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32.9 

13.5 

6.1 

7.0 

5.0 

2.4 

4.3 

2.8 

2.7 

1.4 

1.6 

18.0 

2.4 

0% 10% 20% 30% 40%

中国

韩国/朝鲜

美国

台湾

尼泊尔

越南

菲律宾

英国

法国

印度

加拿大

其他

未回答

n=1,225

0.6 

26.4 

33.6 

17.5 

12.2 

4.9 

4.1 

0.9 

0% 10% 20% 30% 40%

18～19岁

20～29岁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60～69岁

70岁以上

未回答

n=1,225

45.6 51.9 1.1 1.4 

0% 20% 40% 60% 80% 100%
n=1,225

男性 女性 其他/不作答 未回答 1

2022 年２月 武藏野市 
应国家推动的“地区多文化共存推进计划”的制定和检讨要求，我们需制定“武藏野市多文化共存推

进计划（暂称）”，同时为了解外国人市民在多领域生活支援方面的实际需求情况，并将其作为研究的基

础材料，实施了本调查。 

调查摘要 

 问卷调查和采访 
按特征进行的听证调查 

问卷调查 采访 

调 查 对 象 以2021年9月30日为基

准，武藏野市住民基本台帐

上登记在册的18岁以上的

外国人市民 

表示愿意在问卷调查中接

受采访的人 

预计难以接受问卷调查的人，以及与外国人市

民有关系的日本人 

调 查 期 间 2021年10月25日（周一）

至11月15日（周一） 

2021年11月20日（周六） 

至12月5日（周日） 

2021年11月5日（周五）至12月1日（周三） 

调查对象人数等 2,841人 

回收份数：1,225份 

回收率：43.1% 

58人 ・本市大学的留学生 2人 

・日语初学者※1 9人 

・有海外关系的儿童※2 7人 

・外国人市民社区 4人 

・与外国人市民有关系的日本人 

（雇用外国人市民的公司）1人 

 

问卷调查和采访 

◆问卷调查 (SA)…单选 (MA)…多选 

 

(1)关于调查对象  

 

 

 

 

 

 

 

 

 

  

武藏野市外国人市民意识调查报告摘要 

❶国籍/地区(SA) ❷年龄(SA) 

❸性别（SA） 

※1：指接受 MIA 日语学习支援的市民。 
※2：指父母双方或且其中一方为外国人，或母语不是日语等背景的儿童。 

回答率以百分比 (%) 表示，并通过四舍五入计算至小数点后第 2 位，因此即便是单选题，也存在回答率总和不是 100.0%的情况。 



2 

28.6 

22.9 

13.6 

5.9 

9.8 

2.9 

1.5 

1.4 

2.9 

0.8 

1.5 

1.6 

1.4 

0.7 

0.9 

0.9 

0.2 

1.4 

1.3 

0% 10% 20% 30% 40%

永住者

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

留学

家族滞在

日本人的配偶者等

特别永住者

定住者

特定活动

高度专门职

技能

经营·管理

教育

教授

宗教

企业内转勤

永住者的配偶者等

技能实习

其他

未回答

n=1,225

0.4 

3.6 

12.7 

17.6 

23.9 

19.5 

21.3 

1.0 

0% 10% 20% 30%

不到6个月

6个月以上～不到1年

1年以上～不到3年

3年以上～不到5年

5年以上～不到10年

10年以上～不到20年

20年以上

未回答

n=1,225

7.1 

10.2 

3.5 

12.4 

7.2 

9.8 

7.0 

5.5 

2.1 

5.6 

12.0 

8.8 

6.9 

0.6 

1.2 

0% 10% 20%

吉祥寺东町

吉祥寺南町

御殿山

吉祥寺本町

吉祥寺北町

中町

西久保

绿町

八幡町

关前

境

境南町

樱堤

不知道

未回答

n=1,225

 

 

 

 

 

 

 

 

 

 

 

 

 

 

 

  

❺居住年数(SA) ❻住址(SA) 

❹当前在留资格（SA） 

调查对象与受访者的国籍/地区的构成比例基本一致。 

在年龄方面，“30～39 岁”占比为 33.6%，“20～29 岁”占比为 26.4%，不到 40 岁受访者占据 6

成。在在留资格方面，“永住者”以占比 28.6%位居首位，其次是“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占

比为 22.9%，“留学”占比为 13.6%。在日本居住年数达 10年以上的受访者占据 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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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41.6 

57.0 

41.4 

18.8 

30.0 

14.6 

23.4 

14.2

16.5

7.6

11.1

7.4

7.8

12.2

12.8

2.9

3.3

7.3

10.2

2.1

0.8

1.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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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说

读

写

n=1,225

A B C D E 未回答

8.7 

37.8 

8.7 
13.5 

4.9 
2.5 3.8 2.8 0.7 1.6 1.6 

10.9 

2.7 

0%

10%

20%

30%

40%

日
本
語

中
国
語

韓
国
・
朝
鮮
語

英
語

ネ
パ
ー
ル
語

ベ
ト
ナ
ム
語

タ
ガ
ロ
グ
語

フ
ラ
ン
ス
語

ヒ
ン
デ
ィ
ー
語

イ
ン
ド
ネ
シ
ア
語

タ
イ
語

そ
の
ほ
か

無
回
答

n=1,225

8.7 

37.8 

8.7 

13.5 

4.9 

2.5 

3.8 

2.8 

0.7 

1.6 

1.6 

10.9 

2.7 

0% 10% 20% 30% 40%

日语

汉语

韩语/朝鲜语

英语

尼泊尔语

越南语

他加禄语

法语

印地语

印度尼西亚语

泰语

其他

未回答

n=1,225

(2)语言  

 

 

 

 

 

 

 

 

 

 

 

 

 

 

 

 

 

  

  Ａ Ｂ Ｃ Ｄ Ｅ 

听 
能够理解新闻和电视

剧的内容 

大致能够理解对方的

话 

对方说得较慢则能够

理解 
仅能听懂单词 几乎听不懂 

说 
可以毫无问题地说出

自己想说的话 

大致能够说出自己想

说的话 

能够进行简单的日常

对话 

能够自我介绍，打招

呼，说些单词 
几乎不会说 

读 

能够读懂市役所，学

校，公司发来的信件和

通知 

能够略微读懂市役所，

学校，公司发来的信件

和通知 

能够通过查看报纸，杂

志的广告和传单，车站

的时刻表和车站指南

来获取您想要的信息。 

能读懂带图案的简单

说明（例：垃圾丢弃方

法，烹饪方法） 

几乎读不懂 

写 
能够写出报告书和报

告中使用的文章 

能够写出自我介绍和

表现日常生活的文章 

能够写出周围人能看

懂的简单笔记等 

能够写出姓名，国家，

住址等 
几乎不会写 

 

➐第一语言(SA) ➑日语掌握情况（SA） 

在第一语言方面，“汉语”以 37.8%位居首位，其次是“英语”占比为 13.5%。在日语掌握情况方

面，50.0%以上的受访者在【听】和【读】方面已达到较高水平，且多数受访者在【说】和【写】方

面已达到 B 程度，由此可见受访者们在大体上以日语进行沟通是没有问题的。 

（选项 A 至 E 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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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8 

40.2 

3.3 

1.6 

8.1 

2.5 

10.9 

1.6 

5.9 

8.0 

7.8 

7.3 

3.0 

0% 20% 40% 60%

市报武藏野（报纸）

武藏野市官网

武藏野市Twitter

武藏野市Facebook

武藏野市LINE

社区中心

公共设施（图书馆，体育馆，市政中心等）

Catalog Pocket（市报网络版 翻译成10种语言）

MIA（武藏野市国际交流协会）

公司同事或学校同学

“公司同事或学校同学”之外的朋友

其他

未回答

n=1,225

38.5 44.2 10.7 

4.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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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225

收到了足够的信息 收到了 没收到多少信息

没有收到 未回答 1

71.0 

39.8 

35.5 

7.3 

2.7 

0% 20% 40% 60% 80%

简单的日语

英语

自己的母语

其他

未回答

n=1,225

21.6 

18.4 

8.5 

13.9 

6.5 

5.6 

12.7 

15.9 

18.0 

6.9 

6.0 

37.5 

4.3 

0% 10% 20% 30% 40%

不懂怎么办官方手续（※）

办官方手续（※）遇到问题时不知道该向哪里咨询

在留资格和签证问题

与日本人、其他外国人的交流

育儿

与邻居的交往

没有朋友

医院/医疗

发生灾害或紧急情况（地震、台风、暴雨等）时的安全

由于文化和宗教而产生的风俗习惯差异

其他

不感到为难

未回答

n=1,225

21.6 

18.4 

8.5 

13.9 

6.5 

5.6 

12.7 

15.9 

18.0 

6.9 

6.0 

37.5 

4.3 

0% 10% 20% 30% 40%

不懂怎么办官方手续（※）

办官方手续（※）遇到问题时不知道该向哪里咨询

在留资格和签证问题

与日本人/其他外国人的交流

育儿

与邻居的交往

没有朋友

医院/医疗

发生灾害或紧急情况（地震/台风/暴雨等）时的安全

由于文化和宗教而产生的风俗习惯差异

其他

不感到为难

未回答

n=1,225 

 

 

 

 

 

 

 

 

 

 

 

 

 

  

※官方手续：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健康保险，医院，税收，养老金以及垃圾处理方式。 

➒在生活中感到不便或为难的事（MA） 

➓是否收到了必要的信息(SA) ⓫日常信息获取途径(MA) 

⓬您用哪种语言了解城市信息(MA) 

“不懂怎么办官方手续”

的占比为 21.6%，“办官方手

续遇到问题时不知道该向哪

里咨询”的占比为 18.4%，而

“不感到为难”的占比为

37.5%位居首位，由此可见虽

然存在受访者操心手续的情

况，但也有多数受访者在生

活中并未感到不便。 

(3)您感到为难的事  

  

 

(4) 关于信息和咨询  

 

在是否收到了必要的信息方面，“收到了足够的信息”和“收到了”占比合计达 82.7%之多，由

此可见多数受访者收到了必要的信息。在信息来源方面，“市报武藏野（报纸）”占比为 54.8%位居

首位，其次是“武藏野市官网”占比为 40.2%。此外，通过“简单的日语”了解城市信息的受访者

占比为 71.0%位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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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13.6 43.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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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225

想参与 不想参与 不好说 未回答 1

50.0 36.0 12.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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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225

想认识更多日本人 现在认识的就足够了

不想 未回答

1

 

 

 

 

 

 

  

◆采访 【主要意见】 

(1)关于信息获取方式/语言 

▷ 正在使用谷歌翻译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等翻译工具。 

▷ 如果是以简单的日语表述的，或标有注音假名时，则能理解。 

▷ 希望内容尽量简洁。应强调“重要”和“需要行动”两点。 

▷ 希望能用母语（多种语言）表述。 

(2)关于多文化共存 

▷ 希望能够自然地接触。希望不要制造隔阂地进行接触。 

▷ 希望不要区分外国人和日本人，而是当作共同生活在同一国家的人，促进彼此友好交流。 

▷ 希望彼此秉持着学习对方语言和文化的姿态。 

  

⓭您希望结识当地的日本人吗（SA） ⓮您想参与对当地居民有益的活动（SA） 

在是否希望结识当地的日本人方面，“想认识更多日本人”的占比为 50.0%，在是否想参与对当地

居民有益的活动方面，“想参与”的占比为 41.3%，由此可见受访者希望与日本人一样参与当地活动

的意愿。 

(5)关于地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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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特征进行的听证调查 【主要意见】 

(1)关于信息获取方式/语言 

▷ 除使用翻译应用程序来阅读收到的邮递文件外，还咨询了MIA日语教室的老师。（日语初学者） 

▷ 使用翻译应用程序来阅读官网内容。（日语初学者） 

▷ 窗口有翻译工作人员时，是最好的。没有翻译时，希望工作人员能够慢慢地讲述，或写下来。如果能够

写下来，可以带回去仔细阅读。此外，汉字越多，越便于理解。即便翻译应用程序的结果有误时，却也

无法察觉。（日语初学者） 

▷ 当我告诉工作人员“我的日语不太好”时，对方会用简单的日语友好地接待我。即便是与孩子有关的文

件和家庭成员嘱托的文件等相关业务，工作人员也会用简单的日语接待我。自己逐渐能够理解简单的

日语。（日语初学者） 

▷ 建议文件使用英文书写或给汉字标注假名。因为汉字有多重含义并且很难，所以当文件内容几乎全是

汉字时，便无法读懂。我认为简单的日语也便于读懂。（外国人市民社区） 

▷ 简单的日语虽然有所帮助，但在税收，养老金，国民健康保险等方面，即便使用简单的日语，也难以理

解。如果有会说英语的工作人员，便会感到安心。（日语初学者） 

(2)关于多文化共存 

▷ 作为外国人，应尊重日本文化，并拥有学习日本文化的机会。希望日本人对外国人秉承宽容的态度。并

非是有过不被包容的经历。（日语初学者） 

▷ 尊重文化差异并了解差异产生的背景很重要。（日语初学者） 

▷ 希望日本和其他国家相互理解对方特有的文化。希望能有这样促进相互理解的活动。非常想参与。（外

国人市民社区） 

▷ 希望日本人在关照他人方面，能够略有节制。虽然很感激对自己的关心，但不喜欢每次都被告知自己

已经知道的事情。（本市大学的留学生） 

(3) 其他 

▷ 来日本之前，我曾担心能否交到朋友。因为听不懂对方的话，所以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并感到不安。现

在担心不理解汉字。（有海外关系的儿童） 

▷ 穆斯林每天都有祈祷时间，除需确保祈祷场所和时间外，还需考虑到斋月（禁食）的情况，并给予相应

支持。对于女性戴头巾的习惯，虽然当前公司允许，但似乎也有些公司并不允许。一个不理解宗教的

公司，对当事人们来说，不能称之为一个舒适的工作环境。（与外国人市民有关系的日本人） 

 

 

我们了解到，一方面有意见表示希望在信息发送时，能够将内容翻译为接收者母语，另一方面

也有人通过使用智能手机的翻译工具/应用程序来阅读信息。此外，关于多文化共存，有意见表示

虽然有时需要理解并考虑文化和宗教的差异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更希望在没有隔阂的情况下

自然地接触。 

主管部门 市民部多文化共存/交流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