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昙野市目标的社会样貌 

什么是“相互尊重多元性的共存社会”？ 

指不受“男主事业，女主家庭”等固有的性别角色分担意识或国籍、民族差异的影响，每个

人能够根据自我意志选择生活方式，互相认可彼此尊严和生活方式的社会。目标打造一个无

论年龄、性别、国籍、有无障碍都互相认可多元性的社会。 

 

本市的职责 

安昙野市必须履行什么职责？ 

（条例第4条） 

职责为制定共存社会建设的推进措施（第9条）以及基本措施（第10条），全面地、有计划

地实施。 

取得市民、事业者的协助，与国家、其他地方公共团体等关联机关配合并推进执行。 

此外，市教育委员会的事务、市立学校的教育活动也在本市的职责范围内。 

如何制定并执行措施方针或计划以及报告状况？ 

（条例第12条至15条） 

关于《安昙野市相互尊重多元性的共存社会建设计划》（2023年度至2027年度），计划实

施公共听证，在本年度内制定。 

此外听取安昙野市相互尊重多元性的共存社会建设审议会的建议、推进措施的同时，每年

评价、检查并公布措施的执行状况。 

 

市民和事业者的职责 

市民和事业者必须履行什么职责？ 

（条例第5条、第6条） 

规定必须深入理解建设共存社会的理念，配合本市的措施。特别是事业者，为使所有劳动

者能够根据各自需求选择多元的生活方式，在人事招聘、晋升等所有情形下，禁止因性别、

性自认、性取向、国籍、民族、有无障碍、年龄差等产生的不正当行为，若事实上已发生不

正当行为，应积极改善。 

无意识的歧视行为也符合“不正当的歧视待遇”吗？ 

（条例第8条） 

不论是否为直接或间接的行为，不论是否有歧视意识，若结果上造成不正当的歧视待遇，

均应包含在内。 

实施歧视性行为或言论的人，是否应受到处罚？ 

本条例未制定处罚规定。为使相关单位（个人）理解不应实施歧视或不正当待遇的条例，

慎重考虑广告物等面对公众展示的信息表达方式，本市将进行各种启发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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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昙野市相互尊重多元性的共存社会建设条例 

 

不论年龄、性别、国籍、有无障碍，相互认可多元性、分担责任、建设一个能够活出自己的地区社会，

是每个人都应该努力的方向。这样能加速实现一个互相认可每个人的不同、能够选择多元化生活方式

的社会。 

为使每个人都互相尊重、共享理念、分担责任，实现一个团结、尊重多元性的共存社会，特制定本条

例。 

（目的） 

第1条 本条例旨在明确每个人的不可替代性受到认可、尊重个人的共存社会建设（以下称“共存社会

建设”）的相关理念，确定市、市民、事业者以及教育关系者的职责所在。同时，全面地、有计划地

实施男女共同参画和多文化共存推进措施（以下称“推进措施”。） 

（定义） 

第2条 本条例中出现的术语的含义记载于以下各项。 

(１) 男女共同参画 指所有人均有机会根据自我意志参与社会任何领域中的活动，享有政治、经济、

社会以及文化方面的权益。 

(２) 多文化共存 指所有人相互认可国籍、民族不同人群的文化差异，构建对等的关系，共同生活。 

(３) 性别等 指生物学意义的性别以及性自认（指自己对自我性别的认知），和性取向（指人的性

好奇、性关心的概念）。 

(４) 市民 指在市内拥有住所、工作地点或者上学的人。 

(５) 事业者 指在市内开展事业活动的个人、法人或团体。 

(６) 教育关系者 指从事市内的包括保育及以上教育工作的个人、法人及团体。 

(７) 积极的改善措施 指为改善男女之间的差距，在必要范围内对男女任何一方提供更多相关机会

的行为。 

(８) 家庭暴力 指拥有配偶关系、恋人关系等亲密关系的人或存在过前述关系的人之间发生的暴力

行为（包含对身心造成同等有害影响的言行）。 

(９) 工作生活平衡 指取得个人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基本理念） 

第3条 有关共存社会建设的基本理念如下。 

(１) 所有人能够互相认可多元性、尊重人权、有尊严地生活。 

(２) 所有人能够基于自我意志发挥个性优势及能力，选择多元的生活方式。 

(３) 所有的人能够在任何领域共同参与规划活动、分担责任。 

（本市的职责） 

第4条 本市有责任基于共存社会建设的相关基本理念，实施全面有计划的推进措施。 

2 在实施推进措施之时，本市必须努力取得市民、事业者及教育关系者的配合和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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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的职责） 

第5条 市民必须加深对共存社会建设基本理念的理解，在所有领域的活动中，协助本市实施的推进措

施。 

（事业者的职责） 

第6条 事业者必须加深对共存社会建设基本理念的理解，其事业活动和事务所运营期间协助本市实施

的推进措施。 

（教育关系者的职责） 

第7条 教育关系者必须认识到教育是推进共存社会建设的重要一环，在此基础上的教育工作须考虑到

共存社会建设的基本理念与推进措施。 

（禁止歧视行为等） 

第8条 任何人不得在年龄或性别等差异、因国籍或民族等产生的文化差异、有无障碍的差异方面实施

歧视行为，侵害他人的权利和利益。 

２ 在向公众展示的信息中，所有人必须留意有无助长在年龄或性别等差异、因国籍或民族等产生的

文化差异、有无障碍的差异方面的歧视信息。 

（推进措施） 

第9条 市长必须策划制定推进措施并予以公开。 

２ 本市必须对推进措施的实施情况每年一次进行报告书形式的公开。 

（基本措施） 

第10条 推进措施的基本内容如下。 

(１) 消除固有的性别角色分担意识 

(２) 推进工作生活平衡的举措 

(３) 根除一切家庭暴力、性暴力、虐待等暴力行为 

(４) 顾虑到性别的心灵和身体健康的援助 

(５) 消除不同国籍、民族人群的文化差异导致的偏见或不正当歧视 

(６) 面向外国人、拥有日本国籍的外国出身者（以下称“外国人等”）的多语言信息的交流援助 

(７) 使外国人等能够安心、安全生活的生活援助 

(８) 推进能够促进与外国人等交流的多文化共存的地区建设 

(９) 对促进外国人等参加社会活动和在社会中的活跃度的援助 

（推进体制的建设） 

第11条 为实施推进措施，市需制定必要的推进体制。 

（审议会） 

第12条 为调查审议推进措施中的必要事项，本市设置了安昙野市相互尊重多元性的共存社会建设审议

会（以下称“审议会”。） 

２ 审议会除了调查和审议以下事项，还能够根据需要向市长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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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推进措施相关事项。 

(２) 除前文的内容以外的关于共存社会建设的内容。 

（委员） 

第13条 审议会的组织构成为20名以内的委员，由市长从以下的人中指定。 

(１) 拥有学识经验的人 

(２) 关系团体的代表者 

(３) 由公募选出的市民 

２ 在委员中，男女任何一方的委员数不得少于委员总数的十分之四。 

３ 委员的任期为2年。但是，顶替委员的任期为前任委员剩下的任期。 

４ 审议会的会长和副会长职位各为一个，由委员互相评选。 

５ 会长代表审议会主持审议会事务。 

６ 副会长辅佐会长，会长出现意外时代行其职务。 

（会议） 

第14条 审议会由会长召集，会长担任议长。 

２ 若出席审议会的委员数未过半，则不召开会议。 

３ 审议会中的各项议事以出席委员的过半数通过决定，赞否同数时由会长决策。 

（部门会议） 

第15条 审议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置部门会议。 

（委任） 

第16条 本条例施行相关的必要事项由市长决定。 

附 则 

（施行日期） 

１ 本条例从平成21年1月1日开始施行。 

（委员任期特例） 

２ 本条例施行日起，第一批委员的任期不受第17条第3项规定限制，到平成22年3月31日为止。 

（安昙野市特殊职的职员等薪资条例一部分修订） 

３ 安昙野市特殊职的职员等薪资条例（平成17年安昙野市条例第40号）的一部分内容修订如下。 

（以下略） 

附 则（令和4年3月25日条例第9号） 

（施行日期） 

１ 本条例从令和4年4月1日开始施行。 

（过渡措施） 

２ 本条例施行前，根据修订前的安昙野市男女共同参画推进条例（以下称“旧条例”）第17条第1项

的规定委任的安昙野市男女共同参画推进审议会的委员，从本条例施行日起，根据修订后的安昙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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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相互尊重多元性的共存社会建设条例（以下称“新条例”）第13条第1项之规定，被委任为安昙野

市相互尊重多元性的共存社会建设审议会的委员。此种情况下，受委任的委员任期不受新条例第13

条第3项规定的限制，将按照同日起算的旧条例第17条第3项安昙野市男女共同参画推进审议会的委

员的剩余任期作为任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