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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支援制度

◆ 遗华日本人等的特殊情况

遗华日本人等因战乱与亲人离别等而失去了返回日本的机会，他们
无奈地长期留在了中国、库页岛、俄罗斯等原苏联地区。

当他们好不容易回到日本时年岁已高，因未能接受日本的教育，已很
难再学会日语，由于语言的障碍，造成许多人难以找到安定的、称心的工
作。

此外，与其他日本国民不同，在战后经济高度成长期时，因身在国外，
而未能享受当时所带来的恩惠。

因此，回国后虽竭尽全力，但仍难以保障充分的晚年生活，许多人依
靠生活保护生活，又因语言的障碍，形成了无法融入地区生活中的多辛劳
的生活。

◆ 现有的支援政策

由于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改变原来的支援措施并实施现有支援政策的

法律（“有关促进遗华日本人等顺利回国及支援回国定居后自立的法

律”） ，在平成19年(2007年)的临时国会众参两议院一致通过，于平成

20年(2008年)4月开始执行支援政策。

◆ 配偶支援金的支付
在平成25年(2013年)的临时国会上对该法进行了修订，从平成26年

(2014年)10月起对特定配偶给予支援（向已故遗华日本人等的特定配偶支

付配偶支援金）。

（参见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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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配偶是指 ☆

特定配偶是指，遗华日本人等在回国定居前就一直为遗华日本人等

的配偶※。

※ 含没有登记结婚但事实上处于与婚姻关系相同的状态者。

◆ 支援政策

☆平成20年(2008年)4月开始的支援政策

① 由国家负担交纳保险费，使其领取满额老龄基础年金。

② 即使已领取了满额老龄基础年金，生活仍不安定时，代替原有的

生活保护，经审核使其领取支援给付。

☆平成26年(2014年)10月开始的支援政策

遗华日本人等去世后，向领取支援给付的特定配偶支付配偶支援金。



2 支 援 给 付 的 目 的

支援给付是一项以稳定遗华日本人等(本人及其特定配偶)的生活为目

的，根据各家庭的需要，通过生活支援、住宅支援、医疗支援、介护支援

等，让各位同胞们能渡过安稳的生活的制度。

支援给付的构造等是依据法律，根据生活保护例执行，支援给付是与

生活保护制度大有区别的独特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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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有关促进遗华日本人等顺利回国以及支援回国定居的遗华日本人等及特定配偶自立的

法律”第14条第5款

在实施支援给付时，鉴于特定遗华日本人等及特定配偶所处的具体情况，为让特

定遗华日本人等及特定配偶能安稳地过上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诚恳细致地给予必要

的关照。

（例（例）

· 相当于满额的本人的老龄基础年金，不作为收入认定。

· 本人可保有不到一定金额的存款。

· 因探亲或扫墓等去中国等地时，原则上约两个月的出国

期间，可继续领取支援给付。

等等

并且，在执行政策时，考虑到遗华日本人等的特殊情况，配备亲切认
真的懂中文等语言的“支援咨询员”（参见第20页） 。



◆ 支援给付的对象

依据法律支援给付的对象规定如下：

在领取支援给付前，需向本人居住地的市役所、区役所、町村役场或
福祉事务所等主管支援给付的实施机关（以下简称“实施机关”)提交申
请(参见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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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 援 给 付 是 指 什 么？

～具备对象的条件～

（１）满额老龄基础年金等的支付对象中，家庭收入未达到一
定基准者

【注1】“满额老龄基础年金等的支付对象”也包括从60岁以上，未满65岁的尚未开
始领取老龄基础年金者。

【注2】平成20年(2008年)4月1日后领取支援給付的遗华日本人等本人去世后，
其配偶可继续领取支援給付。

（２）平成20年(2008年)4月1日前，年龄在60岁(含60岁)以上
去世的遗华日本人等的配偶中，当时已领取了生活保护者。

“满额老龄基础年金等”的支付对象
必须是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遗华日本人等

① 明治44年(1911年)4月2日以后出生者

② 昭和21年(1946年)12月31日前出生者

包含虽是昭和22年(1947年)1月1日以后出生，但需经厚生劳动大臣认定为
符合昭和21年(1946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并已回国定居的遗华日本人等同
等情况的60岁以上者。

③ 自回国定居日起，已在日本国内延续居住满一年以上者

④ 昭和36年(1961年)4月1日后初次回国定居者

※ 要“领取满额老龄基础年金”的一时金，需向厚生劳动省提交申请。
(参见第10页)。



◆ 不属于支援给付对象的配偶

以下配偶不能领取支援给付。

1 平成26年(2014年)10月1日未领取支援给付的配偶（特定配偶除
外）

2 与遗华日本人等结婚日在平成26年(2014年)10月1日以后的配偶

3 遗华日本人等去世，与其他遗华日本人等再婚的配偶，其再婚日在
平成26年(2014年)10月1日以后者

4 在平成26年(2014年)10月1日以前与遗华日本人等离婚，之后与该
遗华日本人等复婚的配偶，其复婚日在平成26年(2014年)10月1日
以后者

5 遗华日本人等去世，与非遗华日本人等再婚的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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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给付的金额

从一起生活的所有家庭成员的总收入（若与子女家庭同居，则

含其收入）中，减去一定的金额后，与国家规定的各地区的“生活

费基准(最低生活费)”的金额相比较，家庭成员的总收入减去一定

金额后的金额仍少于“生活费基准”规定的金额时，经审批可领取

支援给付费。

支援给付费是补充未达到“生活费基准”的不足部分的金额，

因此，支援给付金额会少于“生活费基准”规定的金额，或所有家

庭成员的总收入高于“生活费基准”时，则有可能不能领取支援给

付。

＜ “生活费基准”所规定的金额＞

“生活费基准”是由国家规定的各地区的以一个月为基准的生活
费。

根据家庭成员数、年龄及必要的支援计算金额。

＜收入＞

收入是指一个家庭（包括同居子女家庭）所有成员的劳动收入、
年金、补贴等按照其他法律支付的金额、以及亲属的经济支援、保
险金、资产出租出售所获得的收入等，全部共计的经济收入。

在计算支援给付额时，以下收入不划入认定收入范围，因此，
不会从支援给付额中扣除。

·相当于遗华日本人等本人的满额老龄基础年金的月额的政府年金

收入。

·超出遗华日本人等本人的满额老龄基础年金的月额的年金额的

30%。

·遗华日本人等去世后，其配偶所领取的配偶支援金。

·遗华日本人等本人及配偶的政府年金以外的收入的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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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基准能领取非满额支援给付的情况～
除本人领取满额老龄基础年金等以外，其它家庭成员如有劳动收

入、厚生年金等收入时，从“生活费基准”规定额中扣除由所有家庭成
员收入中减去一定额后剩下的金额，将作为支援给付支付。

～按基准能领取支援给付的情况～
除遗华日本人等本人的满额老龄基础年金等以外，所有家庭成员无

任何其它收入时，可领取“生活费基准”规定的全额的支援给付。

←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
（本人剩30%）

←老龄基础年金等→
（相当于老龄基础年金满额）

←支援给付费→

30%

《按基准能领取支援给付时》 《按基准能领取非满额支援给付时》

示意图（月额）

70%

←与收入相比，未达到
生活费基准的不足部分

＋ ＝补贴额

←→

生活費基准

☆与子女家庭同居者(或预定考虑同居者)
支援给付制度对子女家庭的收入制定了即便与有一定收入的子女家

庭同居也能领取支援给付的计算方法。
现在已与子女家庭同居而未领取支援给付者，或今后考虑与子女家

庭同居者，请向支援给付制度实施机关咨询。(参见第11页)



～无资格领取支援给付的情况～
以下情况时，申请后有可能不批准领取支援给付。

1  有充分的收入时

本人或配偶的年金、劳动收入、财产收入等超出生活费的基准时。

2  拥有充分的资产时

拥有储蓄和存款、存款型生命保险、房地产等财产者有不批准领取支

援给付的可能。具体按财产金额或财产出售价决定(现款及储蓄和存款的保

有限度约为500万日元)。因为领取支援给付的原则是，先用自己的财产维

持生活。

对于房地产，如作为私房使用，或是子女拥有的房地产，不出售也可

能可申请领取支援给付，具体请向支援给付制度实施机关咨询。

3  利用其他制度或有亲属的经济援助时

在能利用雇用保险或残疾人自立支援等其他制度时，或者亲属提出能

提供经济支援时等，在无支援给付也能有经济收入时，希请优先利用其他

的制度。

※ 不论情况如何，详细内容请向支援给付制度实施机关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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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给付的分类

根据各家庭的需求情况，按以下的支援给付分类领取支援给付。
支援给付的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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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支援給付 日常生活所需的伙食费、水电煤气费、

衣服等的费用
※按以下各种实情，领取金额会有差异。

(例) ◎到65岁时･････增加护理保险费的费用。
◎到70岁时･････根据年龄而减额。
◎11月到3月････增加冬季补贴。
◎12月･････････附加年末临时一次性的支援給付。

●住宅支援給付 房租等与住房相关的费用(有一定限度)

●医療支援給付 在医院等医疗机构看病所需的诊疗费、

门诊费(诊疗费由实施机关支付给医疗机构)

●介護支援給付 接受介护(护理)保险的给付对象的护理服务

（护理支援给付） 所需费用

●出産支援給付 生育所需费用

（生育支援给付）

●生業支援給付 为创立小规模事业所需的费用

（职业支援给付） 为学技术所需的技能学习费用

●葬祭支援給付 为办丧事所需费用

（殡葬支援给付） (若有其他能办理丧事的遗属，则不属给付对象)

※有关本人被认定的支援给付的详细内容，请参看支援给付决定(变更)

通知书(在第13页上 有通知书张贴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