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滋贺县多文化共生推进计划(第2次改订版)》概要

２ 关于推进多文化共生的基本思想

１ 滋贺县的多文化共生社会目标形象
（１）作为肩负本地区社会重任的县民,人人以构建平等的关系为目标,通过在多元化社会中积极发挥作用,为地区
社会和经济注入了活力。
（２）相互尊重对方文化,县民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力和全球意识得到了提升。
（３）采用人人可用的通用化设计,实现了地区建设的发展。
（４）与多元化主体相互协作的地区建设得到了发展。
（５）县民人权意识高涨。

２ 基本目标
打造所有在滋贺县生活、工作、学习的人都能不论国籍和民族等差异,相互尊重人权和个性,利用多元化优势积极
发挥作用的多文化共生地区社会。

什么是多文化共生

是指国籍或民族等各不相同的人们相互认可对方的文化差异,在力求构建平等关系的同时,作为地区成员共同生活。
引自（平成18年（2006年）3月 总务省《关于推进多文化共生的研究会报告》）

背景与
宗旨

〇截至2019年末,本县的外国人人口已达32,995人（呈增加态势）。呈现居留长期化、定住化的态势。
〇2019年改正后的入管法开始施行并创设了“特定技能”居留资格。今后外国人居民仍有望继续增加。
〇本次改订旨在使计划更加符合实际情况,以应对经济和社会局势的变化及其带来的课题。

定位 是为各主体在“滋贺县基本构想”的理念下致力于建设多文化共生社会指明方向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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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多文化共生措施的推进

【行动目标１】 支援心灵沟通

措施的方向性
（１） 地区社会中信息的多语种化 （２） 提供日语及日本社会知识的学习机会

支援外国人县民等切实获得生活必需信息,实现在地区社会中的顺利沟通。

实施人人都能安全安心生活的环境整备。

【行动目标２】 支援安心生活

措施的方向性
（１） 可安心生活的居住支援 （２） 可安心利用的保健、医療、福祉体制的完善
（３） 灾害时的应对 （４） 生活安全支援的扩充

【行动目标３】 支援外国人才发挥才能

支援作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宝贵人才的外国人的顺利适当接收,支援多元化外国人才发挥才能。

措施的方向性（１） 外国人才接收和活跃的支援

措施的方向性（１） 教育环境的整备

【行动目标４】 培养新一代担负重任的人才

重视每个儿童的个性,努力培养强健而胸怀宽阔的未来开拓者。

【行动目标５】 开展充满活力的多文化共生地区建设

措施的方向性
（１） 提高对地区社会的意识水平 （２） 建设充满活力并能发挥多元化优势的地区

致力于消除偏见和歧视,促进相互理解,打造充满活力并能发挥各自优势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