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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定位 

本計畫是基於「橫濱市男女共同參與推進條例」（以下稱「條例」）第 8 條的行動計畫，符合「男女
共同參與社會基本法」、「關於防止來自配偶的暴力及保護受害人等的法律（DV*防止法）」、「關於推
進女性活躍於職業生活的法律」中規定的計劃。 

    
＊1「家庭暴力」簡稱「DV」。在本計劃及「關於橫濱市 DV 措施的基本方針及行動計劃」中，含義為來自配偶等人

的暴力。 
 
 
 
 
 
 
 
 
 
 
 

 

 

 

２. 目標 

以實現男女互相尊重人權，共同分享喜悅和承擔責任，不分性別，充分發揮其特質與能力，可以平
等地參與所有領域的男女共同參與社會為目的，基於條例規定的推進男女共同參與的 7 個基本理念，
制定並實施男女共同參與相關的措施。 

 

基本理念（基於橫濱市男女共同參與推進條例第 3 條的摘要） 

１ 尊重男女人權 

２ 註意確保基於性別的固定性職責分擔等不會影響男女活動的自由選擇 

３ 確保共同參與政策及方針決定的機會 

４ 註意確保家庭生活中的活動和其他社會生活中的活動可以順利進行 

５ 尊重男女相互的性的理解和決定，維持女性在生涯中的健康 

６ 國際性的理解和合作 

７ 根除丈夫等對女性的暴力等 
 

  

行動計劃的框架 

 

第4次橫濱市男女共同參與行動計劃

男女共同參與社會基本法
「市町村男女共同參與計劃」

DV防止法
(關於防止來自配偶的暴力及

保護受害人等的法律)
「市町村基本計劃」

女性活躍推進法
(關於推進女性活躍於職業生活的法律)

「市町村推進計劃」

橫濱市基本構想
（長期願景）

橫濱市中期4年計劃

其他計劃

（相關努力領域 Ⅱ） （相關努力領域 Ⅰ、Ⅲ、Ⅳ）（相關努力領域 I～IV）

橫濱市男女共同參與推進條例
「行動計劃」

關於第 4 次橫濱市男女共同參與行動計劃【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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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計劃的期間 
 

2016 年度至 2020 年度為止的 5 年。 

４. 基本認識和計劃體系 

橫濱市今後要實現持續發展和成長，重要的是提供多數男女無差別參與經濟活動和地區活動的機會，
同時打造可以安心生活的環境。 
為此，為了「實現人人都能實際感受到安心和成長的、日本第一的、便於女性工作和有工作價值的

城市」，正在按照基於本市現狀和特徵等的「4 項重點措施」和「4 個努力領域」，不斷推進各項具體
事業。 

 

 
 
 

  

橫濱市的現狀和特徵 

需要打造便於工作的環境，促進市内企業雇用女性， 

以及促進創業等多種工作方式 

・女性希望短時工作等多種工作方式。 

・男性參與家務和育兒較少，女性負擔重。（花費時間是女性的 30%左右） 

・在市内企業上班更容易持續就業。（上班時間短、女性管理職位比例高） 

橫濱市女性活躍政策的推進 
 

潛在很多有餘力參與經濟活動的女性 
・70%的女性因結婚和生產而離職，M 曲線（各年齡層勞動力比率）的底部較
深。 

・女性的家務層為 30 萬人。 
・未工作女性（20～49歲）中的 90%希望就業。 

現狀是也需要支援處

於困境的男女 

・單親家庭 10 年增加了 

約 1.4倍。 

・ DV 諮詢件數近年來發

展到約 4,500 件。 

Ⅰ 
支持想工作、想繼續工
作的女性就業等 

Ⅱ 
支援處於困境 
的男女 

Ⅲ 
重新審視男性中心型勞
動慣例，男性和年長者參
與育兒、家務、護理等 

Ⅳ 
強化整個社會基礎及 
政府內部體制 

4 項重點措施 

Ⅰ 
女性活躍於所有領域 

Ⅱ 
實現安全、安心的生活 
 

Ⅲ 
針對男女共同參與
社会的實現，促進理
解，打造這樣的社會 

Ⅳ 
建立和強化 

推進體制 

 

4 個努力領域 

人人都能實際感受到安心和成長的、 
日本第一的、便於女性工作和有工作價值的城市 

應有姿態 
 

伴隨少子老齡化的深化，令人擔心今後橫濱市的經濟增長和地區活力會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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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措施  基於最近的社會形勢等，應當優先努力的事項 

第４次橫濱市男女共同參與行動計劃的體系 
基於重點措施的努力項目 

女
性
活
躍
於
所
有
領
域 

【
努
力
領
域
Ⅰ
】 

１ 市内企業及市政府加速實現 
「女性管理職位 30％」 

２ 提高市附屬機關等的女性參與比率 

３ 透過給予激勵等支援企業 

４ 推進女性就業支援、職業規劃及建立網路 

５ 支援女性創業和創業後的成長 

６ 提供多種選擇的學習機會 

１ 支援單親家庭的自立等 

２ 防止 DV 及支援受害人自立 

３ 預防和根除對女性和兒童的暴力 

４ 推進性騷擾防止對策 

５ 理解和尊重性所需的教育和諮詢 

６ 打造支援人生各階段、以及容易接受性差別醫療的環境 

７ 解決性別相關問題的諮詢和支援等 

８ 支援老年人、年輕人、殘障人士、外國人等存在困難的女性
的穩定生活和參與社會 

實
現
安
全
、
安
心
的
生
活 

【
努
力
領
域
Ⅱ
】 

１ 促進男性和年長者參與家庭生活和地區活動 

２ 推進「工作方式改革」、「彈性工作方式」（動員企業等） 

３ 建立滿足多樣需求的保育、教育、育兒環境 

４ 強化男女共同參與相關的調查和研究，收集和提供資訊 

５ 推進男女共同參與所需的宣傳和啟發 

６ 培育学校、地區、家庭內部男女平等和自立及職業意識 
（包含職業教育）的教育 

７ 推進地區防災中的男女共同參與 

８ 支援男女共同參與相關的國際性協調和活動 

針
對
男
女
共
同
參
與
社
会
的
實
現
，
促
進
理
解
，
打
造
這
樣
的
社
會 

【
努
力
領
域
Ⅲ
】 

建
立
和
強
化
推
進
體
制 

【
努
力
領
域
Ⅳ
】 

１ 強化與相關機關和團體的合作，動員國家的力量 

２ 強化政府內部體制 

３ 實施切實的 PDCA 循環 

４ 充實男女差別等統計 

重點措施Ⅰ 

支持想工作、想繼續

工作的女性就業等 

重點措施Ⅱ 

支援處於困境的 

男女 

重點措施Ⅲ 

重新審視男性中心型

勞動慣例，男性和年

長者參與育兒、 

家務、護理等 

重點措施Ⅳ 

強化整個社會基礎

及政府內部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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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4 項重點措施和應當優先努力的事業 

強化整個社會基礎及政府內部體制，同時對各位市民和企業等提供支援，推進強化整個地區社會。 
 
 
 

 
  

市民

橫濱市

企業

教育機關

地區社會

男女共同參與中心

支持想工作、想繼續
工作的女性就業等

支援處於困境的
男女

強化整個社會基礎及
政府內部體制

重新審視男性中心型
勞動慣例，

男性和年長者參與
育兒、家務、護理等

支援單親母親

創業

重新學習

NPO
地區活動
團體等

打造安全、
安心的城市

地區活動

雇用

管理職位
錄用

第4次橫濱市男女共同參與行動計畫

橫濱市男女共同參與
審議會

橫濱市男女共同參與
推進會議

各主體協力合作

完成狀況的報告完成狀況的評價 措施、事業的調整、
進度管理

促進男性和年長者參與家
庭生活和地區活動

推進地區防災中的
男女共同參與

推進「工作方式改革」、
「彈性工作方式」
（動員企業等）

支援單親家庭的自立等

DV防止及
支援受害人自立

推進女性就業支援、
職業規劃及建立網路

市内企業及市政府
加速實現

「女性管理職位30％」

支持女性創業和
創業後的成長

透過給予激勵等支援企業

強化與相關機關和團體的
合作，動員國家的力量

強化政府內部體制

實施切實的PDCA循環

充實男女差別等統計

參與育兒

※市長的附屬機關（外部有識之士等） 

 

※由市長、副市長、相關區局長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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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女性各年齡層勞動力比率的比較 圖 橫濱市常住 15歲以上就業人員中的女性、各年齡層（5

歲一層）市外和市内上班人口的比例和勞動力比率 

 

 

 

 

 

（出處） 總務省「國勢調查」（2010年） （出處） 總務省「國勢調查」（2010年） 

 

 

 

 

 

  

重點措施  

・促進市內企業雇用女性，針對就業人員，包含佔 99％的中小企業在內，宣傳在市內企業工作的

優點等，進行包含「距離住所比較近，可以在市內中小企業持續工作」這一選項在內的各種職

業的建議，進行動員。 

針對市內企業，向經營層傳達雇用和錄用女性的優點等，動員市內企業積極地錄用女性，同時

透過向企業給予激勵等，以擴大雇用機會。 

如此，推進形成家庭、職場、保育緊密結合的小型城市（Compact City）。 

・針對建立可以一邊育兒一邊持續工作的環境，研究靈活利用地區設施等的育兒支援和 ICT（資

訊通信技術）的利用方法，包含性騷擾對策在內，努力推進加深職場理解。 

・因為創業的女性，雇用女性作為公司員工的比例較高，而且即使在生產和育兒時，繼續就業的

女性也很多，透過消除所謂的Ｍ曲線、推進彈性多樣的工作方式等，可以在各個方面取得效果，

所以強化創業支援。 

・針對希望參與社會活動和地區活動等以社會貢獻為重點發揮能力的女性等，希望以多樣的方式

活躍於社會的女性，提供機會和透過動員地區進行支援等。 

努力領域Ⅰ 女性活躍於所有領域 

與全國和其他城市相比，橫濱市的女性勞動力比率、女

性管理職位的比率較低，女性參與經濟活動的程度不足。 

作為女性以結婚・分娩為契機離職的原因之一，在市

外上班的女性較多，存在著勞動時間長和通勤時間長

等勞動條件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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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指標相關圖 市內事業所的管理職位比率推移表 

 

 

 

 

 

 

 

 

 

（出處）橫濱市市「男女共同參與相關的事業所調查」（2003～2013年度） 

 

 

 

 

 

 

 

 

成 果 指 標 １ 現 狀 值 *１ 目 標 值 *２ 

市內企業及市政府管理職位（課長相

當職位以上）女性比率 

市內企業 13.5％（2013 年度） 
（註 1） 

市政府 13.0％（2014 年度） 
30% 

活 動 指 標 現 狀 值 目 標 值 

市內企業中的 

女性職員比例（正式員工） 
28.6%（2013 年度）（註 2） 50% 

市政府的女性職員參加 

係長升任考試的比率（註 3） 
16.1%（2014 年度） 50%（2019 年度） 

註 1･2 以職員規模達 30人以上的市內企業（農林水產業・礦業等除外）為對象的調查結果（事業所調査） 
註 3   在升任考試（大致以 30~39 歲人群為對象）中，具有事務區分的考試資格的女性職員中，實際參加考試的

女性職員的比率 

成 果 指 標 ２ 現 狀 值 目 標 值 

橫濱市附屬機關（註 4）的 

女性參與比率 
40.4％（2015 年度） 50％ 

活 動 指 標 現 狀 值 目 標 值 

女性比率不足 40%的附屬機關數量 

（3 人以下的附屬機關除外） 
48 個機關（2015 年度） 0 個機關 

註 4 基於地方自治法第 138條第 4 款第 3 項或地方公營企業法第 14條的規定，根據法律或條例的規定設立

的審查會、審議會、調查會及其它調解、審查、諮詢或調查所需的機關 

 

31.8 32.4 32.0 33.0 32.1
32.5 33.0 

34.1 34.5
35.5

37.0 
38.5 

40.4 

30

35

40

45

50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32（年）

（％）

目標 ５０％

*1 制定計劃時可以掌握的最新數值 

*2 2020年度之前要達成的數值（2020年度以外的部分，使用括號表示） 

4.3

7.8 8.2

13.5

30

0

5

10

15

20

25

30

35

平成15年度平成18年度平成22年度平成25年度平成27年度 平成32年度

管
理
職
（
課
長
相
当
職
以
上
）
に

占
め
る
女
性
割
合
（
％
）

目標値：30％

指標相關圖 附屬機關的女性參與比率 

管
理
職
（
課
長
相
當
職
位
以
上
） 

女
性
比
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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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相關圖 女性就業率 

 
（出處）總務省「就業結構基本調查」（2012年） 

 

 

 
 
 
 
 
 
 
 

成 果 指 標 ３ 現 狀 值 目 標 值 

25-44 歲的女性就業率 

（2012 年度） 
① 25-29 歲 73% 
② 30-34 歲 59% 
③ 35-39 歲 63% 
④ 40-44 歲 65% 

①～④ 73% 

相 關 指 標 現 狀 值 目 標 值 

市內企業 

男女平均工齡的差別 
屬於新指標，暫無現狀值  

活 動 指 標 現 狀 值 目 標 值 

保育所等待入所兒童數 20人（2014年度） 0 人 

放學後 19 點前保育所的建立  

 ①放學後兒童俱樂部的修建率 26.0%（2013年度） 全校（2019 年度） 

 
②已完成必要的分割·遷址的放學

後兒童俱樂部的比率 
8.0%（2013年度） 100%（2019 年度） 

（已分割·遷址的所有俱樂部） 

致力於工作·生活·平衡的企業 

的比率 
28.1％（2013 年度） 40% 

就業支援的件數 2,297 人（2013 年度） 12,500 人（5 年累計） 

成 果 指 標 ４ 現 狀 值 目 標 值 

女性創業家支援創業件數 
（註５） 

109 件（2010－2013 年度實績） 170 件（5 年累計） 

活 動 指 標 現 狀 值 目 標 值 

創業・經營諮詢件數 1,491 件（2014 年度） 5,700 件（5 年累計） 

針對女性創業家的研討會等 

的次數 
29 回（2014 年度） 145 回（5 年累計） 

  

努力領域Ⅰ 女性活躍於所有領域 
 

註 5 透過女性創業和經營相關諮詢事業等創業的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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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重點措施的努力項目） 

 
 
 
 
 
 
 
 
 
 
 
 
 
 
 
 
 
 
 
 
 
 
 
 
 
 
 
 
 
 
 
 
 
 
 
  

 【重點措施】Ⅰ-1 市内企業及市政府加速實現「女性管理職位30％」 

・透過對致力於男女共同參與、推進女性活躍的市内企業「橫濱優良平衡獎」進行認定・表彰，

在公共採購等方面進行積極評價，以促進女性的錄用。 

・市政府依據基於「關於推進女性活躍於職業生活的法律」的特定事業主行動計劃，致力於「負

責人的意識改革」、「兼顧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支援／工作·生活·平衡的推進」以及「對女性的

挑戰・職業規劃形成的支援」。 

【重點措施】Ⅰ-3 透過給予激勵等支援企業 

・如果中小企業的事業者致力於推進女性活躍的就業規則的變更等工作，將補助一部分費用作

為「中小企業女性活躍推進事業補助金」。 

・針對致力於男女共同參與、推進女性活躍的企業，透過在公共採購等方面進行積極評價，以

增加其接單的機會等。（再次提出） 

【重點措施】Ⅰ-4 推進女性就業支援、職業規劃及建立網路 

・在「女性和工作應援服務台」等支援女性再就業・跳槽等的就業綜合諮詢窗口，除了提供職

業規劃相關的諮詢以及就業資訊，還對應包括地區活動或社會商務方面在內的諮詢。 

・以因結婚、分娩、育兒等原因離職後希望再就業的女性等人群為對象，提供再就業等相關資

訊或見習機會。 

・舉辦以學習和交流為目的的活動「橫濱女性網路會議」等，以幫助工作女性的職業提升和網

路建立。 

・從推進工作·生活·平衡的觀點出發，對推進遠程辦公等充分利用 ICT 的靈活多樣的工作方式進

行宣導和動員。 

【重點措施】Ⅰ-5 支援女性創業和創業後的成長 

・營運為女性創業家服務的啟程事務所「F-SUS 橫濱」以及在事業開始之前透過實際的店鋪營

運來進行試銷等的試點空間「Crea's Market（創業市場）」。 

・在「未來女性創業家學塾」等處，舉辦向有意創業的女性傳授促銷技巧的講座等。針對學完

講座者，在進行廣告宣傳或活動等的展台參展介紹時，提供持續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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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母子家庭數、父子家庭數 

 

（出處）總務省｢國勢調查｣（2000~2010年） 

 

圖 橫濱市 DV 諮詢件數的變化趨勢 

 
（出處）橫濱市｢中期 4 年計劃 2014-2017｣（2014年） 

（出處）橫濱市｢兒童青少年局､政策局資料｣（2011~2013年度） 

  

3,661  

4,654  4,865  
4,467  

4,659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2010年度 2011年度 2012年度 2013年度 2014年度 

重點措施  

・隨著單親家庭的增加，為了避免母子家庭陷入貧困，致力於糾正男女的雇用金差別和收入差別，

同時進行就業支援及透過重新學習等提供學習機會等綜合支援，以實現經濟上的自立。 

・關於 DV 防止對策，包含男女在內由諮詢機關廣而告之，同時進行宣傳啟發、以年輕人為對象

進行預防啟發、充實教育，以圖根除。 

・關於對 DV 受害人的支援，確保受害人的安全，同時鑑於對存在兒童虐待和貧困等多重難題的

受害人的對應不斷增加，透過相關機關之間的合作，進行無縫支援。 

努力領域Ⅱ 實現安全、安心的生活 

※ 自 2011年 9月設立 DV 諮詢支援中心 

近年來，市內的 DV 諮詢

件數為 4,500件左右，處

於持平的趨勢。 

和全國的趨勢一樣，近

10 年來，市內的單親家

庭大約增加了 1.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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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註 1 單親家庭等自立支援事業利用者中已就業的人數 

 
 
 
 
 
 
 

 

Ⅱ 實現安全､安心的生活 

成 果 指 標 1 現 狀 值 目 標 值 

單親家庭的就業人數 
（註１） 

303 人（2014 年度） 
1,900 人 

（2014 年度～2019 年度 

6 年累計） 

相 關 指 標 現 狀 值 目 標 值 

兒童撫養津貼領取者人數 20,869人（2014 年度）  

活 動 指 標 現 狀 值 目 標 值 

單親家庭等自立支援事業 

利用者人數 
5,137 人（2014 年度） 5,300 人（2019 年度） 

男女共同參與中心的 

單親就業支援事業的利用者人數 
12 人（2014 年度） 350 人（5 年累計） 

 

指標相關圖  橫濱市母子家庭·父子家庭的總收入 

 
 
 
 
（出處）統計自橫濱市「橫濱市單親家庭自立支援計劃」的「橫濱市母子家庭等實態調査」（2012年度） 

 

4.3%

18.0%

2.8%

30.4%

19.5%

22.0%

8.3%

8.8%

19.5%

16.5%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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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浜市 母子家庭

横浜市 父子家庭

100万円未満 100～199万円 200～299万円

300～399万円 400～499万円 500万円以上

【參考】有兒童家庭的平均收入金額（全國）…658萬日元 

（來源於 2011年國民生活基礎調查） 
 

橫濱市 父子家庭 

橫濱市 母子家庭 

100 萬日元以下 100~199 萬日元 200~299 萬日元 

300~399 萬日元 400~499 萬日元 500 萬日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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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果 指 標 ２ 現 狀 值 目 標 值 

認為夫婦間的如下行為是暴力的人的比率（註 2） 

①【精神性暴力】縝密監控交友關係和電話 

②【經濟性暴力】不給予必要的生活費 

③【性暴力】    不配合避孕 

①  32.2%（2014 年度） 

①  53.7%（2014 年度） 

①  52.6%（2014 年度） 

①、②、③ 100% 

相 關 指 標 現 狀 值 目 標 值 

DV 受害人中受到暴力後諮詢的人數比率 20.7%（2014 年度）  

DV 諮詢件數 4,659件  

活 動 指 標 現 狀 值 目 標 值 

針對年輕人的防止約會 DV（註 3）講座的召開數

量 
26 次 155 次（5 年累計） 

宣傳約會 DV 的傳單等的分發數量  屬於新指標，暫無現狀值 30,000 張/年 

註 2透過提升對這些暴力的認知度，以提高對包括認知度相對較高的身體暴力在內的所有暴力的認知度為目的而設定（出自市民意識

調査） 

註 3來自交往對象的暴力（「拳打腳踢」、「出口傷人」、「大聲叱罵」、「確認簡訊或限制交友」、「強制性行為」、「強行要求出具約會費

用或金錢」等） 

 
指標相關圖 認為屬於配偶或伴侶間的暴力行為 

 
（出處）橫濱市「關於男女共同參與的市民意識調査」（2014年度） 

64.8

52.6

53.7

32.2

26.8

33.1

32.5

42.7

3.7

8.4

7.8

16.8

1.1

2.1

2.3

5.1

3.6

3.6

3.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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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的暴力【平手で打つ】

性的暴力【避妊に協力しない】

経済的暴力【必要な生活費を渡さない】

精神的暴力【交友関係や電話を細かく監視する】

どんな場合でも暴力にあたると思う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暴力にあたると思う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暴力にあたるとは思わない 暴力にあたるとは思わない

無回答

努力領域Ⅱ 實現安全、安心的生活 

2.3 

2.6 
精神性暴力（縝密監控交友關係和電話） 

 

 

經濟性暴力（不給予必要的生活費） 

 

 

性暴力（不配合避孕） 

 

 

身體性暴力（掌摑） 

無論是什麼情況，都屬於暴力 整體來說屬於暴力 

整體來說不屬於暴力 不屬於暴力 

未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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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重點措施的努力項目） 

 

 

 

 

 

 

 

 

 

 

 

 

 

 

 

 

 

 

 

 

 

 

 

 

 

 

 

 

 

 

 

 

 

 

 

 

 

 

 

 

【重點措施】Ⅱ-2 防止DV及支援受害人自立 

＜與DV對策有關的基本方針＞ 

基本方針1 充實諮詢支援體制 

・區福祉保健中心、男女共同參與中心、兒童青少年局３大組織攜手，進行功能互補，同時最

大程度地發揮 DV 諮詢支援中心的功能。 

・DV 諮詢支援中心不僅接受不分性別的諮詢，還與縣設置的男性諮詢窗口聯合提供對應。 
 

基本方針2 確保DV受害人的安全・安心及充實自立支援對策 

・透過與相關機關・民間團體攜手，實施針對DV受害人的臨時保護或針對其自立的不間斷支援。 

・除了提供針對 DV 受害人的精神科醫師諮詢、身心恢復的講座、支援小組，還進行自助小組

等的支援。 

・支援處於 DV 環境中成長的兒童，如提供針對 DV 受害人及同伴兒童的一體化支援等。 
 

基本方針3 推進正確理解預防·根除暴力的普及等努力 

・充分運用傳單、貼紙等紙質媒體或網站等形式，將關於諮詢窗口的必要資訊廣而告之。 

・針對醫療機關・學校或保育所等，宣導向 DV 受害人提供資訊的方法或 DV 諮詢支援中心的

窗口等。 

・針對市內的中學、高中、大學，舉辦防止約會 DV 的講座等。 
 

【重點措施】Ⅱ-1 支援單親家庭的自立等 

・在「單親支援橫濱（母子家庭等就業・自立支援中心）」，就業支援人員依據每個人的實際

情況進行一對一就業支援，同時，區福祉保健中心亦根據需要提供與就業相關的諮詢或支援。 

・男女共同參與中心等處，針對單親家庭等處於困境的女性，提供電腦講座等再學習的機會。 

・在「就業點JOB SPOT」等處，區政府的福祉部門與HELLO WORK合作，提供從生活諮詢到

就業的一體化支援。 

・透過講座、活動、法律諮詢等提供關於夫妻關係或離婚的法律、制度等相關資訊。 

・為了穩定並提升生活品質，確保兒童的健康成長，依據每個家庭的狀況，提供育兒和生活支

援、幫助兒童等群體的綜合性自立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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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措施 
 

・ 在橫濱市的「男女共同參與相關的市民意識調查」中，雖然實際上男女均有很多人將「兼顧工

作和家庭生活」作為理想，現實是男性參與分擔家務和育兒的程度不超過 30%，理想與現實的

背離狀況一目了然。 

為此，今後推進男性參與家務、育兒、護理等時，不只是對男性自身的啟發，也將大力動員企

業重新審視工作方式等。 

・ 關於長時勞動等男性中心型勞動慣例的重新審視，企業等的自主努力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將透

過意識啟發和引入制度等，對積極努力的企業進行支援和表彰等，努力致力於提高意識。 

・ 基於年長家庭的人口增加，創造機會，使年長階層可以活躍於地區活動及地區的家務支援等場合。 

・ 基於東日本大地震等過去災害時的經驗和教訓，對從男女共同參與的視角努力參與日常地區防

災的重要性，加深理解。 

 

 

圖 生活中各項活動優先度的理想和現實 

 
（出處）横濱市「關於男女共同參與的市民意識調査」（20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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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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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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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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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64.3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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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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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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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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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希望

現実

希望

現実

希望

現実

全
体

男
性

女
性

仕事を優先したい 家庭生活を優先したい 地域・個人の生活を優先したい 複数の活動（仕事と家庭・地域・個人の生活）を優先したい 分からない 無回答

努力領域Ⅲ 針對男女共同參與社会的實現，促進理解，打造這樣的社會 

無論男性・女性，大約有 6成的人希望在生活中優先多項活動（工作、家庭生活、地區・個人的生活），但現實中僅

大約 4成的人能優先多項活動。 

全 
体 

男

性 

女

性 

想優先工作 想要優先多項活動（工作和家庭・地區・個人的生活） 想優先家庭生活 想優先地區・個人的生活 不知道 未回答 

希望 

希望 

希望 

現實 

現實 

現實 

整
體 

男
性 
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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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Ⅲ 針對男女共同參與社会的實現，促進理解，打造這樣的社會 
成 果 指 標 1~4 現 狀 值 目 標 值 

男性的育兒休假取得率（註 1） 4.2%（2013 年度） 13% 

女性和男性的家務､育兒､護理時間比例 
（註 2） 

約 1 對 3 

（①男性 2 小時 40 分 

②女性 8 小時 18 分） 

（雙薪家庭･平日 2014 年度） 

1 對 1.5 

年次帶薪休假取得率（註 3） 新指標､無現狀值 70% 

未參加過各種地區活動的人的比率 

（最近 3 年內）（註 4） 
36.9%（2014 年度） 20% 

相 關 指 標 現 狀 值 目 標 值 

關於男性取得育兒休假，認為如今社會和企

業的支援很充分的市民比率 
13.1%（2014年度）  

在市內設置主要事業所，進行促進男女共同

參與社會形成活動的 NPO 法人數 
62個法人（2014年 7月 31日）  

活 動 指 標 現 狀 值 目 標 值 

「橫濱優良平衡獎」認定事業所數 
180 事業所 

（2007-2014 年度間的累計） 
225 事業所（5 年累計） 

針對致力於推進女性活躍的企業的支援數（註5） 4 件（2014 年度） 60 件（5 年累計） 

工作、生活、平衡推進相關的研討會數 6 次 8 次 

男女共同參與相關的防災講座的参加者人數 
約 1,750 人 

（2010-2014 年度平均） 
10,000 人（5 年累計） 

 

指標相關圖 生活中各種活動花費的時間－【平日】各家庭類型－ 

 
（出處）橫濱市｢男女共同參與相關的市民意識調查｣（2014 年度）  

註 1在配偶分娩的男性職員中，取得育兒休息的人數比率（出自事業所調査） 

註 2女性和男性每天分配到家務·育兒·看護的時間比率（出自市民意識調査） 

註 3算定期間的年次帶薪休假的取得天數合計除以算定期間的年次帶薪休假的支付天數合計而得的值（%）。算定期間的支付天數合計

不含結轉部分。（出自事業所調査） 

註 4推進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包含學習活動、運動活動、興趣和娛樂活動、NPO和志願者活動等在內，以減少未參加過活動的人的比

例為目標 

註 5對透過中小企業女性活躍推進事業等致力於女性活躍推進企業的支援數 

即使在雙薪家

庭的生活中，從

分配到家務·育

兒·看護的時間

來看，男性約為

女性的 3 分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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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相關圖 育兒休息取得率 

 
 
 
 
 
 
 
 
 
 

（出處）橫濱市「男女共同參與相關的事業所調查」（2006～2013 年度） 

 
指標相關圖 針對男性為育兒而休業或休暇，社會和企業對支援的意識 

 
 
 
 
 
 
 
 
 

（出處）橫濱市「男女共同參與相關的市民意識調查」（2014年度） 

 

指標相關圖 對各項地區活動的參加狀況 

 
 
 
 
 
 
 
 
 
 
 

 
（出處）橫濱市「男女共同參與相關的市民意識調查」（2005～2014年度） 

 

 
 
 

1.7 11.4 28.1 45.9 9.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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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思う ある程度はそう思う あまりそう思わない そう思わない わからない 無回答

“そう思わない”（計）“そう思う”（計）

38.1% 38.9%
36.9%

20%

0%

10%

20%

30%

40%

50%

平成17年度

(n=1,929)

平成21年度

(n=2,000)

平成26年度

(n=1,462)

目標値：20％

努力領域Ⅲ 針對男女共同參與社会的實現，促進理解，打造這樣的社會 

95.9%

4.2%

92.7%

1.8%

87.0%

1.8%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女性

男性

（％）

平成18年度 平成22年度 平成25年度
【男性】

目標値：13％

沒參加過地區活動者的比例 

平成 32年度 

2006年度 2010年度 2013年度 

認為是這樣的 不認為是這樣的 某種程度上是的 不怎麼認為 不知道 未回答 

「認為是這樣的」（合計） 「不認為是這樣的」（合計） 

2005年度 2009年度 2014年度 201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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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重點措施的努力項目） 

 
 
 
 
 
 
 
 
 
 
 
 
 
 
 
 
 
 
 
 
 
 
 
 
 
 
 
 
 
 
 
 
 
 
 
 
 
 
 
 
 

【重点施策】Ⅲ-1 促進男性和年長者參與家庭生活和地區活動 

・舉辦旨在促進男性參加家務・育兒的「父親講座」等。 

・透過網站和宣傳物等，提供支援男性參加家務・育兒活動的資訊，並向市民宣導。 

・在看護等預計需求將會高漲的家務支援服務等方面，就可以充分運用「年長者人才中心」的

服務一事進行廣而告之。 

・以祖父母一代為主要對象，結合地區實際情況，舉辦關於自身以及地區養育孫輩和整個地區

的育兒講座。 

・結合高齡者的身心狀況，開設促進其參加社會活動的諮詢窗口「生存意義就業支援點」，介紹

就業或地區活動等。 

・透過「橫濱年長者志工據點事業」，支援高齡者的看護保險設施等的志工活動。 

・透過以「老爸會」為首的親子互動事業，促進父親輩參加家庭教育和地區活動。 

【重点施策】Ⅲ-2 推進「工作方式改革」、「彈性工作方式」（動員企業等） 

・對推動無論女性還是男性都便於工作的職場建設的中小事業所，實施「橫濱優良平衡獎」的

認定・表彰，同時將其努力措施進行廣泛宣傳。（再次提出） 

・針對企業經營者・人事勞務擔當者，召開研討會，提供關於工作·生活·平衡的想法、經營面的

益處・必要性、具體的努力方法等資訊，或進行宣傳冊的發布·宣導工作。此外，在召開針對

市民的研討會或活動的同時，透過發布傳單等進行宣導。 

・將男女共同參與中心等處的工作人員作為講師派遣至各種團體、企業、學校、行政機關等處

舉辦的研修會等。 

・為了促進能實現工作·生活·平衡的職場環境的打造，對應中小・骨幹企業等各種努力活動的諮

詢，同時派遣專家。 

【重点施策】Ⅲ-7 推進地區防災中的男女共同參與 

・在地震災害對策中，明確表述加入了男女共同參與觀點防災體制的確立，積極推進女性參與探

討部會、防災會議、企劃立案部署等活動。 

・充分運用「YOKOHAMA 我的防災卡」，在區政府、家庭防災員研修會以及地區育兒支援點等

處，舉辦學習會。 

・在「橫濱市民防災支援中心」的研修・學習項目中，從男女共同參與的觀點來進行防災對策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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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設定成果指標。） 

（基於重點措施的努力項目） 

 

 

 

 

 

 

 

 

 

 

 

 

  

重點措施  

・基於地區的實際情況推進措施，使各位市民能夠實際感受到男女共同參與推進的政策，以市內

的 3 處男女共同參與中心為首，靈活利用各種地區資源，同時地區內的各種相關機關形成網路，

進一步推進地區緊密團結的政策。 

・透過市政府帶頭表率，強化政府內部體制、促進各自管轄的政策，設置解決課題所需的項目組

等，發起自主且具體的行動，以拉動地區社會。 

・透過精確掌握市內男女共同參與的狀況及課題，推進適應地區實際情況的措施，就目前進行的

調查，收集男女分類數據，以進一步充實統計。 

努力領域Ⅳ 建立和強化推進體制 

【重點措施】Ⅳ-1 強化與相關機關和團體的合作,動員國家的力量 

・設置由相關的民間團體和經濟團體、地區團體等構成的「地區平台」，致力於推進相關機關・

團體的網路構建和合作。 

・與「womanport yokohama」等現有的門戶網站合作，開設可以提供清晰易懂的綜合資訊的

門戶網站。 

・透過各種機會，提出國家制度以及預算有關的提案·希望。 

【重點措施】Ⅳ-2 強化政府內部體制 

・設置由市長擔任會長的「男女共同參與推進會議」，進行計劃進度管理。 

明確各項事業的具體管轄範圍的同時，就橫向的重要課題，設置項目組，攜手推進。 

【重點措施】Ⅳ-3 實施切實的 PDCA循環 

・為了確保計劃順利達成，明確計劃的推進主體，同時盡量設定數值上的成果指標等，進行年

度的評價和進度管理。 

【重點措施】Ⅳ-4 充實男女差別等統計 

・為了客觀掌握男女各自所處的狀況等資訊，從必要性較高的事項開始，階段性掌握市男女差

別等統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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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努力領域的各項指標～ 

透過掌握和評價達成度、進度狀況，明確課題，實現之後更高效的推進。此外，向各位
市民公布各年度的達成狀況。 

 
「成果指標 ＝ 努力的結果是“什麼”變為了“怎麼樣”？」的設置 

  設定每個努力領域的成果指標，掌握其達成狀況，並反映至下期行動計劃中。 

 

「活動指標 ＝ 針對成果指標的達成，“什麼”推進了“多少”？」的設置 
將成果指標的進度相關指標，設置為活動指標，透過觀察進度狀況，掌握原因。 

 

「関連指標」の設定 
為了掌握影響成果指標的外部原因等的背景資訊，更加精確地掌握計劃的達成度，設置成果指

標相關的指標。 

此外，本指標不只停留於本市的努力，對於外部原因的影響較大的，達成目標未必是適當的，

所以不設置目標值，而是掌握數值的狀況。 

 

 

 
 
 
 
 
 
 
 
 
 
 
 
 
 
 
 
 
 
 
 
 
 
 

 

男女共同參與中心指南 

在横濱市設置了 3 所男女共同參與中心，作

為男女共同參與推進的據點。男女共同參與

中心進行男女共同參與相關資料以及資訊的

收集・提供、講座・講演會的召開、諮詢等

各項事業。此外、大廳、會議室、研討室等，

均可用作活動・交流的場所。 

地址 戶塚區上倉田町 435-1 ☎045-862-5050 
交通 JR・市營地下鐵「戶塚車站」步行 5 分鐘 
開館時間 9：00 ~ 21：00 星期日・例假日 9:00 ~ 17:00 
閉館日 毎月第 4 個星期四・年末年初 

論壇  
【男女共同參與中心橫濱】 

南太田論壇 
【男女共同參與中心橫濱南】 

地址 南區南太田 1-7-20 ☎045-714-5911 
交通 京急線「南太田車站」步行 3 分鐘 

市營地下鐵「吉野町車站」步行 7 分鐘 
開館時間 9：00 ~ 21：00  
閉館日 毎月第 3 個星期一・年末年初 

藝術論壇
AZAMINO  
【男女共同參與中心橫濱南】 

地址 青葉區 AZAMINO南 1-17-3 ☎045-910-5700 
交通 市營地下鐵・東急田園都市線「AZAMINO 車站」

步行 5 分鐘 
開館時間 9：00 ~ 21：00 星期日・例假日 9:00 ~ 17:00 
閉館日 毎月第 4 個星期一・年末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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