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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度 

县 营 住 宅 入 住 者 募 集 介 绍 
关于县营住宅 県営住宅是为收入在一定标准以下、有居住困难的群体提供的低租金租赁住宅。这些住宅是由富山县根据《公共住

宅法》建设，并依据《公共住宅法》和《富山县县营住宅条例》等法规规定了入住资格。 

 募集中的县营住宅  

 

富山・高冈・射水市内的县营住宅空置房间 

 

 接受申请期间  
＜定期募集＞【第１次】 

【第２次】 

 

 

 
 

＜随时募集＞ 

2025 年２月１日（周六）起至２月７日（周五）止 ※4 月 1 日之后入住 

2025 年８月１日（周五）起至８月７日（周四）止 ※10 月 1 日之后入住 
※接受邮件（到截止日期前的邮戳均有效）申请。 

在申请受理后，会通知抽选会的时间及地点。 

在抽选会上，会对每个住宅区轮流进行抽选，决定入住的优先顺序（有效期至

下个受理期所属月份的次月为止）。 
 

在定期募集的时间段之外也接受随时申请。 

※但是，入住的优先顺序排在已申请者之后。 

 

申请受理时间  

 

 

8 点 30分至 17 点 15 分（周六・周日・法定假日除外） 

 

申请受理地点  

 

光阳兴产株式会社 

县营住宅管理中心 〒930-0887 富山市五福８区３５４８－１４ 

TEL（076）47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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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入住者资格  

原则上须满足下列(1)～(5)的所有条件。 

(1) 有现在同居、或准备同居的亲属 

    拥有相当于事实婚姻关系者（包括根据富山县伴侣关系宣誓制度进行宣誓的人士）或预约结婚的人员（计划在入住后 1个月之内结婚的人士）可视为

亲属。    
但是，符合下表中任何一项的人士，对于可以单身入住的住宅（参见县营住宅一览），可无需满足上述条件。详情请咨询受理窗口。 

高龄者 60 岁以上的人士  

残疾人 障害者基本法第 2条第 1 号中规定的残疾人，其残疾程度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  

・身体残疾：符合身体残障人士福利法 (身体障害者福祉法) 实施规则附表第 5号中 1 级至 4 级中的任意一种程度 

・精神残疾：符合关于精神保健以及精神残障者福利的法律实施令(精神保健及び精神障害者福祉に関する法律施行令)第 6 条第 3 项中

规定的 1 级至 3 级为止的任意一种程度 

・智力残疾：与上述精神残疾程度相当的程度 

战伤病员 战伤病者特别保护法(戦争病者特別援護法)第 2 条第 1 项中规定的战伤病者，其伤病程度符合恩给法附表第 1号表第 2 条款的特别项症状

至第 6 项症状或者同法附表第 1 号表第 3 条款第一点所述症状的人士 

原子弹受害者 根据援护原子弹受害者相关法律(原子爆弾被爆者に対する援護に関する法律)第 11 条第 1 项之规定，获得厚生劳动大臣认证的被爆者的

家庭 

生活保护救济者 

中国残留日本人等 

由生活保护法第 6 条第 1 项规定的被保护者或者得到关于促进中国残留日本人顺利归国以及归国定居后支援其自立生活的法律(中国残留

邦人等の円滑な帰国の促進及び永住帰国者の自立の支援に関する法律)第 14 条第 1 项等规定的援助供给的人士 

麻风病疗养院住所患者等 向麻风病疗养院住所患者等支付补偿金等的相关法律(ハンセン病療養所入所者等に対する補償金の支給等に関する法律) 第 2 条中规定

的麻风病疗养院住所患者等人士 

家庭暴力受害者 防止配偶者施暴以及保护被害者相关法律（配偶者暴力防止法）第 1 条第 2 项中规定的被害者或者配偶者暴力防止等法第 28 条第 2 项中

规定的受到家庭暴力的被害者,符合其中任何一条的人士 

・根据配偶者暴力防止法第 3 条第 3 项第 3 号（包含适用于配偶者暴力防止法第 28 条第 2 项所述的情况。）规定的临时保护或者同法第

5 条（包含适用于配偶者暴力防止法第 28 条第 2 项所述的情况。）中规定的保护截止日起未满 5年的人士 

・根据配偶者暴力防止法第 10 条第 1 项（包含适用于配偶者暴力防止法第 28 条第 2项所述的情况。）中规定的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

并在该命令生效之日起未满 5 年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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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符合收入标准 

月收入（参考下页）须在 158,000 日元以下的人士方可入住。 
但是，下表中的家庭（裁量阶层），即便月收入超过 158,000 日元，只要未满 214,000 日元也可入住。 
入住者需年满 60 岁，并且所有同住者均为 60 岁以上或 18 岁以下的家庭。 

高龄家庭等 入住者需年满 60 岁，并且所有同住者均为 60 岁以上或 18 岁以下的家庭 

残疾人家庭 入住者或者同居者中有符合残疾人基本法(障害者基本法)第 2 条第 1 号规定的伤残人且残疾程度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 

・身体残疾：符合身体残疾人福祉法施行规则(身体障害者福祉法施行規則)附表第 5 号中 1 级至 4级中的任何一种程度 

・精神残疾：符合关于精神保健以及精神残障者福利的法律实施令(精神保健及び精神障害者福祉に関する法律施行令)第 6 条第 3 项

中规定的 1 级或者 2 级程度  

・智力残疾：与上述精神残疾程度相当的程度 

战伤病员家庭 入住者或同居者中有符合战伤病者特别保护法(戦傷病者特別援護法)第 2 条第 1 项规定的战伤病者，其伤病程度符合恩给法附表第 1 号

表第 2 条款的特别项症状至第 6 项症状，或附表第 1号表第 3 条款第一点所述症状人士的家庭 

原子弹受害者家庭 入住者或同居者中有符合根据援护原子弹受害者相关法律(原子爆弾被害者に対する援護に関する法律)第 11 条第 1 项的规定，获得

厚生劳动大臣认证的被爆者的家庭 

引扬者(二战后被遣返)家庭 入住者或同居者中有符合引扬者(二战后被遣返)的人士，且从遣返之日起未满 5 年人员的家庭 

麻风病疗养所住院患者等家

庭 

入住者或同居者中有符合向麻风病疗养院住院患者等支付补偿金等的相关法律(ハンセン病療養所入所者等に対する補償金の支給等に

関する法律)第 2 条规定的麻风病疗养所住院患者等人员的家庭 

育儿家庭 同住者中有未满 18 岁，且仍处于其 18 岁生日之后的第一个 3 月 31 日之前的人员的家庭  

(3) 当前有居住困难 

   原则上，拥有私有住宅以及已入住公营住宅的人士不可申请。 

      ※拥有私有住宅的申请者，在申请的时需要提交放弃房产的证明文件。 

(4) 须无拖欠县税 

 

(5) 非暴力组织成员 

会向警方确认入住者及同居者是否为暴力组织成员。 



― 4 ― 

 
※月收入计算方法 

 
         入住者及同居者的全年收入金额（Ａ）的总额－扣除额（Ｂ）之后的总额 
 月收入＝ 
                       12 个月 

但是，由于就职未满 1年等，基于上述计算得出的月收入金额作为申请人的持续性收入被认为不适当的情况下，将另行认定。 

详情请咨询受理窗口。 

 
 ○年收入金额（Ａ）的计算方法 
  (1) 工薪收入者･･･源泉征收票的工资收入扣除后的金额（限 1～5 月的申请）或者收入证明书的收入金额（限 6～12 月的申请） 

(2) 个体经营者･･･确定申告书中的收入金额（限 1～5 月的申请）或者收入证明书的收入金额（限 6～12 月申的申请） 
(3) 养老金受领者･･･按照下表计算收入额 

年龄 全年收入总额 全年所得总额 年龄 全年收入总额 全年所得总额 

65 岁

以上 

110 万日元以下 0 

未满 

65 岁 

60 万日元以下 0 

超过 110 万日元 不到 330 万日元 全年收入总额－110 万日元 超过 60 万日元 不到 130 万日元 全年收入总额－60 万日元 

超过 330 万日元 不到 410 万日元 全年收入总额×0.75－27 万 5 千日元 超过 130 万日元 不到 410 万日元 全年收入总额×0.75－27万 5千日元 

超过 410 万日元 不到 770 万日元 全年收入总额×0.85－68 万 5 千日元 超过 410 万日元 不到 770 万日元 全年收入总额×0.85－68万 5千日元 

 
 ○扣除额（Ｂ）的计算方法（修订 公营住宅法施行令第 1 条第 1项第 3 号 2021 年 1月 1日实施） 

①所得调整扣除 如果入住者或同住者中有《所得税法》第 28 条第 1 项规定的工资收入或同法第 35 条第 3 项规定的与公共养老金等相关的杂项收入（以

下在①部分称“工资收入等”），则每人扣除 10 万日元（若该人的工资收入等合计金额不足 10 万日元，则扣除实际合计金额） 

②同住亲属等扣除 同住者或《所得税法》第 2 条第 1 项第 33 号规定的同一生计配偶者（共同生活的配偶、共同申报的配偶）（以下称“同一生计配偶者”※1）

以及同法第 34 号规定的抚养亲属（以下称“抚养亲属”※1※2），对于除入住者及同住者以外的人员，每人扣除 38 万日元 

③老人抚养扣除等※3 如果同一生计配偶者年龄在 70 岁以上，或抚养亲属属于《所得税法》第 2 条第 1 项第 34 号的 4 规定的老人抚养亲属，则每人扣除 10

万日元 

④特定抚养亲属扣除※3 如果抚养亲属年龄在 16 岁以上 23 岁未满，则每人扣除 25 万日元 

⑤残疾人扣除 对于入住者或②中规定的人员中属于《所得税法》第 2 条第 1 项第 28 号规定的残疾人，每人扣除 27 万日元（若为同法第 29 号规定的

特定残疾人，则扣除 40 万日元） 

⑥寡妇扣除※4 如果入住者或同住者中有符合《所得税法》第 2 条第 1 项第 30 号规定的寡妇，则每位寡妇扣除 27 万日元（如果其所得金额扣除项①

规定的控除金额后的剩余金额不足 27 万日元，则按该剩余金额计算） 

⑦单亲扣除※4※5 如果入住者或同住者中有符合《所得税法》第 2 条第 1 项第 31 号规定的单亲父母，则每位单亲父母扣除 35 万日元（如果其所得金额

扣除项①规定的控除金额后的剩余金额不足 35 万日元，则按该剩余金额计算） 

※1 同一生计配偶及抚养亲属：年合计所得金额超过 48 万日元者不包括在内。 



― 5 ― 

※2 抚养亲属不包括配偶。 

※3 即使是入住者，若为被抚养者，也可作为扣除对象。但年合计所得金额超过 48 万日元者不包括在内。 

※4 年合计所得金额超过 500 万日元者不包括在内。 

※5 若子女的年合计所得金额超过 48 万日元，或子女被认定为他人的同一生计配偶或抚养亲属，则不作为扣除对象。 

 

（参考：收入基准速查表） 

  注１ 有「同居者扣除」以及「赡养非同居家庭成员扣除」以外的特别扣除项及 2 人以上同时有收入的家庭不适用于本速查表。 
   ２ 家庭成员中包含非同居的抚养家庭成员。 

区分 收入基准 
达到家庭成员收入基准的带薪者源泉征收票的薪酬收入扣除后的金额（（）内的金额为全年收入总额）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普通阶层 
月收入在 

158,000 日元以下 

１，８９６，０００日元 

（２，９６8，000 日元）以下 

２，２７６，０００日元 

（３，５１2，000 日元）以下 

２，６５６，０００日元 

（３，９９6，000 日元）以下 

３，０３６，０００日元 

（４，４７2，000 日元）以下 

３，４１６，０００日元 

（４，９４8，000 日元）以下 

裁量阶层 
月收入在 

214,000 日元以下 

２，５６８，０００日元 

（３，８８8，000 日元）以下 

２，９４８，０００日元 

（４，３６4，000 日元）以下 

３，３２８，０００日元 

（４，８３6，000 日元）以下 

３，７０８，０００日元 

（５，３１2，000 日元）以下 

４，０８８，０００日元 

（５，７８8，000 日元）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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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申请方法  

请将以下文件提交至受理窗口（可邮寄）。另外，在申请时，请选择一个希望入住的县营住宅的住宅区等（*）。 
*请选择下列住宅区的地区。 

 ・太阁山住宅区・・・「北・中地区」、「北地区」、「南地区」 

  ・中川住宅区以及东中川住宅区・・・「中川地区」 

  ・莲花寺住宅区以及莲花寺北住宅区・・・「莲花寺地区」 

◎必须提交的文件   ◎仅限于当事人的必要文件  

提交的文件・注意事项 获取方法   须提交的文件 获取方法 

・县营住宅入住申请书 县营住宅管理中心  计划结婚者 婚约证明书 县营住宅管理中心 

  现 住 所  详细记入番地、号的信息。 县建筑住宅课官网  离婚调解中的人士 法院受理证明书 法院 

  工作单位  无业的情况请填写「無職」。   离婚协议中的人士 协议离婚申请书 县营住宅管理中心 

  理    由  详细记入为何出现居住困难的原因   抚养分居亲属的人士 源泉征收票、确定申告书的复印件  

・全家庭成员的住民票 市町村住民票担当课  寡妇 证明寡妇身份的户籍副本 市町村户籍担当课 

  ・如住民票无法显示关系，须提交户籍副本。   残疾人士 伤残手册（身体、精神、治疗）的复印件  

  ・外国人士须提交未省略国籍的住民票。    申请单身入住时，为认证入住资格的  

・入住者及同住者全员的收入证明 市町村税担当课   申请书  

  ・16 岁以上（除无收入的高中生之外）的预定入住者全员的证明   家庭暴力受害者 临时保护证明书 或者 县女性咨询中心 

  ・无收入的情况，须提交「所得０円」的收入证明书或者非课税证明书。    保护命令决定书 法院 

 *关于无法开出前一年收入证明（1 月～6 月），需另行提供以下能证明最近收入   外国人 在留卡・特别永住者证明书的复印件  

状况的任一文件：   高龄单身入住者 为认证入住资格的申请书  

①工薪收入者 工作单位开具的源泉征收票的复印件   其他单身入住者 证明有资格的文件  

②个体经营者 确定申告书的复印件   其他裁量阶层的家庭 能够证明为裁量阶层的文件  

③ 养老金受领者 最新的养老金入账通知单   因上一年度转职等导致 退     职  离职证明书等  

・关于证明入住者县税（除个人县民税。），无拖欠的纳税证明书 县税事务所  收入变更的人士 就职・转职  工资证明书  

・涉及到入住者的市町村提供的个人县民税的纳税证明书 市町村税担当课  ※有可能须要提交行政长官认为有必要的文件的情况。 

 

 ３．抽签  

在入住申请受理期限结束后，如果申请者人数超过可供入住的房屋数量，将举行决定入住优先顺序的抽签会（具体时间和地点将在申请受理时告知）。抽签将按照

申请时所希望的住宅小区等分类进行。 

 此外，根据不同的住宅小区等，老年人家庭、育儿家庭、单亲母子家庭等可能会受到特殊对待。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抽签会确定的入住优先顺序有效期至下一次受理期间所属月份的次月为止。在此期间，如有可供入住的住宅但未办理入住手续，则其入住优

先顺序将移至最后。 

另外，对于有残疾人家庭等需要调换住房的情况，以及因灾害等紧急需要入住的避难者，可能不按优先顺序处理，敬请谅解。 



― 7 ― 

 ４．申请・连带保证人  

１ 承诺书 

在获得入住资格后，县营住宅的指定管理者将进行通知。请在指定日期前提交县营住宅入住承诺书。承诺书中，需要决定入住者的印章证明书以及 1名连带保

证人的印章证明书以及连带保证人的收入证明书。 

 ２ 连带保证人 

      作为连带保证人，必须分别满足①和②两个条件。 

      ①  原则上为住在本县内的亲属，并持有日本国籍 
      ②  独立于决定入住者，并且必须具有和入住者同等以上的收入。 

 

连带保证人的最高保证金额（担保上限金额），为申请入住的县营住宅在入住时附近同类型住宅的 12个月租金总额，再加上 15万日元。 

如因充分努力仍无法找到连带保证人、且经知事认可的适当租金债务担保公司签订与租金相关的担保合同的申请者，可免除连带保证人要求。详情请咨询受理

窗口。 

 

 5．房租、押金等  

1 房 租 
   房租金额根据入住者的收入、住宅的规模、地理位置、建造年份等综合决定。具体金额请咨询受理窗口。 

此外，房租缴纳需通过金融机构的账户转账方式进行（不会进行上门收取。） 
２ 押 金 

    入住县营住宅时，需要缴纳相当于入住时房租三个月金额的押金。该押金将在退房时返还。 

但如有未缴清的房租等费用，将从押金中扣除。此外，押金也可用于部分退房时的修缮费用。 

 3 收入申告和房租 
   县营住宅的入住者每年需向事业主体（富山县）进行收入申报，根据申报结果决定下一年度的房租金额。如果未进行申报，房租将按附近同类住宅的房租标准

计算。（《公共住宅法》第 16 条第 1项） 

  此外，如收入申报后被认定为收入超标者（连续入住县营住宅三年以上，收入超过入住资格收入基准上限，并已收到通知者），需尽力搬出县营住宅。（《公共住

宅法》第 28 条第 1项） 

  同时，若在收入申报时提交了县营住宅个人编号申报表（即“个人编号卡”申报表），从提交的下一年度起，部分收入申报所需文件可省略。  

4 公共费用 
在公共住宅中，对于与其他入住者共同使用的设施，需缴纳以下公共费用。这些费用用于维持和管理居住环境，必须按时缴纳。（《富山县营住宅条例》第 21

条） 

此外，各住宅区的公共费用金额、支付方式及支付日期可能不同，请遵守各住宅区的规定进行缴纳。 

•电费（路灯、楼梯灯、集会室照明、电视信号放大器、供水设施的基本费用及使用费） 

•电器耗材费用（电灯泡、荧光灯管、开关插座、保险丝等的修理或更换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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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费（室外水龙头、集会室等供水设施的基本费用及使用费） 

•排水设备维护费用（室内外污水排水管及边沟的清扫、消毒等所需费用） 

•燃气费（集会室燃气使用费、燃气阀门的修理或更换费用） 

•低矮树木修剪、杂草清理及害虫防治的消毒费用 

•小区内的除雪费用 

•其他（小区内非法丢弃的大型垃圾、弃置车辆等的清理费用） 

5 退房修缮 

退房时需由入住者负担修缮费用，包括榻榻米翻新、障子和拉门的更换。 

此外，入住者自行安装的设施的拆除费用，以及因不当使用或疏忽导致设施损坏的修缮费用也由入住者承担。（《富山县营住宅条例》第 20 条） 

※榻榻米、障子及拉门的损耗，即使是因时间自然老化造成，也需根据县条例规定由入住者承担费用，与民间租赁住宅的处理方式不同。 

※修缮费用根据年度修缮单价、房间大小以及榻榻米、障子、拉门的数量而有所不同。 

※若未进行必要的清扫（如垃圾清理、扫地、擦拭清洁、水回路清理、窗户及厨房周边清洁等），可能会被要求支付清扫费用。 

 
 

 6．其他（注意事项）  

 
 1 宠物 

县营住宅禁止饲养狗、猫、鸽子等宠物(包括喂养)，以免影响其他入住者（包括临时照看）。为此，如因宠物噪音、异味等问题引发邻居投诉，经核实后可能会要

求退房。此外，如因宠物粪便导致住户内严重污损，可能会要求赔偿。 

但如身体残疾者希望使用导盲犬或辅助犬，可提出申请。 

 2 除草、除雪、打扫 

县营住宅内的除草（以下低矮树木（2m 以下）修剪）、除雪及清洁工作需由入住者合作完成。 

 3 自治会与町内会 

为了维护秩序良好、适宜居住的环境，住宅区内设有入住人员自治组织的自治会或町内会。入住者需意识到自己是集体生活的一员，不要将所有责任推给自治

会的负责人，应相互协助，共同维护良好的生活环境。 
4. 停车场 

停车位的分配由各住宅区的自治会负责。希望使用停车场的住户需向自治会负责人提出申请。 

原则上每户限 1个车位，禁止在来客专用车位或其他非指定区域停车。如违反停车规定，可能被取消使用停车位的资格。 

5. 外部纱窗安装 
各住户的纱窗安装及拆卸费用需自费（莲町住宅区 2、3、4号楼除外）。如有需要，请自行安装。 

6. 厕所盖及温水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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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营住宅的厕所原则上未配备盖板（部分住户除外）。如需安装盖板或温水马桶，请自行安装。 

7. 空调及照明设备 
县营住宅未配备空调及各居室照明设备，如有需要请自行安装。 

8. 电、水、煤气 
电、水、煤气的使用申请需由入住者自行联系各供应商办理。 

如入住住宅（东新庄、不二越、城川原、太阁山的部分区域）未配备浴缸及加热装置（風呂釜），需自行租赁。 

9. 集体住宅的基本礼仪 

在共同住宅生活期间，请遵守以下最低限度的礼仪。 

•遵守垃圾处理规则 

请遵守各市及住宅区的垃圾处理规定（如垃圾投放日期、分类方法等），共同维护良好居住环境。 

•避免噪音 

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听到日常生活中的声音，但请避免在清晨或深夜使用洗衣机或吸尘器。 

另外，大声喧哗或将音响设备的音量调得过高会影响邻居，请大家相互注意，避免造成困扰。 

•避免异味 

勿在房间堆积垃圾，保持卫生，防止异味及害虫滋生，避免给邻居造成困扰。 

•遵守停车规则 

不得在非指定区域停车，以免妨碍垃圾车作业、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通行或来客访问。 

•遵守自治会（町内会）规则 

住宅区的维护需全体住户的合作，请积极配合参与自治会的活动。 

•配合县实施的维修工程 

为了改善居住环境，富山县会进行建筑维修（外墙、防水、上下水管道、电力主干线）、管道更新等工程，可能因此产生振动、噪音、气味或需进入住户内部，

敬请理解并给予配合。 

此外，为高效配置工程车辆尽早完工，可能需要临时调整各位住户平日使用的停车位。如无法获得您的配合，将无法顺利完成工程，敬请务必给予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