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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目的与概要 
调查目的 
 在掌握高槻市市民对于人权问题的意识、倾向以及问题所在点的同时，分析人权意识的推移

与启发教育的成果，作为制订「高槻市人权实施政策推进计划」(平成 27年 3月策定)的基础

资料。 

调查期间 
 2019年 9月 30日～10月 25日 

调查对象 
 2019年 8月末为止, 满 16 岁居住在高槻市的 3,100 名男女市民 (含外国籍市民) 。 
调查对象的抽样方法 
 基于住民基本台账，对其进行随机取样。 

并且为了争取年轻一代的意识分析所需有效回收数，设定各个年龄结构层的设定数时，对于 

10岁到 29岁的年龄段上进行了追加抽样作业。                                                                                                                                                             

调查方法 
 问卷通过邮件进行发放和回收。 
调查项目 
 ・关于人权的意识和想法，学习经验等 

・是否进行过或者遭受过有损他人情绪的发言和行为 
・为了开展拥护各种人权问题的活动所相关的建议 
・关于外国籍市民的有关经验和建议 
・关于回答对象的属性 

调查票的发放和回收情况 
 发放数 

回收数 

回収率 【Ｂ】÷【Ａ】 

3,100件 (实际收到数：3,092【Ａ】) 

989件 【Ｂ】 

32.0％ 

上次调查 
 平成 25年 10月 

※在本调查中使用「同和地区」的术语时，为了推进以解决同和问题为目的的环境改善和人权启发等活动，以国家特别措施

法(平成 14年３月失効)的规定中所指定的对地区为调查对象地区。 
※发放数等中包括年轻一代的追加抽样样本。而且此追加抽样样本只含在年龄层分析对象中，没有含到整体统计中。 
 
 
 【回答者性别】   【回答者年龄】 

 

  

男性

43.4％
女性

56.0％

没有答案 0.7％

(答案数＝915) (答案数＝915) 

1.7％

7.2％

11.6％

16.5％

14.2％
16.9％

31.0％

0.8％

10岁-19岁

20岁-29岁

30岁-39岁

40岁-49岁

50岁-59岁

60岁-69岁

70岁以上

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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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权的意识及思想，学习经验等 
 
●从小学到高中期间接受的有关歧视和人权的教育内容● 

 

 
 
 
 
 
 
 
● 认为宪法中所规定的国民人权相关内容● 

 

  

同和问题（部落歧视）

身残人士的人权

在日韩国人、朝鲜人的人权

女性的人权

HIV（艾滋病毒）感染者的人权

儿童的人权

麻风病 元患者（康复者）的人权

外国人的人权

老年人的人权

非异性恋者（LGBT）的人权

其他

不记得了

没有答案

72.7

42.4

34.9

29.2

16.3

14.5

10.8

10.2

8.3

4.5

1.6

8.1

0.5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MA％)

有尊严的生活

公开发表自己的言论

建立工会组织

缴纳税金

走道路右侧

遵从长辈的指示

不知道

没有答案

86.0

49.6

32.6

29.4

6.9

3.2

2.5

1.7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MA％)

多个答案 

(答案数＝627) 

多个答案 

(答案数＝915) 

对于到高中为止有无接受过歧视和人权问题相关教育的提问，68.5％的人回答为「有」。 

其中，教育内容侧重于「同和问题(部落歧视)」的占 72.7％，占最多比例。其次为「身残人

士的人权」占 42.4％，「在日韩国・朝鲜人的人权」占 34.9％。 

「有尊严的生活」占 86.0%，其次为「公开发表自己的言论」占有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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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权」一词中可联想到的事情● 

 

 
 

 
 
 
●自己和家里人先择结婚等伙伴时，对于对方所具有的一些想法● 

   

平等

自由

尊严

歧视

生存

幸福

共生

关怀

自立

差距

表面文章

与自己无关的事

以上均不是

没有答案

82.0

60.3

55.6

32.7

27.1

26.4

25.8

24.2

18.9

12.3

3.8

0.7

3.3

1.5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MA％)

人品及性格

身体健康情况

经济实力

职业

思想・信念

家庭的宗教信仰

衣着・容貌

国籍

兴趣爱好

学历

家庭成员构成

出生地（同和地区等）

家族成员里有无残疾人

其他

没有特别在意的方面

没有答案

83.0

69.0

51.7

50.3

39.3

31.6

30.4

28.7

25.0

24.9

22.5

17.8

11.8

1.4

4.5

1.1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MA％)

多个答案 
(答案数＝915) 

多个答案 
(答案数＝915) 

「平等」占 82.0％，占据最高比例，其次为「自由」占 60.3％、「尊严」为 55.6％。 

「人品及性格」占 83.0％，占据最高比例，其次为「身体健康情况」占 69.0％，「经济实力」

占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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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人权问题相关的问题意识● 

 

  

(ア)

(イ)

(ウ)

(エ)

(オ)

(カ)

(キ)

(ク)

(ケ)

(コ)

(サ)

(シ)

认为“成为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人）多半是本人
的责任”的想法，是不合理的

随意查看配偶或恋人的手机或智能手机的行为，
是不可行的

“外国劳动者的增加会导致国内治安和风气变
坏”，没有根据的

身残人员在社区生活中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的
现象是不合理的

就职面试时被问到家庭成员的组成・职业等内容

是不合理的事

“成为无业游民、自行郁闭在家中的情况多半是
本人的责任”，这种想法是不合理的

以麻风病元患者（康复者）为理由酒店拒绝接待
住宿，是不合理的

结婚前调查对方的背景，这是不合理的

以支持的政党不同为理由，在升职・加薪时受差

别对待，是不合理的

以感染了HIV（艾滋病毒）为理由被解雇，是不
合理的

未经本人同意，将被害者及其家属的居住地、职
业、姓名、年龄进行公开报道，是不合理的

当地居民反对在该地区修建特别护理型养老院，
是不合理的。

我是这样认为

67.8

24.3

80.8

58.1

76.5

37.5

15.3

54.4

22.4

55.1

36.0

16.7

总的来说，我是

这样认为

21.5

33.0

13.0

28.6

16.3

36.5

39.3

36.5

44.2

35.8

28.4

41.1

总的来说，我不

这样认为

5.8

25.8

2.7

8.0

3.8

16.0

30.8

5.5

22.8

4.9

23.8

28.2

我不这样认为

2.4

14.9

1.4

2.6

1.9

7.7

12.1

2.0

8.9

2.5

10.3

11.7

没有答案

2.5

2.1

2.1

2.6

1.5

2.4

2.4

1.6

1.7

1.6

1.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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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数＝915) 

「我是这样认为」「总的来说，我是这样认为」的合计中占有比例最高的是「(ウ) 以支持的

政党不同为理由，在升职・加薪时受差别对待，是不合理的」占 93.8％，其次为「(オ) 未经

本人同意，将被害者及其家属的居住地、职业、姓名、年龄进行公开报道，是不合理的」占 92.8％，

其次「（ク）随意查看配偶或恋人的手机或智能手机的行为，是不可行的」以及「（コ）身残人

员在社区生活中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的现象是不合理的」占 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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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电话和数码手机、电脑等英特网相关的问题意识● 

 

 

 
 
 
 

●关于居住地● 

 

 

 
 
 

  

(ア)

(イ)

(ウ)

(エ)

(オ)

在网络上发布写明同和地区的地名、所在地的评
论

在网络上发布写明同和地区出身者姓名以及所在
地的评论

网络上发布煽动对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的歧视评
论、或散布对外国人的偏见及相关负面形象的评
论

在网络上发布泄露个人姓名、电话号码、住址等
与个人信息相关的评论

在网络上发布泄露个人私生活、人际关系等与个
人隐私相关的评论

不合理的行为

58.3

74.6

73.6

90.6

89.9

总体来说，是不合

理的行为

27.4

18.9

20.7

6.2

6.8

总体来说，没有什

么问题

8.1

2.3

2.4

0.5

0.5

没有什么问题

3.9

1.7

1.1

0.7

0.5

没有答案

2.3

2.4

2.3

2.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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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

(イ)

(ウ)

(エ)

(オ)

位于同和地区的某一地区。

小学校区与同和地区在同一个区域内。

附近的居住者多为低收入者等生活困难人群

附近居住者多为外国籍居民。

附近有精神病医院和残疾人设施。

会放弃

28.2

16.6

17.6

15.1

14.6

应该会放弃

34.8

32.1

35.7

34.9

32.1

应该不会放弃

19.8

28.0

26.3

29.0

30.3

完全不介意

13.9

19.5

17.2

17.7

19.3

没有答案

3.4

3.8

3.2

3.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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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数＝915) 

对于 2 英特网上的博客，整体上「不合理的行为」「总体来说，是不合理的行为」的合计数

占有 80%以上。 

(答案数＝915) 

「会放弃」「应该会放弃」的合计数为最高，「（ア）位于同和地区的某一地区」占 63.0％，

其次的「（ウ）附近的居住者多为低收入者等生活困难人群」占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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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和「歧视」相关的问题意识● 

 

  

(ア)

(イ)

(ウ)

(エ)

(オ)

(カ)

(キ)

人权能够保障人的尊严

歧视是人类最可耻的行为

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需要社会全体人员来保
护

导致歧视的原因也可归咎于受歧视的一方

用心倾听受歧视人的心声是非常重要的

认为“大家都一样才好”的想法，可能导致
否定个性和个体的差异

人权通常伴随着义务，因此忽略对待义务是
不可取的

我是这样认为

79.8

52.5

51.0

7.4

60.9

36.7

38.7

总的来说，我是

这样认为

13.8

38.6

39.9

24.2

32.3

41.7

40.2

总的来说，我不

这样认为

2.1

4.6

4.8

37.6

2.4

12.1

12.7

我不这样认为

1.3

2.1

1.7

28.1

1.3

6.2

5.0

没有答案

3.1

2.3

2.5

2.7

3.1

3.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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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数＝915) 

「我是这样认为」「总的来说，我是这样认为」的合计数最高的是「（ア）人权能够保障人的

尊严」占 93.6％。其次的「（オ）用心倾听受歧视人的心声是非常重要的」占 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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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人权相关的启发活动和各种讲座、支援问询等业务的设施的认知度● 

 

 

 

 
 

●对于为了提高市民人权意识而实施的讲演等的认知・利用等情况● 

 

  

(ア) 富田交往文化中心

(イ) 富田青少年交流中心

(ウ)春日交往文化中心・春日青少年交流中心

(エ) 人权・文化启发专栏

(オ)男女共同参与计划中心（kurosuparu高槻）

(カ) 残疾人福利中心（有・爱中心）

(キ)育儿综合支援中心（袋鼠森林）

(ク) 市内各区的公民馆・社区中心

(ケ)高槻儿童未来馆

知道的设施

19.9

17.0

10.8

8.0

24.3

16.1

18.0

24.7

21.0

利用过的设施

8.4

5.1

6.1

1.2

15.3

5.8

12.0

37.4

3.7

没有答案

71.7

77.8

83.1

90.8

60.4

78.1

69.9

37.9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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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

(イ)

(ウ)

(エ)

(オ)

(カ)

(キ)

(ク)

(ケ)

(コ)

(サ)

福祉展

市民交流运动会

高槻市人权社区建设协会的各地区会的活动

“高槻DAYS（广报たかつき）”中登载的人权特集

与人权相关的标语、文章、绘画的募集与表彰

人权110（人权咨询）

和平展

思考人权的市民集会

在公民馆举办的人权讲座

追求心灵美

关于人权多样性的研讨会

有

10.8

5.7

6.6

1.7

3.0

8.3

9.3

2.6

25.0

7.7

2.2

没有

73.2

77.6

77.0

80.3

78.9

75.2

74.1

79.5

62.0

75.4

80.2

没有答案

16.0

16.7

16.4

17.9

18.1

16.5

16.6

17.9

13.0

16.9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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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数＝915) 

(答案数＝915) 

「（ク）市内各区的公民馆・社区中心」的认知度为最高，占 62.1％，其次「（オ）男女共同

参与计划中心(Kurosuparu 高槻)」占 39.6％，「（キ）育儿综合支援中心(袋鼠森林)」占 30.0％。 

对于看过・利用过・参加过的提问，回答为「有」的项目中「（ケ）“高槻 DAYS（广报たかつ

き）”中登载的人权特集」占 25.0％，为最高比例。其次的「（ア）和平展」占 10.8％、「（キ）

市民交流运动会」占 9.3％。所有的项目中回答为「没有」的数值占 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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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行过或者遭受过有损他人情绪的发言和行为的经验 
 
●是否讲过有损他人情绪的发言●          ●有无遭受过他人的嘲讽的经历● 

 

     
 
 
 
●遭受的不愉快的待遇以及不利待遇的言行内容● 
 
 

 

  

有过
20.7%

可能有过
39.0%

我认为没有

20.9%

没有
12.2%

不清楚
5.8%

没有答案
1.4%

有过
36.2%

没有
61.3%

没有答案
2.5%

被编造过不存在的谣言，被人恶言相向

在工作岗位上能力没能得到公正的评价，受到了不公的对待

被排挤或被受过故意骚扰

隐私权受到侵害

受到了性骚扰

在就职面试时，被问到了家庭成员或家人工作等内容

受到了流氓行为的骚扰或被跟踪（纠缠）

结婚或就职时受到了歧视

受到过暴力或虐待

其他

不记得了

没有答案

40.2

26.0

20.5

15.4

7.6

5.7

5.1

3.6

2.4

15.4

11.2

1.8

0.0 20.0 40.0 60.0
(MA％)

(答案数＝915) (答案数＝915)  

多个答案 (答案数＝331) 

对于在这 5 年里有无从他人遭受过不愉快的待遇以及不利的待遇，回答为「有」的数值为

36.2％。 

之中,「被编造过不存在的谣言，被人恶言相向」占 40.2％，其次的「在工作岗位上能力没

能得到公正的评价，受到了不公正的待」占 26.0％，「被排挤或被受过故意骚扰」占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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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各种人权拥护活动的看法 
 
●关于女性的人权意识● 

 

 

 

  

(ア)

(イ)

(ウ)

(エ)

(オ)

(カ)

(キ)

(ク)

(ケ)

认为男性负责工作，女性负责家务・育儿等固定的男女作用区
分的想法是不对的

为了护理男方父母，女性必须辞掉工作的想法是不对的

同一年录取・同年人，能力不相上下的情况下，工资、升职、
工作内容上有男女差别也是无能为力的

单亲家庭的母亲难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是不合理的现象

不仅是挣钱的工作，还是家务都是工作，因此每一份努力都
应该得到平等公正的评价

「孩子3岁之前，母亲应该专注于育儿」的想法是不合理的

在工作岗位等场所里，把女性性方面的照片或杂志等放在显
眼的地方是不对的

在工作岗位上，对于怀孕之事进行中伤诽谤或不照顾孕妇的
身体状况是不对的

在政策决策的场合或公司重要事项的决策场合里，缺少女性
议员或女性管理者是不合理的事

我是这样认为

41.9

46.6

7.4

63.5

63.8

30.2

65.7

80.8

46.1

总的来说，

我是这样认为

36.1

36.6

20.0

29.1

30.7

31.5

24.7

15.7

38.5

总的来说，

我不这样认为

14.1

11.5

23.4

3.4

2.8

24.5

6.1

1.1

10.6

我不这样认为

6.6

3.9

47.2

2.1

1.2

12.0

1.7

0.8

3.0

没有答案

1.4

1.4

2.0

2.0

1.4

1.9

1.7

1.6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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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数＝915) 

「我是这样认为」「总的来说，我是这样认为」的合计数值中占最高比例的是「（ク）在工作

岗位上，对于怀孕之事进行中伤诽谤或不照顾孕妇的身体状况是不对的」占 96.5％。其次的

「（オ）不仅是挣钱的工作，还是家务都是工作，因此每一份努力都应该得到平等公正的评价」

占 94.5％、「（エ）单亲家庭的母亲难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是不合理的现象」占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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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儿童的人权意识● 

  
 
 
 
 
 

 
 
●有关老年人的人权意识● 

  

  

(ア)

(イ)

(ウ)

(エ)

(オ)

(カ)

(キ)

在校园暴力中，受到欺负的孩子自身也存在
问题

教师为了教育儿童，有时候进行一些体罚措
施也是必要的

在规定学校规章制度时，不听取孩子的意见
是不合理的

父母为了教育孩子进行体罚措施也是有情可
原的

即使父母为了掌握孩子的情况，也不应该随
便翻看孩子的信件、日记以及邮件等

要理解孩子作为一个人拥有各种各样的权利

只要孩子本人努力一定能够克服拒绝上学的
问题

我是这样认为

4.3

8.4

33.1

6.6

34.5

67.8

5.2

总的来说，我是

这样认为

22.7

25.4

41.1

29.9

38.4

27.5

17.8

总的来说，我不

这样认为

33.7

25.8

16.9

30.9

19.2

2.5

39.2

我不这样认为

37.4

38.9

6.9

30.6

6.2

1.0

35.8

没有答案

2.0

1.5

2.0

2.0

1.6

1.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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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

(イ)

(ウ)

(エ)

福利设施等地的工作人员对老年人恶言相向或者
采取无视态度的原因在于老年人自己身上

以老年痴呆症为理由，在家里或者福利设施里行
动受限制也是无可奈何的。

不道德的经商方法与欺诈等危害横行，是因为老
年人的轻心所导致的

以老年人独居为理由而拒绝老年人入住楼房或公
寓等住宅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我是这样认为

9.1

2.4

2.0

15.1

总的来说，我是这

样认为

27.0

20.1

9.7

52.5

总的来说，我不这

样认为

26.7

37.5

32.9

17.3

我不这样认为

35.7

38.4

53.9

13.1

没有答案

1.5

1.6

1.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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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数＝915) 

(答案数＝915) 

「我是这样认为」「总的来说，我是这样认为」的合计数值中占有最高比例的是「（カ）要理

解孩子作为一个人拥有各种各样的权利」占 95.3％，其次的「（ウ）在规定学校规章制度时，

不听取孩子的意见是不合理的」占 74.2％。 

「我是这样认为」「总的来说，我是这样认为」的合计数值中占有最高比例的是「（エ）以老

年痴呆症为理由，在家里或者福利设施里行动受限制也是无可奈何的」占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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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残疾人员的人权意识● 

  

 

 

 
●关于性方面人权意识● 

 

(ア)

(イ)

(ウ)

(エ)

以残疾人员独居为理由而拒绝入住楼房或公寓等
住宅也是在所难免的事

道路的台阶或建筑物内的楼梯等不便之处很多，
对残疾人员而言仍然是一个生活不便的环境

在地区社会里，残疾人员的言行得不到充分理
解，并且得不到满意的照顾

在劳动条件或工作内容等方面，具备残疾人员便
于工作的工作岗位很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我是这样认

为

6.7

4.8

56.9

29.5

总的来说，我

是这样认为

31.8

31.1

35.5

53.6

总的来说，我

不这样认为

32.7

35.3

4.8

11.6

我不这样认为

26.9

27.1

1.4

2.6

没有答案

2.0

1.6

1.3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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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ア)

(イ)

(ウ)

(エ)

(オ)

强迫具有「男子气・女子气」的言行，不仅

仅是女性，男性也会受伤

初・高中的女生制服里不应只有短裙，也应

该有裤子

在同僚中有同性恋者或性认知障碍者也不介
意

如果知道了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者的话，作
为家长会站在孩子立场并给予帮助

喜欢何种性别的人是个人的自由，应该得到
尊重

我是这样认为

45.2

36.7

45.5

44.2

52.3

总的来说，我是

这样认为

41.0

40.3

33.6

42.0

33.1

总的来说，我不

这样认为

9.2

15.4

13.9

8.6

8.6

我不这样认为

3.0

5.9

5.1

3.0

3.4

没有答案

1.6

1.6

2.0

2.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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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数＝915) 

(答案数＝915) 

「我是这样为」「总的来说，我是这样认为」的合计数值中占有最高比例的是「（ウ）道路的

台阶或建筑物内的楼梯等不便之处很多，对残疾人员而言仍然是一个生活不便的环境」占

92.4％。 

「我是这样认为」「总的来说，我是这样认为」的合计数值中占最高比例的是「（ア）强迫具

有「男子气・女子气」的言行，不仅仅是女性，男性也会受伤」以及「（エ）如果知道了自己的

孩子是同性恋的话，作为家长会站在孩子立场并给予帮助」占 86.2％。所有的项目中「我是这

样认为」「总的来说，我是这样认为」的合计数值都超过 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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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和问题(部落歧视)的意识● 

 

 

 

 
 
 
●关于结婚对象的咨询● 

  

  

(ア)

(イ)

(ウ)

(エ)

不解决同和问题，人权问题就得到解决

如今仍然存在对同和地区或同和地区居民的
歧视和偏见

同和问题会自然消失，因此最好搁置一边

同和地区的居民，在生活上得到方方面面的
优待

我是这样认为

25.4

24.8

12.6

18.1

总的来说，我是

这样认为

43.1

41.7

29.4

30.9

总的来说，我不

这样认为

19.0

22.3

32.0

32.9

我不这样认为

9.0

7.9

22.2

11.8

没有答案

3.6

3.3

3.8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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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说，还是慎重考虑为好

我会说，不要犹豫，按照自己的意愿结婚

不知道如何说

我会说，帮你说服反对的家人，助你一臂之力

我会说，放弃吧

其他

没有答案

30.7

25.1

22.2

11.9

1.6

4.8

3.6

0.0 20.0 40.0
(％)

(答案数＝915) 

(答案数＝915) 

关于如果你的亲戚的孩子想结婚的对象是同和地区出身，因此家里人反对结婚时，你有无因

此向什么人求助商议过的提问，回答为「我会说，还是慎重考虑为好」的有 30.7％，占最高比

例。 

「我是这样认为」「总的来说，我是这样认为」的合计数值中占据最高比例的是「(ア) 不解

决同和问题，人权问题就得到解决」占 68.5％，其次的「(イ)如今仍然存在对同和地区或同和

地区住民的歧视和偏见」占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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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国人的人权意识● 

 

  

(ア)

(イ)

(ウ)

(エ)

(オ)

入学、就职或在工作岗位上受到不公的对待也是没有办法
的事

能工作的地方或能发挥能力的机会少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因为文化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和当地人之间
产生问题或摩擦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由于设施等的空间限制，信息指南上只有英语标识也是不
可避免的事

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应该在文化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顺应日
本的习惯

我是这样认

为

2.5

3.6

6.0

7.3

11.5

总的来说，我

是这样认为

14.8

21.6

43.8

31.9

42.2

总的来说，我

不这样认为

38.7

38.4

30.1

33.2

27.7

我不这样认为

41.3

33.1

17.0

24.0

15.5

没有答案

2.7

3.3

3.1

3.5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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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数＝915) 

「我是这样认为」「总的来说，我是这样认为」的合计数值中占据最高比例的是「（オ）在日

本居住的外国人应该在文化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顺应日本的习惯」占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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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外国籍市民人权问题的经验和想法 
 
●在日本生活期间所经验的事，所感觉到的事● 

  
 
 
 
 
 
●为了保护外国人市民的人权而需要的措施● 

  

  

受到歧视性态度或歧视性语言的对待

不容易租到楼房或公寓，常被拒绝租赁

在就职、工作内容及工资、劳动条件等
方面受到不平等对待

行政部门提供的信息没有翻译成多种外
语

和日本人结婚时，受到周围人反对

在遇到困难时，没有可以商量的地方

在利用福利等制度及服务时受到限制

很难被当地居民所接纳

其他

无

没有答案

36.2

25.5

21.3

17.0

14.9

10.6

8.5

6.4

6.4

21.3

10.6

0.0 10.0 20.0 30.0 40.0
(MA％)

在人权咨询和电话咨询中，加强外语服
务

提供学习日语的机会和场所

加强对日本人的外国语教育

举办交流活动，促进外国籍市民与日本
人之间的相互理解

行政部门加大启发教育活动的力度，消
除对外国籍市民的差别对待

将福利有关的信息翻译成多国语言，使
外国籍市民能够方便利用福利等服务

其他

不知道

没有答案

48.9

44.7

44.7

40.4

38.3

21.3

8.5

8.5

10.6

0.0 20.0 40.0 60.0 80.0
(MA％)

多个答案 
(答案数＝47) 

多个答案 
(答案数＝47) 

「受到歧视性态度或歧视性语言的对待」占 36.2％，占据最高比例。 

「举办交流活动，促进外国籍市民与日本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占 48.9％，为最高比例。其次

的「提供学习日语的机会和场所」、「将福利有关的信息翻译成多国语言，使外国籍市民能够方

便利用福利等服务」占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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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位介绍各种人权咨询机关 

您有没有在工作岗位和地区、学校等地遭遇过心灵创伤而在苦恼？ 

我们站在苦恼人的立场向您进行咨询。不管多么细小的苦恼，我们都会聆听和接收。 

我们将会严格遵守秘密，请您放心咨询。 
咨询名称 咨询场所・电话号码 星期・时间 咨询窗口 

人权相关所有问题 

人权１１０番 
市役所本馆５楼 
人权・男女共同参与课 
０７２－６７４－７１１０ 

星期一～星期五 
８：４５～１７：１５ 人权・男女共同参与课 

０７２－６７４－７５７５ 
人权特设咨询 
（人权拥护委员） 

kurosuparu 高槻４楼  
０７２－６８５－３７４８ 

毎月第２星期六 
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身边的福祉咨询 
(あんしんねっと 
あゆむ) 

(人权拥护委员） 高槻阪急６楼 
社会福祉协议会 咨询窗口 
 

星期五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电话咨询 
（０７２－６８１－８７３９） 
人权咨询定在每月第３星期五 

生活综合咨询中心 
０７２－６８１－８７１９ 
 身边福祉・生活咨询

（ＣＳＷ） 
星期日 
１３：００～１６：００ 

担心琐事咨询 
星期三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综合生活咨询 

富田交流文化中心 
０７２－６９４－５４５１ 

星期一～星期五 
８：４５～１７：１５ 
※星期六 ９：００～１２：００ 

富田交流文化中心 
０７２－６９４－５４５１ 

春日交流文化中心 
０７２－６７１－９６０４ 

星期一～星期五 
８：４５～１７：１５ 
※星期六 ９：００～１２：００ 

春日交流文化中心 
０７２－６７１－９６０４ 

女性 

女性咨询 
（一般咨询） 

市役所本馆５楼 
人权・男女共同参与课 
０７２－６７４－７５９３ 

星期二・五（面谈咨询需要预约）
９：３０～１６：３０ 
（除１２：００～１３：００）  

人权・男女共同参与课 
０７２－６７４－７５７５ 来自配偶等的暴力

（ＤＶ）咨询 
＊含男性 

（需要预约）预约专用电话 
０７２－６７４－７６８９   

月月接收时间 星期一～五 
８：４５～１７：１５ 

儿童 

儿童家庭咨询 
育儿综合支援中心 
０７２－６８６－５４３１ 

星期二～五（面接咨询需要预约） 
９：００～１７：１５ 

育儿综合支援中心 
０７２－６８６－５４３１ 

有关儿童和家庭的
咨询 

大阪府吹田儿童家庭中心 
０６－６３８９－３５２６ 

星期一～星期五 
９：００～１７：４５ 

大阪府吹田儿童家庭中心 
０６－６３８９－３５２６ 

老年人 

老年虐待防止支援 
福祉咨询支援课 星期一～星期五 

８：４５～１７：１５ 
福祉咨询支援课 
０７２－６７４－７１７１ 

老年综合咨询 
各地区综合性支援中心 
市内１２か所 

星期一～星期六 
９：００～１７：００ 

福祉咨询支援课 
０７２－６７４－７１７１ 

残疾人员 

残疾人咨询支援 
各咨询支援事业委托事务所 
市内８所 

星期・时间 每个事务所的情况不
同，务必提前确认。 

福祉咨询支援课 
０７２－６７４－７１７１ 

残疾人生活咨询 残疾人福祉中心 
星期一～星期六 
（需要预约・有备手语翻译） 

残疾人福祉中心 
tel ０７２－６７２－０２６７ 
fax ０７２－６６１－３５０８ 

外国人（英语、汉语、韩语・朝鲜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越南语、菲律宾语、泰语、印度尼西亚语、尼泊尔语、日语接待） 
大阪府外国人信息
角 
（生活信息咨询窗
口） 

（公财）大阪府国际交流财团 
（マイドームおおさか５楼） 
０６－６９４１－２２９７ 

星期一・五９：００～２０：００ 
二・三・四９：００～１７：３０ 
第２、第４星期日  

１３：００～１７：００ 

（公财）大阪府国际交流财团 
 
０６－６９６６－２４００ 

※咨询日和公休日重叠时关闭。 

 

 
 
 

 

法务省电话专用咨询 
・大家的人权人権１１０（全国通用）  
  各类人权问题咨询  ＴＥＬ ０５７０－００３－１１０ 
・儿童人权１１０（全国通用免费服务台）  

欺负・虐待等儿童人权问题  
ＴＥＬ ０１２０－００７－１１０ 

・女性人权热线电话（全国通用）  
  性骚扰・家庭内暴力等女性人权问题  

ＴＥＬ ０５７０－０７０－８１０ 
 

＜发行・问询＞ 

〒５６９－００６７ 

高槻市桃园町２番１号 

高槻市役所 人权・男女共同参与课参画課 

TEL ０７２－６７４－７５７５ 

FAX ０７２－６７４－７５７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