 

33 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 六本木 1-8-4 

34 萨摩亚独立国大使馆 麻布台 3-5-7 麻布 Amerex 大厦 5楼 

35 圣马力诺共和国大使馆 元麻布 3-5-1 

36 牙买加大使馆 元麻布 2-13-1 

37 格鲁吉亚大使馆 赤坂 1-11-36 Residence Viscountess#220 

38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大使馆 赤坂 6-19-45 Homat-Jade 

39 新加坡共和国大使馆 六本木 5-12-3 

40 瑞士大使馆 南麻布 5-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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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大使館名称（按五十音图顺序） 地 址 

41 瑞典王国大使馆 赤坂 1-12-32 ARK 森大厦 16 楼 

42 西班牙王国大使馆 六本木 1-3-29 

43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大使

馆 
高轮 2-1-54 

44 斯洛伐克共和国大使馆 元麻布 2-11-33 

45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大使馆 南青山 7-14-12 

46 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使馆 高轮 4-16-12 

47 大韩民国大使馆 南麻布 1-2-5 

48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元麻布 3-4-33 

49 智利共和国大使馆 芝 3-1-14 芝公园阪神大厦 8 楼 

5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 南麻布 4-5-10 

51 汤加王国大使馆 麻布台 1-9-10 饭仓 IT 大厦 2 楼 

52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大使馆 虎之门 3-6-1 

53 纳米比亚共和国大使馆 麻布台 3-5-7 AMEREX 大厦 

54 挪威王国大使馆 芝公园 3-4-30 32 芝公园大厦 9楼 

55 海地共和国大使馆 东麻布 1-10-11 东麻布 Abe 大厦 7楼 

56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 南麻布 4-6-17 

57 巴拿马共和国大使馆 六本木 3-15-5 六本木 Ashara Hills 大厦 2楼 

58 帕劳共和国大使馆 东麻布 2-21-11 

59 巴林王国大使馆 赤坂 1-11-36 Residence Viscountess710 号 

60 匈牙利大使馆 三田 2-17-14 

61 斐济共和国大使馆 麻布台 2-3-5 NOA 大厦 14 楼 

62 菲律宾共和国大使馆 六本木 5-15-5 

63 芬兰大使馆 南麻布 3-5-39 

64 巴西联邦共和国大使馆 北青山 2-11-12 

65 法国大使馆 南麻布 4-11-44 

66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大使馆 南麻布 5-3-29 Gardenia 大厦 2楼、3楼 

67 博茨瓦纳共和国大使馆 芝 4-5-10 ACN 田町大厦 6楼 

68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大使馆 芝公园 3-4-30 32 芝公园大厦 802、804 室 

69 葡萄牙共和国大使馆 西麻布 3-6-6 

70 洪都拉斯共和国大使馆 东麻布 1-10-11 东麻布 Abe 大厦 5楼 

71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大使馆 西新桥 3-13-7 VORT 虎之门 South３楼 

72 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大使馆 元麻布 2-3-23 

73 马拉维共和国大使馆 高轮 3-4-1 高轮偕成大厦 5 楼、7楼 

74 马耳他共和国大使馆 虎之门 4-3-20 神谷町 MT 大厦 14 楼 41-43 室 

75 马尔代夫共和国大使馆 麻布台 1-9-10 饭仓 IT 大厦 8 楼 

76 摩洛哥王国大使馆 南青山 5-4-30 

77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大使馆 西麻布 3-3-22 

78 立陶宛共和国大使馆 元麻布 3-7-18 

79 罗马尼亚大使馆 西麻布 3-16-19 

80 莱索托王国大使馆 赤坂 7-5-47 U&M 赤坂大厦 1楼、3楼 

81 俄罗斯联邦大使馆 麻布台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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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相关计划一览表 

计划名称 计划期间 内容 

港区城市建设主体计划 
2017 年度～2036

年度 

港区城市建设领域的最上层计划，规定了城市规

划的基本方针。是港区今后城市发展的指南，也

是区民、企业等与行政共享城市未来愿景的参考

依据。 

港区地域防灾计划 － 

该计划旨在确保港区及下辖各地区的防灾相关机

构有效发挥全部职能，在各自管辖范围内有计划

实施地震预防和应急措施以及灾后重建工作，保

护区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免受灾害影响。 

港区文化艺术振兴计划 
2021 年度～2026

年度 

该计划将港区的未来愿景确定为“人与文化多元

共生，人人通过文化艺术获得幸福，面向全世界

开放的‘文化之港’”，努力实现人人从文化艺术

中得到生活快乐和心灵滋养的社会。 

港区观光振兴计划 
2024 年度～2026

年度 

该计划对城市旅游的应有方式、旅游项目的系统

性安排、旅游推进体制以及经济效果等进行了探

讨，为通过旅游振兴商店街、中小企业、商业和

工业提供了基本方向。 

港区地域保健福祉计划 
2021 年度～2026

年度 

该计划全面确定了地区保健福祉政策，包括老年

人福利、残障者福利、儿童福利和其他福利领域

的共同事项，以及健康促进、保健等相关事项。

整体修订和制定了“港区高龄者保健福祉计划”

“港区残障者计划”等相关计划。 

港区儿童与育儿支援项目计划 
2020 年度～2024

年度 

该计划旨在确定幼儿期教育、保育和育儿支援的

需求，并系统促进幼儿园、保育园以及地区儿童

和育儿支援项目等供应体系的完善。 

港区体育运动推进计划 
2021 年度～2026

年度 

该计划明确了今后体育运动政策的基本方向，以

及拓展区民“参加”“观看”“支持”体育运动的

具体措施。 

港区区立图书馆服务推进计划 
2021 年度～2026

年度 

该计划以支持全民终身学习和丰富学习为目标，

制定了今后图书馆服务的基本方向和具体措施。 

港区学校教育推进计划 
2021 年度～2026

年度 

该计划根据儿童和学校所处环境的变迁、迄今为

止的举措和成果、区民的需求等因素，提出了稳

步推进区立幼儿园、中小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以

及创建魅力校园的基本思路、措施和具体工作。 

港区男女平等参与行动计划 
2021 年度～2026

年度 

该计划的目的是在所有领域和政策实施中体现男

女平等参与、女性活跃向上的理念，实现性别平

等的社会，让所有人都不限于性别，活出自己，

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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