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概要版 

第 2 期 

橫濱市兒童貧困對策相關計劃 

 2022 年度～2026 年度 

橫濱市 



 

1 

 

 

 

 

 

 

 

 

 

1 計劃的制定背景 

 
(1) 國家關於兒童貧困的治理舉措 

為了確保兒童的未來不受其出生和成長環境限制，打造促使貧困狀態的兒童能夠健康成長的環境，

同時確保均等的教育機會，國家施行了《關於推進兒童貧困對策的法律》(2013 年法律第 64 號)。5 年

後，國家於 2019年 6月頒布了《關於推進兒童貧困對策的法律部分修改法律》(2019年法律第 41號，

以下簡稱“改正法”)，並於當年 9月正式施行。 

此外，根據改正法內容，於 2019年 11月對 2014年 8月制定的《兒童貧困對策大綱》進行了修改，

新的大綱 (以下簡稱“新大綱”) 通過了內閣決議。作為“兒童貧困的相關指標”，新大綱中追加了“有

過無錢購買食品或服裝的經歷”等新的內容，並繼續揭示了為促使指標改善的重點舉措。 

 
(2) 兒童貧困率 
 

所謂兒童貧困率，根據 OECD 標準，是指 17 周歲以下兒

童中等價可支配收入
※1
未達到貧困線

※2
的兒童比率。 

根據厚生勞動省的公布數據，2018 年日本全國的兒童貧

困率為 13.5% (按照新標準
※3
，為 14.0%)，大約 7名兒童中，

有 1名尚未達到平均生活水準的一半，處於相對貧困狀態。 

 

 
※1：家庭收入中扣除稅金、社會保險費等費用後的實際入帳收入除以家庭人數的平方根後調整計算得出的所得 

※2：使用國民生活基礎調查數據，將等價可支配收入從低向高排列，計算得出平均值，該平均值的一半金額為貧困線。 

※3：根據 2015 年修改制定的 OECD 所得定義的新標準 (除去原有的扣除項目，從可支配收入中再減去機動車稅及企業養老

金的繳費、贍養費等項目後得出的金額) 計算得出的兒童貧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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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關於“第 2期橫濱市兒童貧困 
對策相關計劃” 

【改正法的主要要點】 

◆ 為充實目的的內容，明確記載以下事項 

・對策不僅著眼於兒童的未來，還應注重解決“現在”的問題 

・為了消除貧困，應根據兒童權利條約的精神推進執行 

◆ 為充實基本理念的內容，明確記載以下事項 

・應根據兒童的年齡等特徵，確保兒童的意見獲得尊重，兒童的最佳利益獲得優先考慮，促進兒童的

健康成長 

・應根據兒童的狀況，儘早採取綜合性活動舉措 

・應考慮到貧困的背後存在各種社會因素 

兒童貧困率的變化 (全國) 

資料來源：厚生勞動省《2019年國民生活基礎調查》 

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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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劃的宗旨 

 

為了防止兒童因出生和成長環境遭遇生活、升學機會的差別，導致將來的選擇減少，發生貧困的連

鎖反應，本市將進行計劃的制定工作，確保貫徹執行高實效性舉措，並構築可切實進行支援的機制。 

 

 

3 計劃的定位 

 

本計劃依照《關於推進兒童貧困對策的法律》，根據 2019 年國家制定的《兒童貧困對策大綱》，同

時基於《橫濱市中期 4年計劃》和《第 2期橫濱市兒童、育兒支援事業計劃》、《第 3期橫濱市教育振興

基本計劃》中的課題背景和基本思路，整理了有益於兒童貧困對策的活動措施，明確了未來 5年間的應

開展舉措。 

 

 
 

 

4 計劃期間 

 

計劃期間為 2022年度至 2026年度的 5年。 

 

 

5 計劃的對象 

 

包括出生前至大學等教育機構畢業後自立支援在內，年齡大致在 25 歲之前，正處於貧困狀態，或

因監護人的疾病、殘障、單親家庭等因素，容易陷入困境的兒童、青少年及其家庭。 

  

第２期横浜市子ども・子育て支援事業計画

第３期横浜市教育振興基本計画

横浜市基本構想（長期ビジョン）

横浜市中期４か年計画

第２期横浜市
子どもの貧困対策に関する計画

連
携

【関連計画】

横浜市ひとり親家庭等自立支援計画

第４期横浜市地域福祉保健計画

第５次横浜市男女共同参画行動計画

横浜市自殺対策計画

橫濱市基本構想 (長期願景） 

橫濱市中期 4 年計劃 

第 2 期橫濱市兒童、育兒支援事業計劃 

第 3 期橫濱市教育振興基本計劃 

第 2期橫濱市 

兒童貧困對策相關計劃 

協
作 

【關聯計劃】 

橫濱市單親家庭自立支援計劃 

第 4 期橫濱市地區福利保健計劃 

第 5 次橫濱市男女共同參與行動計劃 

橫濱市自殺對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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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關於掌握兒童貧困的相關實況 

 
(1) 關於掌握兒童貧困的相關實況 

⚫ 2020年度，本市以市內居住的 5歲兒童監護人 (4,000人)、小學 5年級兒童及監護人 (各 4,000人)、

初中 2年級兒童及監護人 (各 4,000人) 為對象，實施了兒童及其家庭生活實況相關問卷調查 (市民

問卷調查)。此外，對在日常工作中接觸眾多兒童及相關家庭的區政府、學校、設施、NPO法人等相關人

員實施了聽取調查。 

 

(2) 關於收入類別的定義 

⚫ 本次調查以 2019年國民生活基礎調查為參考，對本次調查的統計結果設定了 3項獨自的類別。 
 

收入類別 1：不同人數家庭分別計算得出的可支配收入大致低於全國貧困線的家庭 

收入類別 2：不同人數家庭分別計算得出的可支配收入大致達到全國貧困線，但未超過平均值的家庭 

收入類別 3：不同人數家庭分別計算得出的可支配收入大致超過全國平均值的家庭 
 

家庭人數
 (註)

 收入類別 1 收入類別 2 收入類別 3 

2 人 不足 175 萬日圓 175～不足 345 萬日圓 達到 345 萬日圓 

3 人 不足 210 萬日圓 210～不足 420 萬日圓 達到 420 萬日圓 

4 人 不足 245 萬日圓 245～不足 485 萬日圓 達到 485 萬日圓 

5 人 不足 275 萬日圓 275～不足 545 萬日圓 達到 545 萬日圓 

6 人 不足 300 萬日圓 300～不足 600 萬日圓 達到 600 萬日圓 

7 人 不足 325 萬日圓 325～不足 645 萬日圓 達到 645 萬日圓 

8 人 不足 345 萬日圓 345～不足 695 萬日圓 達到 695 萬日圓 

9 人 不足 365 萬日圓 365～不足 735 萬日圓 達到 735 萬日圓 

 

(3) 關於調查結果的表示方法 

⚫ 回答結果以各項提問的回答人數 (n) 為基數，顯示所占百分比 (%)。此外，小數點後兩位四舍五入，

因此各項的合計可能不為 100.0%。 

⚫ 本次調查中的單親家庭是指在本次調查中回答“屬於”單親家庭的家庭群體，包括喪偶、離別、未婚、

分居家庭。此外，處於事實婚姻狀態，但未辦理婚姻登記，則不屬於“單親家庭”。 

⚫ 雙親家庭等：回答“不屬於”、“單親家庭”的家庭群體。 

  

第2 章

 

關於本市兒童的貧困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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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兒童及家庭面臨的課題 

 

透過開展掌握實況的調查等活動，已了解到存在以下課題。 
 

(1) 經濟窘迫造成的各種影響 

⚫ 經濟窘迫不僅會造成無錢購買生活必需品等生活方面的差異，還會造成無法享受醫療服務等健康差異，

以及喪失精神寬裕等其它各種影響。此外，如希望確立經濟基礎，確保穩定的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但單親家庭往往處於工作不穩定的狀態，該類因素導致生活窮困的風險正愈來愈高。 

⚫ 為了構築可促使所有家庭安心育兒的環境，確保穩定生活的經濟支援及確保自立的就業支援、解決多樣

性保育和教育需求、減輕育兒不安及負擔心理的撫養支援等措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 兒童學力及升學機會的差異 

⚫ 經濟窘迫家庭因家庭環境及監護人撫養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影響，該類家庭的兒童面臨生活、學習習慣的

缺陷及升學費用不足等問題，造成可選擇的未來規劃不多等狀況。 

⚫ 需要向所有兒童採取中小學階段確保自立的基礎學力提升舉措，並和地區社會開展合作，推行課後學習

支援。此外，對於在面臨經濟狀況課題及撫養環境課題的家庭中生長的兒童，需要提供生活、學習支援，

並採取發放獎學金，充實升學支援等舉措。 

 

 

 

  

過去 1年中存在無錢購買 

必要食品的經歷 

【小學 5年級學生的監護人】 

過去 1年中存在無錢購買 

必要服裝的經歷 

【小學 5年級學生的監護人】 

0.3 

0.0 

0.6 

0.3 

2.7 

12.5 

4.5 

0.5 

12.1 

33.1 

20.2 

5.2 

84.2 

53.7 

73.8 

93.7 

0.6 

0.7 

0.8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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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n=2,278)

所得区分１(n=136)

所得区分２(n=489)

所得区分３(n=1,199)

よくあった ときどきあった

ほとんどなかった まったくなかった

無回答

0.7 

3.7 

1.2 

0.3 

4.7 

19.9 

8.8 

0.9 

13.6 

31.6 

23.1 

6.4 

80.3 

43.4 

66.3 

92.1 

0.6 

1.5 

0.6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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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n=2,278)

所得区分１(n=136)

所得区分２(n=489)

所得区分３(n=1,199)

よくあった ときどきあった

ほとんどなかった まったくなかった

無回答

不明白課堂授課内容 

【初中 2年級學生】 

現實可行的兒童升學去向 

【初中 2年級學生的監護人】 

15.5 

15.5 

9.1 

18.9 

38.1 

35.5 

32.3 

41.7 

39.2 

40.0 

46.2 

34.4 

4.0 

5.5 

6.6 

3.0 

1.7 

1.8 

3.3 

1.2 

1.4 

1.8 

2.5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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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n=2,006)

所得区分１(n=110)

所得区分２(n=396)

所得区分３(n=1,090)

いつもわかる

だいたいわかる

教科（科目）によってはわからないことがある

わからないことが多い

ほとんどわからない

無回答

1.1 

5.0 

0.7 

0.4 

8.8 

19.3 

17.2 

4.7 

9.4 

13.4 

14.4 

7.5 

48.9 

27.7 

31.3 

61.0 

26.8 

26.9 

31.1 

23.5 

5.0 

7.6 

5.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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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n=2,091)

所得区分１(n=119)

所得区分２(n=418)

所得区分３(n=1,134)

中学まで 高校まで

短大・高専・専門学校まで 大学・大学院まで

まだわからない 無回答

全體(n＝2,278) 

收入類別 1(n=136) 

收入類別 2(n=489) 

收入類別 3(n=1,199) 

經常發生 

基本未發生 

未作回答 

有時發生 

完全未發生 

完全明白 

基本上明白 

部分課程 (科目）存在不明白的內容 

不明白的內容很多 

基本上不明白 

未作回答 

初中畢業 

短大、高專、專門學校畢業 

不知道 

高中畢業 

大學、研究生畢業 

未作回答 

收入類別 1(n=136) 

收入類別 2(n=489) 

收入類別 3(n=1,199) 

 全體(n＝2,278) 

完全未發生 

有時發生 經常發生 

基本未發生 

未作回答 

全體(n＝2,006) 

收入類別 1(n=110) 
收入類別 1(n=119) 

收入類別 2(n=396) 
收入類別 2(n=418) 

收入類別 3(n=1,090) 

  全體(n＝2,091) 

 
收入類別 3(n=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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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4 1,737 1,852 2,141 2,455 2,827
1,562 1,934 1,856

2,846 3,069 2,971
73 74 68

120
82 113

2,241
2,518 3,020

4,498
5,392

6,643

5,470
6,263

6,796

9,605

10,998

12,554

0

5,000

10,000

15,000

平成27年度 28年度 29年度 30年度 令和元年度 2年度

心理的虐待

性的虐待

ネグレクト

身体的虐待

（件）

 

(3) 兒童的孤立及自我肯定感的低下 

⚫ 課後獨自一人度過的兒童容易孤立，往往缺乏自信，呈現出自我肯定感較低的狀況，往往挑戰困難的能

力較弱。 

⚫ 可以認為，可供兒童安心度過課後時間、與各種世代建立紐帶的家庭、學校以外的容身之處具有愈來愈

重要的意義。需要行政部門更加尊重地區的主體性，同時為地區活動提供更多的支持。 
 
 

 

 

  

 

 

 

 

 

 

 

 

 
 
 
 

(4) 未獲支援，或難以獲得支援的兒童及家庭 

⚫ 在面臨困難的兒童及家庭中，有一部分不知道存在必要的支援制度，或不明白如何辦理手續、當事人及

其家人不認為自身屬於支援對象、不希望與地區建立紐帶關係，或不希望利用支援制度。 

⚫ 在進行支援及監管時，需要尊重、貼近兒童及監護人的意願，促進支援的開展。監管人員隊伍的擴大舉

措、每一位支援活動參與人員的感性和水平的提升舉措，將具備非常重要的意義。 
 
 
 

(5) 兒童貧困問題背後的各種社會因素 

⚫ 兒童貧困的背後，可能存在兒童及家庭面臨的各種社會因素，例如與配偶的離別、喪偶、虐待、監護人

的疾病或殘障、外國國籍導致的語言不暢等。這些因素可能相互影響，狀況複雜。 

⚫ 兒童及家庭所面臨的課題並不單一，在推進兒童貧困對策的過程中，需要採取貼近個體的多面性支援。 
 

  

一般工作日一起度過課後時間的人 

【初中 2年级學生 不同類別家庭】 

38.2 

39.1 

33.5 

4.7 

4.3 

6.8 

2.0 

1.9 

2.3 

36.8 

37.6 

31.2 

1.5 

1.5 

1.4 

14.9 

13.9 

22.2 

1.9 

1.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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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n=2,006)

ふたり親世帯等(n=1,745)

ひとり親世帯(n=221)

家族（おじいさん、おばあさん、親せきなどもふくみます）

学校や放課後キッズクラブの先生・職員

その他の大人（近所の大人、塾や習い事・学童の先生など）

学校の友だち

学校以外の友だち（地域のスポーツクラブ、近所の友だちなど）

一人でいる

無回答

是否對自身存在好感 

【初中 2年级學生 不同孤立狀況】 

兒童虐待諮詢受理數量的變化 

27.4 

19.5 

28.8 

39.1 

37.2 

39.5 

21.2 

23.2 

20.9 

11.4 

18.5 

10.2 

0.9 

1.7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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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n=2,006)

一人でいる(n=298)

誰かと過ごす(n=1,670)

あてはまる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あてはまる

どちらかといえばあてはまらない

あてはまらない

無回答

全體(n=2,006) 

雙親家庭等(n=1,745) 

單親家庭(n=221) 

全體(n=2,006) 

一人度過(n=298) 

有人一起度過(n=1,670) 

符合 

可視為符合 

可視為不符合 

不符合 

未作回答 

家人(包括爺爺奶奶、外公外婆、其他親戚等) 

學校及課後青少年俱樂部的老師、工作人員 

其他大人(近鄰大人、各類輔導班、課後托管機構的老師等) 

學校同學 

校外朋友(地區的體育俱樂部、近鄰朋友等) 

一人度過 

未作回答 

心理虐待 

性虐待 

兒童忽視 

身體虐待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2020 年度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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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歳児保護者 小学５年生保護者 中学２年生保護者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の影響で「収入の減少」を経験

（％）

 

⚫ 使用市民問卷調查得到的數據，根據國家計算相對貧困率時使用的國民生活基礎調查，將等價可支配收入

額平均值的一半，即“貧困線”作為標準，按照問卷調查對象的不同學年，分別計算出本市市內生活水準

低於全國貧困線的兒童比率。 

⚫ 根據計算結果，本市市內生活水準低於全國貧困線的兒童比率，5歲兒童為 6.1%，小學 5年級學生為 7.8%，

初中 2年級學生為 6.9%。 

⚫ 此外，關於“有兒童的現職家庭，包括了單親家庭的家庭成員中，家庭生活水準低於貧困線的人所占比率”，

有 5 歲兒童、小學 5 年級學生、初中 2 年級學生的家庭分別為 38.6%、39.2%、28.2%，單親家庭的狀況依

然不容樂觀。 
 

指標 
本次調查(2020年度) 

【參考】 

上次調查(2015年度) 

2019年度收入 2014年度收入 

各家庭兒童中， 

在低於貧困線家庭中 

生活的兒童比率 

5歲兒童 6.1% 

0～不足 24

歲的兒童、

青少年 

7.7% 
小學 5年級 7.8% 

初中 2年級 6.9% 

全體調查對象 6.9% 

有兒童的現職家庭， 

包括了單親家庭的家庭成員中， 

家庭生活水準低於貧困線的人所占比率 

5歲兒童 38.6% 

45.6% 
小學 5年級 39.2% 

初中 2年級 28.2% 

全體調查對象 35.3% 
 
註：在進行第 1 期計劃的制定過程中，於 2015 年度實施的市民問卷調查，其對象為有 0 歲至 24 歲兒童、青少年的家庭監護人，

與本次調查存在對象年齡類別等細節的不同，無法進行單純比較。 

註：“各家庭兒童中，在低於貧困線家庭中生活的兒童比率”是以計算全國相對貧困率時使用的貧困線為標準計算得出的數據， 

非使用本市室內家庭收入額、收入分布重新制定貧困線計算得出的橫濱市內相對貧困率。 

 

(6)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 

⚫ 受疫情規模擴大導致的失業及勞動時間減少等因素的影響，收入出現減少，因經濟原因，無法購買食品

及服裝、生理用品等必需品的家庭可能出現增加。此外，無論家庭經濟狀況等因素處於怎樣的狀態，疫

情對兒童的學力及生活習慣、精神狀態均出現了影響。 

⚫ 需要繼續充實教育、福利、育兒支援等綜合舉措的內容，同時關注社會形勢，隨時開展活動舉措的研究，

並充實各項舉措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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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区分３(n=1,090)

増えた 変わらない 減った

そもそもない 無回答

感到煩躁和不安，心情憂鬱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 

【中學 2年級學生】 

收入減少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影響) 

【父親】 

【父親】 

關於在低於全國“貧困線”家庭生活的兒童比率 

有所增加 

原本就不存在 

保持不變 

未作回答 

有所減少 
5 歲兒童監護人 

有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造成“收入減少”的經歷 

全體(n＝2,006) 

收入類別 1(n=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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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市兒童貧困狀況及課題，關於本市所制定的 5年計劃期間的基本目標、措施推展之際的基本

思路和活動舉措體系等事項，進行了如下整理。 

 

 

 

 

 

 

 

 

 

 

 

 

 

 

 

 

 

  

第 3 章

 

本市的兒童貧困對策 

基
本
目
標 

我們爭取將“橫濱”打造成一個能讓創造橫濱未來的兒童、青少年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和潛力，

並培養其開拓富足幸福生活的能力、以及共同創建溫馨社會的能力的城市。 

我們將創建一個不受限於出生和成長環境，可以保障教育、保育的機會和必要的學力，掌握

堅韌不拔生存下去的能力的環境，使兒童、青少年能茁壯成長，成為自立自足的個人。 

措
施
的
體
系 

 

推
展
措
施
之
際
的 

基
本
想
法 

子どもの貧困の背景に
留意した多面的な支援

生活基盤を整えるための
家庭に対する支援

将来の自立に向けた
子どもに対する支援

気づく・つなぐ・見守る

１ 乳幼児期の教育・保育の保障
２ つながりを重視した教育・保育の推進
３ 社会を生き抜く力を育む教育の推進
４ 学校と地域の連携・協働の推進
５ ICTを活用した教育政策の推進

１ 妊娠期から切れ目のない支援の充実
２ 地域における子育て支援
３ 様々な課題に対応する学校の取組
４ 子どもを見守る地域の取組・放課後の居場所
５ 児童虐待防止対策

１ 生活や学びの支援
２ 進学支援・就学継続支援

１ 安心して子育てをするための生活の支援
２ 経済的支援
３ 就労や自立に関する支援
４ 住宅確保に関する支援

１ ひとり親家庭に対する支援
２ 外国籍・外国につながる子どもへの支援
３ 不登校児童生徒への支援
４ 社会的養護を必要とする子どもへの支援
５ 困難を抱える子ども・若者への支援

主要施策Ⅰ

主要施策Ⅱ

主要施策Ⅲ

主要施策Ⅳ

子どもの貧困対策の基盤

子どもの豊かな成長を支える
教育・保育の推進

我們必須防止兒童因出生和成長環境遭遇生活、升學機會的差別，導致將來的選擇減少，發

生貧困的連鎖反應， 

在和國家、縣之間分擔任務的基礎上，作為一個與兒童及家庭在眾多場合下直接關聯的基本

自治體，我們推展具有高實效性的措施並打造一個支持切實到位的機制。 

 

1 隔斷貧困的連鎖反應 

2 構築從妊娠期、產期起持續的支持體制 

3 針對兒童貧困背後的各種社會因素，充實相應的支持內容 

4 依靠社會整體力量，推進執行兒童貧困對策 

活動的視點 

兒童貧困對策的基礎 

支持兒童富足成長的 

教育、保育的推進 

主要措施 I 

發現、接軌、關懷 

向兒童提供確保 

將來自立的支援 

向家庭提供完善 

生活基础 

的支援 
 

顧及到兒童貧困背景的 

多面性支援 

1. 保障嬰幼兒期的教育、保育 

2. 推進重視紐帶關係的教育、保育 

3. 推進在社會中堅韌不拔生存下去的教育 

4. 推進與學校、地區的合作、協作 

5. 推進運用了 ICT 的教育政策 

1. 充實從妊娠期起的連續支持內容 

2. 地區的育兒支援 

3. 針對各種課題的學校措施 

4. 對兒童進行關懷的地區措施、課後的容身之處 

5. 防止兒童虐待對策 

1. 生活及學習的支援 

2. 升學支援、繼續就讀支援 

1. 確保安心育兒的生活支援 

2. 經濟支援 

3. 就業及自立的相關支援 

4. 確保住宅的相關支援 

1. 針對單親家庭的支援 

2. 針對外籍、外國相關兒童的支援 

3. 針對輟學兒童學生的支援 

4. 針對需要社會化養育的兒童的支援 

5. 針對面臨困難的兒童、青少年的支援 

主要措施 Ⅱ 

主要措施 Ⅲ 

主要措施 Ⅳ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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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進度情況的掌握 

 

根據計劃，推進執行相關措施，立足於是否已完善環境，可促進實現計劃基本目標這一視點，在第

2期計劃中也根據兒童的成長階段等事宜設定目標值，作為掌握計劃進度情況的一種手段。 
 
 

對象 指標 最近的現狀值 
目標值 

(2026年度) 

妊娠期 妊娠申報中，妊娠 11周內申報的比率 
96% 

(2020 年度) 
96%以上 

學齡前 等待進入托兒所等的兒童的數量 
16 人 

(2021 年 4 月) 

0人 

(每年 4 月) 

學齡前、 

小學生 

確保幼兒期的保育、教育和小學教育 

順暢銜接的教學計劃的實施率 

81.7% 

(2020 年度) 
93.6%以上 

小學、初中生 

貼身型生活支援活動的實施場所數量 
17 處 

(2020 年度) 
24處 

課後學習場所活動實施學校數量 

小學 29 所 

初中 59 所 

(2020 年度) 

小學 35所 

初中 147 所 

學校社工提供支援後， 

兒童學生狀況實現改善的比率 

82.3% 

(2020 年度) 
80%以上 

初中生 
生活保障家庭兒童的高中等的升學率 

(高中等的升學學生數量/畢業生數量) 

97% 

(2020 年度) 
99% 

高中生 

市立高中的繼續就學率 

(畢業生數量/入學學生數量) 

94% 

(2020 年度) 
96%以上 

市立高中畢業時的未來規劃 (升學/就業) 決定率 

(未來規劃決定人數/畢業生數量) 

99.7% 

(2020 年度) 
99%以上 

需要社會化養育的

兒童 
針對畢業後兒童的持續支援計劃的制定比率 

54% 

(2020 年度) 
70% 

面臨困難的青少年 

 

透過青少年自立支持機構的持續支援，體現狀態穩

定、改善的人數  

88% 

(其中出現改善的

比率为 32%) 

(2020 年度) 

90%以上 

(其中出現改善的

比率 32%以上) 

單親 
制定了就業支援計劃的人中，已實現就業或正在開展

求職活動的人的比率 

86% 

(2020 年度)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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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貧困對策的基礎——推動支持兒童富足成長的教育、保育工作 

 

  

⚫ 我們認為，教育、保育是針對所有兒童，包括因經濟窘迫等因素而容易遭遇困難狀況的兒童，所開

展的一項活動，在該項工作中，培養兒童所需的能力，是兒童貧困對策的基礎。 

⚫ 所有兒童無論家庭處於怎樣的狀況，均可享受優質教育、保育服務，從而培養兒童堅韌不拔的生存

能力，確保健康發育，成長為能夠自立的個人。 

 

主要活動措施 概 要 

1 嬰幼兒期的 
教育、保育
的保障 

【確保保育、幼兒教育的場所】為了滿足多樣性保育、教育需求，將最大程度運用現有的保育、教育

資源。在此基礎之上，建設完善必要的認可保育所等設施，為降低等待進入托兒所等的兒童數量，切

實開展保育、幼兒教育場所的建設。 

【確保承擔保育、幼兒教育工作的人才】為了推進保育所、幼稚園、認定兒童園等設施的人才確保工作，從

“錄用”和“降低離職”這兩方面提供支持。在“錄用”方面，開展保育士就職面試活動、職場參觀活動及對幼

稚園就職招聘活動的輔助等活動。在“降低離職”方面，採取住宅補助、改善待遇、派遣顧問等手段，進行可確

保保育工作者舒適職場環境的構築等工作。 

【提升保育、幼兒教育的品質】以市內所有保育、教育設施為對象，開展各職種、各工齡的培訓，從而實現專

業性的提升。此外，推進開展運用了“橫濱☆保育、教育宣言～珍惜嬰幼兒的情操～”內容的各項舉措，以此形

成對教育工作中方向性的共識，從而確保維持、提升保育、幼兒教育的品質。 

2 推進重視紐
帶關係的教
育、保育 

【幼稚園、保育所、認定兒童園與小學的順暢銜接】在幼兒、保育、小學教育交流活動中，透過兒童之間的

彼此交流及職員的交流。推進相互理解，同時以幼兒、保育、小學合作推進地區為中心，在幼兒教育設施及小學

開展對“幼兒期結束之前應養成的理想姿態”形成理解、共享的培訓，以及對幼兒教育設施要錄形成理解、進行

操作的相關培訓，力爭實現保育、幼兒教育和小學的順暢銜接。 

3 推進在社會
中堅韌不拔
生存下去的
教育 

【致力於使每個人能自立的基礎學力的提升】透過每人配發 1 台終端，運用指導者專用數字教科書等的 ICT

手段，開展學習活動；提升小學低年級的“閱讀能力”；在小學高年級採取部分課程分擔制。開展類似相關舉措。 

【推進人權教育】為實現“任何人”可“安心”“富足”生活的學校建設，促進兒童學習與他人的紐帶，培養重

視自己和他人的精神，將推進開展人權教育。教職員工將不斷反省自身的意識，打造人權感性，提升人權意識。

透過日常課程及教育活動的改善，確保兒童可安心參與學習，透過可體會到“成功”、“領悟”、“快樂”的體驗，

不斷提升自尊意識及人權意識。 

4 推進與學
校、地區的
合作、協作 

【推進學校營運協議會的設置工作】在學校營運中落實地區需求，為促使學校、家庭、地區、社會形成整體，

實現更優質的教育，更加深入開展“學校營運協議會”的設置工作，供監護人、地區居民持有一定權限和責任，

參與學校營運。 

5 推進運用了
ICT 的教育
政策 

【推進 GIGA 學校構想】運用 ICT，同時尊重兒童學生的多樣性，實現不讓任何人掉隊的“個人最佳學習方式”，

珍視兒童學生的學習及與地區廣大居民之間的紐帶，實現“與地區接軌的合作性學習”。 

透過 GIGA 學校活動，為每一個兒童學生配備終端，為了避免因臨時停課等原因，將終端帶回家時家庭的經濟狀

況造成學習機會的差異，對於就學援助家庭中不具備上網環境的家庭，提供無線路由器的出借服務。 
  

第 4 章

 

兒童貧困對策相關措施 

關於兒童貧困對策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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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措施Ⅰ 發現、接軌、關懷 

 

  

⚫ 從妊娠期至學齢期、青少年期面臨困難的兒童、青少年、家庭與保育所、幼兒園、學校、地區、區

政府等的各種日常接觸點和來往中儘早發現問題，透過充實相關機構的網路，使其與支援儘早接

軌。 

⚫ 與兒童、家庭相關的各種居民透過接近並關懷地區中面臨困難的兒童、青少年、家庭，打造一個防

止孤立、可以安心生活的環境。 

 

主要活動措施 概 要 

1 充實從妊娠
期起的連續
支持內容 

【橫濱市版育兒世代綜合支援中心提供的支援】區福利保健中心和地區育兒支援據點發揮各自的優勢與網

路，開展更進一步的合作、協作，作為“橫濱市版育兒世代綜合支援中心”，從妊娠期起提供連續支援。 

此外，作為中心的職能，在區福利保健中心配置母子保健協調員，尤其是以母子健康手冊交付時至產後 4 個

月期間為中心，對持續性諮詢體制進行充實，同時進行母子保健服務的使用介紹等活動，爭取減輕孕婦及撫養者

的不安、負擔。 

【懷孕、出產咨詢支援事業】進行“懷孕 SOS 橫濱”的營運，供意外懷孕等對懷孕、出產存在不安、煩惱的居

民隨時透過電話、電子郵件進行諮詢，對懷孕早期起的諮詢支援進行充實，同時促進對安全懷孕、出產等的支援。 

2 地區的育兒
支援 

【地區育兒支援據點事業】各區建有 1 處 (衛星設施設置區為兩處)，是從妊娠期可利用的地區育兒支援的核

心設施。這裡提供親子玩耍、交流的場所，提供育兒諮詢及育兒相關資訊，構築育兒支援相關居民的網路，培養

育兒支援相關人才，並開展地區內兒童相互托管的促進等活動。此外，對於未利用據點的親子，進行據點外支援

等的積極關照、育兒社團的活動支援、地區內育兒支援的宣傳等活動。 

【親子集會廣場事業】主要透過 NPO 法人等市民活動團體的營運，利用公寓房間及商店街的空置店面等資源，

提供可供親子輕鬆集會、交流的場所，並進行育兒相關諮詢、育兒資訊等的提供。此外，在部分親子集會廣場，

以平常一直利用的兒童為對象，運用廣場空間，提供臨時托管服務。 

3 針對各種課
題的學校措
施 

【充實兒童學生支援體制】對於霸凌等各種課題，為了確保能夠及早發現、及早應對、及早解決，對兒童支援

專任教師及學生指導專任教師的體制進行強化，同時為了進行組織性判斷、對應，由校內霸凌防止對策委員會定

期實施個案研究會。 

【推進學校社工的運用及強化培養體制、強化與相關機構的合作】為了解決多樣化的兒童課題，形成校內

體制的強化，以及構築與學校、相關機構間合作關係，強化、推進運用能夠從福利方面提供支援的學校社工制度。

此外，組織各校的巡視，強化能夠更加合理應對學校需求的學校社工培養體制，開展支援品質的提升、標準化措

施。並且，構築與區政府、兒童諮詢所、社會福利協議會、地區護理廣場等相關機構的網路，透過向面臨困難的

家庭提供支援，為兒童的健康成長提供支持。 

4 對兒童進行
關懷的地區
措施、課後
的容身之處 

【課後兒童培育事業】為了向所有兒童無償提供“遊戲場所”，並以留守家庭兒童等為對象，提供“生活場所”，

利用小學設施設立的課後青少年俱樂部，並立足於地區理解和協助基礎之上，透過利用民間設施等向留守家庭兒

童等提供“生活場所”的課後兒童俱樂部等設施，進行課後安全、安心容身之處建設，培養兒童的自主性和社會

性，同時實現健全成長。 

【地區中的兒童容身之處建設】為了確保兒童食堂等地區的自主性活動能夠向兒童提供安心的容身之處，發

現面臨困難的兒童並提供關懷，為身邊地區的容身之處建設提供支援。 

5 防止兒童虐
待對策 

【構築完善“兒童家庭綜合支援據點”】根據《兒童福祉法》，完善各區兒童家庭支援課的據點職能，由區政

府強化針對需要兒童保護支援的兒童、家庭的諮詢與支援。 

【神奈川兒童家庭 110 諮詢 LINE】為了確保兒童本人及監護人可隨時關於親子關係及家庭煩惱、育兒不安等

問題提出諮詢，橫濱市與神奈川縣、川崎市、相模原市、橫須賀市共同進行“神奈川兒童家庭 110 諮詢 LINE”的

營運，在神奈川縣全域開展兒童虐待的預防、及早發現、及早應對。 
  

措施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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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措施Ⅱ 向兒童提供確保將來自立的支援 

 

  

⚫ 向撫養環境等存在課題的兒童提供生活支援及確保高中升學的學習支援，透過地區內的多樣性體驗

活動等舉措，使兒童掌握將來實現社會性、經濟性自立的必要知識、能力及社會意識等素質。 

⚫ 透過學校及區政府實施的諮詢支援及獎學金等的經濟性支援，幫助兒童實現繼續就學及希望的未來

規劃。 

 

主要活動措施 概 要 

1 生活及學習
的支援 

【貼身型生活支援事業】關於監護人存在疾病或處於生活窘迫狀態，撫養環境存在課題，需要支援的家庭，為

確保該類家庭中的中小學生養成良好的餐飲、刷牙等生活習慣及作業等學習習慣，提供必要的支援。 

【課後學習場所事業】以難以在家庭中學習、未充分掌握良好學習習慣的小學生、初中生為對象，以大學生和

地區居民等為中心，在課後等時間提供學習支援，爭取實現學習習慣的鞏固及基礎學力的提升。 

【貼身型學習支援事業】為了防止發生貧困的連鎖反應，向初中生提供學習支援，確保其升入對於將來自立具

有重要意義的高中等教育設施。此外，對於未進入高中等教育設施學習的兒童及其他高中適齡群體，為了拓展其

未來選擇，幫助實現自立，將舉辦講座，並提供容身之處等方面的支援。 

【充實地區內的體驗及學習機會】在兒童食堂等地區的容身之處提供食育體驗及學習機會，並在兒童遊樂園、

青少年關聯設施等處，透過促使兒童進行自然、科學、社會體驗等多樣性體驗及與各種世代的交流，爭取實現環

境的充實，幫助養成自我肯定感及將來自立的能力。 

【向就學援助等對象者提供初中校餐的午餐支援】關於向就學援助等對象者提供的初中校餐支援，將全年

實施，以便確保需要的學生都能享受到支援。 

【針對面臨困難的學生的支援事業 (歡迎咖啡廳)】在橫濱綜合高中，與民間團體合作，在校內設置貼近學

生的容身之處，向面臨煩惱及課題的學生提供諮詢支援，並開展“歡迎咖啡廳”活動，幫助學生進行職業規劃。 

【針對青年護理者的支援】日常進行原本應由大人承擔的家務活及家人的護理，這樣的兒童稱為“青年護理

者”。對於這些“青年護理者”，本市將實施調查，了解實況，並於相關機構進行合作，為提供適當的支援而採取

必要的舉措。此外，本市將制定宣傳冊，舉辦促進理解的論壇活動，向市民及學校、相關機構進行宣傳、教育，

以便提升社會認知度，幫助及早發現容易被忽視的青年護理者。 

2 升學支援、
繼續就讀支
援 

【教育支援事業】在各區生活支援課配置教育支援專員，針對生活保障家庭的初中生和撫養者，透過家庭訪問

等手段，提供就學相關的各種制度及生活保障制度的相關資訊，刺激升學意識，關於各種諮詢機構的使用提供支

援，並關於升學、就學提供支援。同時，還將關於高中等教育機構升學後的後續教育提供支援，向高中適齡群體

提供支援，拓展確保將來自立的選擇，防止發生貧困的連鎖反應。 

【高中獎學金事業】向因經濟原因難以完成高中學習的成績優秀學生發放獎學金。此外，向市立高中定時制課

程在籍的在職學生發放教科書購買費。 

【就學支援金、重新學習支援金】對於滿足收入條件的家庭，將被批準獲得就學支援金，該支援金將用於支

付高中等教育機構的在學學生的學費 (一部分)。此外，如從高中等教育機構中退後希望返回高中等教育機構重

新學習，即使已超過就學支援金的發放期間，在畢業前的期間 (最多兩年)，如果獲得重新學習支援金的批準，

則可以獲得同樣的支援。 

【高等教育的學習支援制度※】為了避免具備學習意願的學生因經濟原因而放棄大學等教育機構的升學、升

級，自 2020 年 4 月起，在國公立大學等制度的對象校實施了高等教育的學習支援新制度。該制度包括學費等費

用的減免及無償還義務獎學金的擴充。本市作為制度對象校橫濱市立大學的設立主體，負擔了學費等費用的減免

所產生的相關經費。 

此外，關於國立大學及私立大學，如果屬於制度對象校，則由國家負擔該校的學費等費用的減免所產生的相關經

費。是否屬於制度對象校，可透過文部科學省官方網站或相關學校的官方網站等手段進行確認。 

※該措施的對象為就讀於大學等教育機構的學生。  

措施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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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措施Ⅲ 向家庭提供完善生活基礎的支援 

 

  

⚫ 開展能夠解決育兒家庭各種需求的臨時保育活動，以及向育兒方面存在不安和課題的家庭提供支

援，從而減輕監護人的身心負擔，完善可安心育兒的環境。 

⚫ 向生活基礎較弱的家庭提供經濟支援及就業支援，促進家庭的自立。 

 

主要活動措施 概 要 

1 確保安心育
兒的生活支
援 

【解決多樣性“保育、教育”需求】透過在保育所等處確保臨時保育及嬰幼兒臨時托管、病中兒童、病後兒

童保育等多樣性保育、教育場所，爭取解決監護人的多樣性工作方式需求，減輕對於育兒的不安感和負擔感，從

而為兒童的健康成長提供支持，為養育兒童的監護人提供支援。 

【產前產後的幫手派遣事業】向家務活、育兒需要幫助的孕婦及存在不足 5 個月 (如為雙胞胎，則為 1 年) 嬰

兒的家庭派遣家庭幫手，提供支援，以便爭取減輕育兒負擔，幫助其享受穩定的生活。 

【育兒支援家庭訪问事業】對於判斷撫養者尤其需要育兒支援的家庭；判斷為確保順利進行關於出產後的撫

養，需要從出產前提供支援的孕婦，進行持續性訪問，支援其開展合理的撫養，確保兒童的健康成長。 

【撫養支援家庭訪問事業】針對面臨兒童虐待等問題，兒童諮詢所正進行持續支援的撫養者，為了傾聽不安、

提供育兒諮詢及支援、援助處理家務、確認撫養狀況，將派遣撫養支援家庭訪問人員及撫養支援幫手，爭取對虐

待的再發實現預防。 

2 經濟支援 【就學獎勵事業】向判斷認為因經濟原因就學困難的學齡兒童的監護人援助學習用品費、走讀用品費、校餐費

等費用。此外，關於小學及初中的入學準備金，將在入學前發放。為了減輕小學、初中個別支援班級在學學生的

經濟負擔，將發放就學獎勵費。 

【小兒醫療費補助】在兒童因傷病前往醫療機構就診時，對保險診療的個人負擔部分進行補助 (根據年齡，存

在收入限制及部分負擔金額)。 

【臨時保育活動及課後兒童培養事業等使用費的減免】在臨時保育事業及病中兒童、病後兒童保育事業、

課後兒童培養事業 (課後青少年俱樂部、課後兒童俱樂部) 等領域，針對低收入家庭，進行使用費的減免，從而

完善環境，確保在不會造成經濟負擔的情況下使用該項制度。 

3 就業及自立
的相關支援 

【生活保障】針對生活貧困者，根據國家制定的基準所規定的貧困程度，提供生活、教育、住宅、醫療、護理、

分娩、職業、殯葬和祭祀這 8 種扶助費，保障其最低限度的生活，進行自立的援助。 

【被監護人自立支援項目事業】在各區生活支援課設置就業支援專員，運用 JOB SPOT 及免費職業介紹手段，

向能夠就業的生活保障領取者提供招聘資訊，並關於求職活動提供支援。對於不能立即就業的居民，透過職業體

驗等活動，開展提升就業意願的活動。 

此外，為實現家庭經濟收入的改善及收支平衡的改善，提供家庭收入改善支援。 

【生活窮困者自立支援事業】在各區生活支援課設置自立支援專員，制定促進自立的支援計劃，運用 JOB SPOT、

免費職業介紹事業、就業訓練事業等手段提供就業支援。此外，在家庭收入尚未達到生活保障的標準前，提供綜

合支援，包括家庭經濟收入的改善及收支平衡的改善等。 

4 確保住宅的
相關支援 

【申請市營住宅時的優待】對於家中有年齡處於初中畢業左右子女的家庭 (育兒家庭)，在中選倍率方面給予

優待。此外，設置僅限育兒家庭報名的名額類別。 

【住宅保障事業】為利用空置的民間租賃住宅，供應住宅確保困難者的住宅 (保障住宅) 登錄制度，透過向保

障住宅的經濟支援及居住支援等舉措，確保住宅確保困難者順利入住民間租賃住宅。 

【住宅確保補助金 (生活窮困者自立支援事業)】針對因離職、歇業等因素造成收入減少，生活發生困難的

居民發放相當於房租金額的補助，並提供促進就業的支援。 

  

措施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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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措施Ⅳ 顧及到兒童貧困背景的多面性支援 

 

  

⚫ 兒童貧困的背後，除了經濟窮困外，還可能存在各種因素，例如父母離婚、父母死亡、外國國籍導

致的語言不暢、輟學及居家不出、兒童及父母殘障、家庭撫養能力不足、DV等等。這些因素可能相

互影響，狀況複雜，所以需要多面性支援。 

 

主要活動措施 概 要 

1 針對單親
家庭的支
援 

【母子家庭等就業、自立支援中心 (單親家庭等自立支援事業)】在單親支援橫濱 (母子家庭等就業、自立

支援中心) 設置就業支援人員，由其前往區政府諮詢窗口，向正在領取兒童撫養津貼的單親提供一對一諮詢服務，

根據每一個人的特徵，幫助制定就業支援計劃書及其它材料，並進行電話諮詢等活動，提供細緻的求職活動支援。 

此外，就職後繼續提供確保工作鞏固的支援，以及為獲取更高經濟能力而轉換工作的支援，同時關於離婚前的諮詢

及作為單親的特殊煩惱等就業意外的諮詢，也與區政府合作幫助解決。 

【單親家庭思春期、銜接期支援事業 (單親家庭等自立支援事業)】在親子面對巨大生活變化的局面中，針

對需要撫養升入初中的子女的單親家庭，為了幫助解決其對於升學的不安及籌措教育費的煩惱，為子女提供學習支

援，同時為父母提供諮詢支援。 

2 針對外
籍、外國
相關兒童
的支援 

【根據需求，向外籍等兒童、學校提供適應支援、日語指導】根據兒童學生、監護人的需求，在日語支援據

點設施“向日葵”、“鶴見向日葵”、“都築向日葵 (暫稱) ※1”提供入境初期的集中性支援，透過設置於學校的國

際教室、具備資質的日語教師、使用母語的志工等手段，向學校提供適應支援，並向兒童學生提供日語指導。  

【多文化共生綜合諮詢中心】向市內居住的外國人等提供一般生活的相關諮詢服務，並關於國際交流、志願者

活動、外國人支援等市民活動開展資訊提供等活動。此外，如判斷需要提供專業性資訊，則採取介紹適當的專業機

構等措施。 

3 針對輟學
兒童學生
的支援 

【“真誠培養”家庭訪問】針對容易居家不出的輟學兒童學生，由心理專業的大學生、研究生定期進行家庭訪問，

開展對話、遊戲等活動，透過符合兒童學生特性的各種活動，提供促進社會性自立的支援。 

【真誠空間】每周參加 1至 2次活動，透過與支援人員共同進行的創作活動和簡單的體育活動，培養處於輟學狀

態的兒童學生的自我肯定感和相互信賴關係，同時提供促進社會性自立的諮詢、指導。此外，舉辦兒童學生監護人

之間的資訊交換活動。 

4 針對需要
社會化養
育的兒童
的支援 

【推進領養、收養所的委託】對於因各種原因無法在家庭生活的兒童，為了確保其能夠在領養父母家中或收養

所等與家庭同樣的環境中獲得撫養，開展領養父母的居民確保工作和教育，並推進委託工作。此外，為了能夠更加

推進領養及過繼等家庭撫養的開展，進行宣傳、教育，以確保該項制度獲得市民的廣泛認知。 

【離開福利設施等之後的兒童安置事業】為了防止離開福利設施等之後的兒童發生孤立，幫助其實現自立，透

過訪問等手段持續掌握每個人的情況，提供生活整體及住房等的諮詢支援，幫助其獲得資質，發放大學等教育機構

首年繳費及房租，並提供升學、就職後的支持。 

此外，營運離開福利設施之後的兒童可隨時訪問、諮詢、接受資訊提供的“橫濱 Port”這一設施，根據需要幫助

實施個別支援。 

5 針對面臨
困難的兒
童、青少
年的支援 

【青少年諮詢中心事業※2】關於居家不出及輟學等青少年面臨的各種問題，透過電話諮詢及窗口諮詢、家庭訪

問、集體活動等手段，向當事人及其家人提供促進參與社會的持續性支援。此外，向從事青少年支援工作的相關團

體開展培訓，爭取實現支援者的水平提升。 

【地區青少年廣場事業※2】地區青少年廣場 (市內 4 處) 將與青少年諮詢中心及青少年支援站合作，針對面

臨居家不出等各種困難的青少年，透過提供綜合諮詢、提供容身之處、社會體驗、就業體驗項目等內容，提供自立

支援。 

此外，為了促使尚未實現支援的面臨居家不出等問題的青少年接受支援，地區青少年廣場的諮詢人員將前往各

區，開展專業諮詢及研討會、諮詢會。 

※1 計劃於 2022 年度開設。 

※2 該項活動的對象為截至 39周歲的青少年。  

措施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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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劃的推進機制等 

 

⚫ 在推進執行計劃的過程中，於包括外界專家學者等人士的“橫濱市兒童貧困對策相關計劃推進會議”及

由相關局區構成的廳內會議中，進行事業實施狀況於課題等相關內容的討論，確保計劃的 PDCA 循環，

同時謀求實現相關人員之間的配合，同時推進執行綜合性對策。 

 

 

2 各種主體承擔的計劃推進和人才培養等工作 

 

⚫ 兒童的貧困對策需要針對面臨困難的兒童及家庭，在日常生活的各種場面中可促進發現、關懷、支援的

人，以及提供專業支援的人等各種人才，由這些人才分攤職責，不斷支持。 

⚫ 此外，不僅僅是行政，還需要地區內的廣大居民和企業、相關團體等分別立足於自身的立場和視點，積

極參與支援工作。 

⚫ 在推進執行計劃的過程中，行政及地區的廣大居民、企業、相關團體等從事支援工作的人士就兒童貧困

達成共識，同時立足於建立與必要的地區資源間的關係、加以運用等視點，進行人才培養及資訊共享、

構築網路，謀求實現支援的充實。 

 

 

3 與國家、縣等相關機構的合作 

 

⚫ 為了促使以社會整體力量高效開展兒童貧困對策，準確掌握國家、縣等相關機構的動向，同時透過更深

入的合作，推進執行兒童貧困對策。 

 

 

4 推進資訊傳遞、資訊提供 

 

⚫ 根據 2020 年度實施的掌握兒童貧困相關實況的調查，可發現面臨困難的兒童及家庭不知道存在必要的

支援制度、不明白如何辦理手續等情況。應堅決避免該類兒童及家庭因無法獲得早期支援而面臨更加困

難的狀況、陷入更加貧困的局面。 

⚫ 為了確保向需要支援的居民提供適當的支援，在推進執行第 2期計劃的過程中，關於兒童貧困對策的措

施，本市將制定歸納了制度概要及諮詢部門等內容，針對兒童及家庭的支援向導等資料，同時運用 SNS，

立足於當事人的立場，進行簡明易懂的資訊傳遞、資訊提供。

第 5 章

 

關於計劃的推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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