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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位外国人!!
外国籍居民也和日本人一样
开始适用「住民基本台帐法」

外国籍居民的
住民基本台帐制度

开始实施!!
《即将废止外国人登录法》

预定于
2012年7月
实施

总务省

作成住民票的外国人和住民票记载事项　

临时避难许可者

或者临时滞在许可者

出生过渡滞在者

或者丧失国籍过渡滞在者

对 象 区 分 对 象 者 内 容 记 载 事 项

特别永住者

特别永住者证明书
交付对象者

符合下列表格内4项分类，且持有在日本住址的外国人，

我们会作成住民票（观光等短期居留者除外）并且，住民

票像日本人一样记载有右侧事项。

①姓名·户主的姓名以及户主关系②出生年月日③性别

④住址⑤国民健康保险和国民年金等有关被保险者事项

之类。

此外，作为外国籍居民特殊记载还包括「①国籍·地域②

成为外国籍居民的年月日」并且，根据各分类分别记载有

下列事项。

除在留资格被决定为「３个月」以下的外国人和

在留资格被决定为短期居留·外交·公务者之外

的外国人。

·在留卡上所记载的在留资格，在留期

间以及在留期限截止日，在留卡号码

·属于中长期侨居者

·特别永住者证明书中所记载特别永住

者证明书号码

·属于特别永住者

·临时避难许可书所记载的上陆期间，

或者临时滞在许可书上记载的临时滞

在期间。

·临时避难许可者或者临时滞在许可者

·出生过渡滞在者或者丧失国籍过渡滞

在者

入管特例法所规定的特别永住者。

根据入管法的规定为临时避难而得到上陆许可的

外国人，以及进行难民认定申请，得到在我国临

时逗留允许的外国人。

成为外国人的原因为出生或者丧失日本国籍的人

（丛丧失国籍日起不具有在留资格也可在60天内

居留在日本国内。）

中长期侨居者

（在留卡交付对象者）

※外国人登录法中作为登录事项的国籍所属国内居住地或者居所，出生地，职业，护照号码等信息在住民票中没有记载。

注 意 点
现在已经完成外国人登录的人

法律实施后入国的外国人

法律实施后想变更国内居住地的外国人

●到实施日为止，通过基于外国人登录法进行的变更还有订正的申请等，市町村有时会对
临时住民票进行修正和消除。
在留资格，在留期间的变更更是关系到住民票作成的重要事项，所以请注意不要有变更
申请遗漏。

●到实施日为止，还需按照现在的外国人登录法来进行手续。

●转出时和日本人同样需要办理转出手续，转入时需要转出证明书。

●变更居住地时，请持在留卡或者特别永住者证明书，外国人登录证明书中的任何一种
证件。

向国外转出时即使已经得到再入国许可，原则上还是需要转出申报。

●新制度实施后中长期侨居者等从国外转入的情况，需要从入国日起14天内持在留卡到市
町村柜台办理转入手续。此时同一家庭内户主若是外国籍居民则需提交本人和户主关系
的官方材料（如果官方材料不是日语则需要提供翻译文）。

※此外还有，特别永住者证明书，临时滞在许可书，临时避难许可书，写有日后提交在留卡记载的护
照等。

请 注 意 !

和外国籍居民相关的住民基本台帐制度

现在在日本居留的外国人，不进行相关手续的话

就无法作成住民票吗？

对于具备一定条件的外国人原则上不需进行手续，将根据外国人登录原票

作成临时住民票，因此请正确进行外国人登录手续。

首次入国的外国人该进行那些手续呢？

决定居住地之后，请携带入国时在机场领取的在留卡并向新住所的市町村提出转入申报。

并且同一家庭内户主若是外国籍居民则需提交本人和户主关系的官方材料。敬请注意。

在日本出生的外国人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

外国人在日本出生时，需在14天之内提交出生证明。按照新制度，出生证明提出后则通过居住

所在地的市町村发行「出生过渡滞在者」住民票。

如果在日本居留时间超过经过滞在的60天以上时则需要在出生后30日以内到地方入国管理局申

请取得在留资格。

听说新制度中搬家时外国人也需要提交转出申报，

是真的吗？

新制度中和日本人同样，外国籍居民要向转出地的市町村提交转出申请，收到转出证明

书后，再向转入地的市町村提交附有转出证明书的转入申请。

外国籍居民也可作成住基卡吗？

会作成住基卡。但是把外国籍居民添加到住基网，预定在实施日起一年以内进行，

因此作成住基卡是在那之后的事情。

和外国人夫（妻）在日本生活。现在我的住民票上户主是

我本人。新制度实施后，可以把户主更换成夫（妻）吗？

可以变更。新制度中外国籍居民也会拿到住民票，日本人和外国籍居民的

住民票会根据户为单位编成，因此外国籍居民也可成为户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