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东大阪市国际化大纲（中国語）

【前 言】

东大阪市于 2005 年（平成 17 年）4 月根据政府令成为“中核市”，迈出了新的城市建设

步伐。自从 1967 年（昭和 42 年）由布施、河内、枚冈三市合并而诞生东大阪市以来，经过

将近半个世纪，东大阪市的人口也达到了 51万人。而另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活动的全球化

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超越国境的人员、物资、资金的移动在不断加快。然而，因经济差距所

造成的贫困扩大和环境破坏等全球范围的课题也堆积如山。在国际性劳务移动加快的同时，

东大阪市与世界和地方城市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也变得更加重要而紧密。

东大阪市为了推进国际化，曾于 1992 年（平成 4年）制定了《东大阪市国际化对策大纲》，

但是，根据二十一世纪到来后急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对过去的大纲进行了重新评价，

制定了新的《推进东大阪市国际化大纲》。

新大纲规定：将建设对居住在市内的外国国籍和多元文化背景的人们来说宜居的城市，

同时，还运用东大阪市拥有的社会资源，作为“制造之城”、“学习之城”及“重视体育、历

史和文化之城”积极地开展宣传工作，为推进与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交流和协作、开辟“多

元文化共存的新时代”，维护世界和平以及建立与各国人民之间的信赖关系而努力。

【1】基本理念

东大阪市在推进国际化时，为了实现“亚洲的城市 世界的城市 东大阪”这一目标，

将遵循以下三项基本理念：

1 与以亚洲为首的世界各国人民携手并肩，为维护世界和平，尊重人权而努力。

2 发挥“制造之城 东大阪”的特色，推进国际协作与协调。

3 推进多元文化共存的城市建设工作。

【2】基本目标

东大阪在推进国际化的具体工作方面制定了以下五大目标：

1 培养“地球市民”。

本来，人类不管在哪里生存，那里都是地球的一角。但是，现实世界中苦于贫困、

歧视和偏见的人们依然为数众多。东大阪推进国际化时，力求培养具有“不分国内国

外，大家都是共同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是平等的存在”这一广阔视野和认识的“地

球市民”。

2 将外籍居民也列为社区的成员，促使他们参与社会活动。

建立外国人等少数民族人士不受国籍和民族等的社会性歧视，并促使其参加社会

活动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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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进发挥“制造之城 东大阪”的智慧和技术的国际协作与交流。

发挥东大阪市作为拥有传统的加工技术和世界尖端技术的中小企业城市的特色，

推进与以亚洲为首的各个国家之间的技术协作与生产协作。并且还积极地接纳技术研

修生、派遣技术人员等，力求完善应对经济全球化潮流的体制。

4 在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的同时，还将以培养具备国际眼光并能够在国际社会大显身

手的人才为目标，推进“学习之城”的建设工作。

运用体育、历史、文化和人才等社会资源，通过学校教育与终生学习，打造市民

对本地文化的自豪感。

5 在实现理念和目标时，行政部门将推进与ＮＰＯ等市民组织、大学等教育部门、经济

界等在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下的互动。

本市力求通过实现上述各项目标，创建多元文化共存的城市 也就是说，推进实现不同

国籍和民族等的人们认同相互间的文化差异，建立平等的人际关系，尊重人权，同时还保障

所有人能够按自己的意愿生存的社会。

【3】实现目标的基本措施

1 为了根据基本理念全面地有计划地推行措施，将完善市政府内的推行体制。

2 行政部门、ＮＰＯ等的市民、教育界、经济界等团结一致，共同创建推进互动的平台。

3 进一步充实那些用于推进市民参与、各部门团体之间的合作、对市民进行意识启发、增

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以及用多种语言提供信息和咨询的据点。

4 探讨完善那些用于推进应对 ICT（※）时代的面向国内外的信息的宣传和收集工作、与

国外合作和联系的据点。

※ ICT（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的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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