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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示例

申请书（公共年金给付等领取者使用）

❶ 请填写申请人的相关信息。
申请日期、姓名（片假名）、性别、出生日期、现地址、电话号码

❷ 请勾选您目前在横滨市的儿童抚养补贴之认定情况。

(2) 若尚未接受认定
无需填写证书号码，请填写背面项目。

已接受儿童抚养补贴认定者无需填写背面。
但，若最近（大致为上一次即令和3年度〈2021年度〉的现状申报之后）家庭成员构成（儿童
或扶养义务人数量）有发生变化，并且尚未向横滨市申报的人，请填写背面的变更点项目。

❸ 请务必确认“誓约和同意事项”。

〇 请不要填写此栏目。

（正面）

下接背面。

(1) 若已接受认定
请填写儿童抚养补贴的证

书号码。预先已向领取儿童
抚养补贴者寄出通知书。
请参照通知书信封上所写

的证书号码。

１

２

３

●



填写示例

申请书（公共年金给付等领取者使用）

❹ 请填写申请人或受监护儿童所领取的公共年金等※相关信息。※含因父
亲或母亲死亡而领取的家属补偿。
公共年金等的种类、基础年金号码，领取人

❺ 请填写截至令和4年（2022年）3月31日的符合领取儿童抚养补贴条件儿
童的相关信息。
姓名（片假名）、亲属关系、性别、有无残障、出生日期、是否同居

若您与所监护的儿童不住在一起，需要另行提交分居监护申述书。

❻ 若有同居配偶或共同负担生计的扶养义务人，请填写相关情况。并请勾
选其公共年金的领取情况。

（背面）

〔此申请书需附加的资料〕
住民票、公共年金等的领取证明书、各种申述书 等
※已接受儿童抚养补贴认定者无需附加。

※此处填写的儿童，限满18岁之后的第一个3月31日为迟于令和5年（2023年）3月31日的儿童，
或者在申请时身有残障且未满20岁的人。

※“残障”指的是儿童抚养补贴法实施法令第1条第1项中规定的残障状况。就满18岁后已度过
第一个3月31日，并且未满20岁的身有残障者，视情况而定可能会进行残障状况确认。

※监护的儿童为4名及以上而无法全数填写时，请使用两张申请书。此时第2张填写正面的申请
人信息和追加的儿童即可。

※扶养义务人指与申请人共同维持生计（或申请人为养育人时维持申请人生计）的申请人父
母，祖父母，子女，孙辈等直系血缘亲属。

※扶养义务人为4名及以上而无法全数填写时，请使用两张申请书。此时第2张填写正面的申
请人信息和追加的扶养义务人即可。

有扶养义务人等时，除了申请人本人之外，还需提交扶养义务人的收入（所得）金额申述书。

❼ 请勾选令和4年（2022年）4月份的儿童抚养补贴支付条件相关项目。

❽ 请填写可接受转账的银行账号。请务必确认存折的记载内容后填写。
持有人名义请以片假名填写。

４

５

６

７

８



填写示例

申请书（家计突变者使用）

❶ 请填写申请人的相关信息。
申请日期、姓名（片假名）、性别、出生日期、现地址、电话号码

❷ 请勾选您目前在横滨市的儿童抚养补贴之认定情况。

(2) 若尚未接受认定
无需填写证书号码，请填写背面项目。

已接受儿童抚养补贴认定者无需填写背面。
但，若最近（大致为上一次即令和3年度（2021年度）的现状申报之后）家庭成员构成（儿童
或扶养义务人数量）有发生变化，并且尚未向横滨市申报的人，请填写背面的变更点项目。

❸ 请务必确认“誓约和同意事项”。

〇 请不要填写此栏目。

（正面）

下接背面。

(1) 若已接受认定
请填写儿童抚养补贴的证

书号码。预先已向领取儿童
抚养补贴者寄出通知书。
请参照通知书信封上所写

的证书号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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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填写示例

申请书（家计突变者使用）

❹ 请填写申请时符合领取儿童抚养补贴条件儿童的相关信息。
姓名（片假名）、亲属关系、性别、有无残障、出生日期、是否同居

若您与所监护的儿童不住在一起，需要另行提交分居监护申述书。

❺ 若有同居配偶或共同负担生计的扶养义务人，请填写相关情况。并请勾
选其公共年金的领取情况。

（背面）

〔此申请书需附加的资料〕
住民票、各种申述书 等
※已接受儿童抚养补贴认定者无需附加。

※此处填写的儿童，限满18岁之后的第一个3月31日为迟于令和5年（2023年）3月31日的儿童，
或者在申请时身有残障且未满20岁的人。

※“残障”指的是儿童抚养补贴法实施法令第1条第1项中规定的残障状况。就满18岁后已度过
第一个3月31日，并且未满20岁的身有残障者，视情况而定可能会进行残障状况确认。

※息和追加的儿童即可。监护的儿童为6名及以上而无法全数填写时，请使用两张申请书。此时
第2张填写正面的申请人信

※扶养义务人指与申请人共同维持生计（或申请人为养育人时维持申请人生计）的申请人父
母，祖父母，子女，孙辈等直系血缘亲属。

※扶养义务人为4名及以上而无法全数填写时，请使用两张申请书。此时第2张填写正面的申
请人信息和追加的扶养义务人即可。

有扶养义务人等时，除了申请人本人之外，还需提交扶养义务人的收入（所得）金额申述书。

❻ 请勾选申请时的儿童抚养补贴支付条件相关项目。

❼ 请填写可接受转账的银行账号。请务必确认存折的记载内容后填写。
持有人名义请以片假名填写。

４

５

６

７



填写示例

收入金额申述书（申请人〈父亲或母亲〉本人使用）

（公共年金给付等领取人使用）

❶ 请填写申请人的相关信息。
申请日期、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现地址、电话号码
证书号码（仅限已接受儿童抚养补贴认定者）

（正面）

〔填写申述书前请确认〕
☑ 此申述书是申请人为父亲或母亲时的样式。若为养育人，请提交附页“收入金额申述书（申请人
〈养育人〉本人使用） ”。

☑ 原则上请与申请书一并提交。
☑ 若有扶养义务人等时请另行提交“收入金额申述书（扶养义务人使用）”。

１

❷ 请填写申请人的令和2年（2020年）的收入情况。
养育费、工资收入、事业收入或房地产收入、年金等同收入

（年金收入−儿童抚养补贴等同金额）
※薪酬收入栏中并非填写税后收入，请填写总收入金额。

※必须附加所填写收入的证明资料。
※因遗失或其他理由而无法附加，或者因无收入而不存在证明书时，请提交附页“收入（预计）

金额申述书附页”。

２

３
❸ 请填写在❷中所填的各项收入的合计。

下接背面。



填写示例

收入金额申述书（申请人〈父亲或母亲〉本人使用）（公共年金给付等领取人使用）

❹ 申请人请填写同一家计的所抚养的亲属等（含儿童）的姓名。
・所填写的亲属为16岁以上不满23岁时请在相应栏中填“◎”。
・所填写的亲属为70岁以上亲属、配偶时请在相应栏中填“〇”。

（背面）

❺ 决定判断收入的基准金额。
请勾选您在❹中所填写的人数。

❻ 请确认申请人的收入低于所选择的基准金额。

❺中选择的基准金额
＋❹的◎数×15万日元
＋❹的〇数×10万日元

基准金额

❸的全年收入金额＞

〇 请不要填写此栏目。

※以收入计算时超出基准的话，或许以减去各种控除后的所得金额来计算可能低于基准，因
此也请考虑使用附页的“所得申述书”进行申述。

〔此申述书需附加的资料〕
各种收入相关证明书（课税证明书、记账本、年金决定通知书等）

※所扶养的人数为6名及以上而无法全数填写时，请使用两张申请书。
此时第2张填写正面的申请人信息和追加的扶养人即可。

※人数为6名及以上时，每增加1人则加475,000日元，请填写加上后的金额。

４

５

６



填写示例

收入预计金额申述书（申请人〈父亲或母亲〉本人使用）

（家计突变者使用）

❶ 请填写申请人的相关信息。
填写日期、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现地址、电话号码
证书号码（仅限已接受儿童抚养补贴认定者）

（正面）

〔填写申述书前请确认〕
☑ 此申述书是申请人为父亲或母亲时的样式。若为养育人，请提交附页“收入金额申述书（申请人
〈养育人〉本人使用）”。

☑ 原则上请与申请书一并提交。
☑ 若有扶养义务人等时请提交附页“收入金额申述书（扶养义务人使用）”。

１

❸ 请填写申请人的令和2年（2020年）2月之后的任意一个月收入，并将各种
收入合计后算出一个月的收入。
养育费、工资收入、事业收入或房地产收入、年金等同收入

（年金收入−儿童抚养补贴等同金额）
※薪酬收入栏中并非填写税后收入，请填写总收入金额。

※必须附加所填写收入的证明资料。
※因遗失或其他理由而无法附加，或者因无收入而不存在证明书时，请提交附页“收入（预计）

金额申述书附页”。

３

❹ 请将❸中算出的收入合计金额乘以12。
此金额即为申请人的收入预计金额。

下接背面。

❷ 请勾选因受新冠病毒感染症疫情影响收入减少栏目。

２

４



填写示例

收入预计金额申述书（申请人〈父亲或母亲〉本人使用）（家计突变者使用）

（背面）

５

６

７

❺ 请填写申请人同一家计的所抚养的亲属等（含儿童）的姓名。
・所填写的亲属为16岁以上不满23岁时请在相应栏中填“◎”。
・所填写的亲属为70岁以上亲属、配偶时请在相应栏中填“〇”。

❻ 决定判断收入的基准金额。
请勾选您在❺中所填写的人数。

❼ 请确认申请人的收入低于所选择的基准金额。

❻中选择的基准金额
＋❺的◎数×15万日元
＋❺的〇数×10万日元

基准金额

❹的全年收入预计金额＞

〇 请不要填写此栏目。

※以收入计算时超出基准的话，或许以减去各种控除后的所得金额来计算可能低于基准，因此也请
考虑使用附页的“所得申述书”进行申述。

〔此申述书需附加的资料〕
各种收入相关证明书（工资单、记账本、年金决定通知书等）

※所扶养的人数为6名及以上而无法全数填写时，请使用两张申请书。
此时第2张填写正面的申请人信息和追加的扶养人即可。

※人数为6名及以上时，每增加1人则加475,000日元，请填写加上后的金额。



填写示例

收入金额申述书（申请人〈养育人〉本人使用）

（公共年金给付等领取者使用）

❶ 请填写申请人的相关信息。
填写日期、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现地址、电话号码
证书号码（仅限已接受儿童抚养补贴认定者）

（正面）

〔填写申述书前请确认〕
☑ 此申述书是申请人为养育人时的样式。若为父亲或母亲时，请提交附页“收入金额申述书（申请
人〈父亲或母亲时〉本人使用） ”。

☑ 原则上请与申请书一并提交。
☑ 若有扶养义务人等时请提交附页“收入金额申述书（扶养义务人使用）”。

１

❷ 请填写申请人的令和2年（2020年）的收入情况。
养育费、工资收入、事业收入或房地产收入、年金等同收入

（年金收入−儿童抚养补贴等同金额）
※薪酬收入栏中并非填写税后收入，请填写总收入金额。

※必须附加所填写收入的证明资料。
※因遗失或其他理由而无法附加，或者因无收入而不存在证明书时，请提交附页“收入（预计）

金额申述书附页”。

２

３

❸ 请填写❷中所填各项收入的合计金额。

下接背面。



填写示例

收入金额申述书（申请人〈养育人〉本人使用）（公共年金给付等领取者使用）

●収入基准为A时的填写栏目
・所填写的亲属为16岁以上不满23岁时请在相应栏中填“◎”。
・所填写的亲属为70岁以上亲属、配偶时请在相应栏中填“〇”。
●収入基准为B时的填写栏目
・所填写的亲属为70岁以上亲属（不含配偶）时请在相应栏中填“〇”。
※所抚养的人数为6名或以上而无法全数填写时，请使用2张申请书。

此时第2张填写正面的申请人信息和追加的扶养人即可。

（背面）

❻ 依据所选区分，决定判断收入的基准金额。
请勾选您在❺中填写的人数。

〇 请不要填写此栏目。

※以收入计算时超出基准的话，或许以减去各种控除后的所得金额来计算可能低于基准，因此也
请考虑使用附页的“所得申述书”进行申述。

〔此申述书需附加的资料〕
各种收入相关证明书（课税证明书、记账本、年金决定通知书等）

※人数为6名及以上时，每增加1人则加475,000日元，请填写加上后的金额。

❹ 请选择用于判断的收入基准。
・无监护项目栏内所规定儿童时为收入基准A（左栏）
・有监护项目栏内所规定儿童时为收入基准B（右栏）

❺ 依据所选区分，请填写申请人同一家计的所抚养的亲属等（含儿童）的
姓名。

❼ 依据所选区分，请确认申请人的全年收入低于相应的基准金额。

❻中所选基准金额
＋“◎※”数×15万日元
＋“〇※”数×10万日元

基准金额
❸的

全年收入金额＞

※请一定勾选其中一方，请不要同时勾选双方。

〇为収入基准A的基准金额时

※◎
填写的16以上不满23岁的亲属等
※〇
填写的70岁以上的亲属、配偶

❻中所选基准金额
＋“〇※”数×6万日元

基准金额
❸的

全年收入金额＞

〇为収入基准B的基准金额时

※〇
填写的70岁以上的亲属（不含配偶）

４

５

６

７



填写示例 （正面）

下接背面。

收入预计金额申述书（申请人〈养育人〉本人使用）

（家计突变者使用）

❶ 请填写申请人的相关信息。
填写日期、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现地址、电话号码
证书号码（仅限已接受儿童抚养补贴认定者）

〔填写申述书前请确认〕
☑ 此申述书是申请人为养育人时的样式。若为父亲或母亲时，请提交附页“收入金额申述书（申请
人〈父亲或母亲时〉本人使用） ”。

☑ 原则上请与申请书一并提交。
☑ 若有扶养义务人等时请提交附页“收入金额申述书（扶养义务人使用）”。

１

❸ 请填写申请人的令和2年（2020年）2月之后的任意一个月收入，并将各种
收入合计后算出一个月的收入。
养育费、工资收入、事业收入或房地产收入、年金等同收入

（年金收入−儿童抚养补贴等同金额）
※薪酬收入栏中并非填写税后收入，请填写总收入金额。

※必须附加所填写收入的证明资料。
※因遗失或其他理由而无法附加，或者因无收入而不存在证明书时，请提交附页“收入（预计）

金额申述书附页”

３

❹ 请将您在❸中算出的收入合计金额乘以12。
此金额即为申请人的收入预计金额。

❷ 请勾选因受新冠病毒感染症疫情影响收入减少栏目。
２

４



填写示例

收入预计金额申述书（申请人〈养育人〉本人使用）（家计突变者使用）

●収入基准为A时的填写栏目
・所填写的亲属为16岁以上不满23岁时请在相应栏中填“◎”。
・所填写的亲属为70岁以上亲属、配偶时请在相应栏中填“〇”。
●収入基准为B时的填写栏目
・所填写的亲属为70岁以上亲属（不含配偶）时请在相应栏中填“〇”。
※所抚养的人数为6名或以上而无法全数填写时，请使用2张申请书。

此时第2张填写正面的申请人信息和追加的扶养人即可。

（背面）

５

６

７

❼ 依据所选区分，决定判断收入的基准金额。
请勾选您在❻中填写的人数。

〇 请不要填写此栏目。

※以收入计算时超出基准的话，或许以减去各种控除后的所得金额来计算可能低于基准，因此也请
考虑使用附页的“所得申述书”进行申述。

〔此申述书需附加的资料〕
各种收入相关证明书（课税证明书、记账本、年金决定通知书等）

※人数为6名及以上时，每增加1人则加475,000日元，请填写加上后的金额。

８

❺ 请选择用于判断的收入基准。
・无监护项目栏内所规定儿童时为收入基准A（左栏）
・有监护项目栏内所规定儿童时为收入基准B（右栏）

❻ 依据所选区分，请填写申请人同一家计的所抚养的亲属等（含儿童）
的姓名。

❽ 依据所选区分，请确认申请人的全年预计收入低于相应的基准金额。

❼中所选基准金额
＋“◎※”数×15万日元
＋“〇※”数×10万日元

基准金额
❹的

全年收入预计金额＞

※请一定勾选其中一方，请不要同时勾选双方。

〇为収入基准A的基准金额时

※◎
填写的16以上不满23岁的亲属等
※〇
填写的70岁以上的亲属、配偶

❼中所选基准金额
＋“〇※”数×6万日元

基准金额
❹的

全年收入预计金额＞

〇为収入基准B的基准金额时

※〇
填写的70岁以上的亲属（不含配偶）



填写示例

收入金额申述书（申请人〈扶养义务人〉本人使用）

（公共年金给付等领取者使用）

❶ 请填写申请人的相关信息。
申请日期、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现地址、电话号码
证书号码（仅限已接受儿童抚养补贴认定者）

（正面）

〔填写申述书前请确认〕
☑ 原则上请与申请书一并提交。
☑ 有扶养义务人等时请提交。

❸ 请入的详细说明，填写申请人的令和2年（2020年）的收入情况。
工资收入、事业收入或房地产收入、年金收入
※薪酬收入栏中并非填写税后收入，请填写总收入金额。

※必须附加所填写收入的证明资料。
※因遗失或其他理由而无法附加，或者因无收入而不存在证明书时，请提交附页“收入（预计）

金额申述书附页”。

❹ 请填写在❸中所填各项收入的合计金额。

下接背面。

※并非扶养义务人的信息。

❷ 请勾选进行申述的扶养义务人的属性。
（父母亲、祖父母、子女、孙辈、曾祖父母、曾孙、兄弟姐妹、配偶）

※仅限令和2年（2020年）12月31日时处于在经济上负担申请人生活状态中的人。

１

２

４

３

●



填写示例

收入金额申述书（申请人〈扶养义务人〉本人使用）（公共年金给付等领取者使用）

❺ 请填写进行申请的扶养义务人以同一生计抚养的亲属姓名。
・填写的亲属等为70岁以上亲属时（不含配偶），请在栏内填“〇”。

（背面）

❻ 决定判断收入的基准金额。
请勾选在❺中所填人数。

❼ 请确认扶养义务人的收入低于所选基准金额。

❻中所选基准金额
＋❺的〇数×6万日元

基准金额

❹的合计收入金额＞

〇 请不要填写此栏目。

※以收入计算时超出基准的话，或许以减去各种控除后的所得金额来计算可能低于基准，因此也请
考虑使用附页的“所得申述书”进行申述。

〔此申述书需附加的资料〕
各种收入相关证明书（课税证明书、记账本、年金决定通知书等）

※所抚养的人数为6名以上而无法全数填写时，请使用2张申请书。
此时第2张填写正面的申请人信息和追加的亲属即可。

※人数为6名及以上时，每增加1人则加475,000日元，请填写加上后的金额。

❽ 请对确认事项进行确认后，申请人和扶养义务人分别由本人填写姓名。

５

６
７

８



填写示例

收入预计金额申述书（申请人〈扶养义务人〉本人使用）

（家计突变者使用）

❶ 请填写申请人的相关信息。
申请日期、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现地址、电话号码
证书号码（仅限已接受儿童抚养补贴认定者）

（正面）

〔填写申述书前请确认〕
☑ 原则上请与申请书一并提交。
☑ 有扶养义务人等时请提交。

１

❸ 请填写进行申请的扶养义务人的令和2年（2020年）2月之后的任意一个月
收入，并将各种收入合计后算出一个月的收入。
养育费、工资收入、事业收入或房地产收入、年金等同收入
※薪酬收入栏中并非填写税后收入，请填写总收入金额。

※必须附加所填写收入的证明资料。
※因遗失或其他理由而无法附加，或者因无收入而不存在证明书时，请提交附页“收入（预计）

金额申述书附页”。

２

４

❹ 请将在❸中算出的收入合计金额乘以12。此金额即为申请人的收入预计
金额。

下接背面。

※并非扶养义务人的信息。

❷ 请勾选进行申述的扶养义务人的属性。
（父母亲、祖父母、子女、孙辈、曾祖父母、曾孙、兄弟姐妹、配偶）

３



填写示例

收入预计金额申述书（申请人〈扶养义务人〉本人使用）（家计突变者使用）

❺ 请填写进行申请的扶养义务人以同一生计抚养的亲属姓名。
・填写的亲属等为70岁以上亲属时（不含配偶），请在栏内填“〇”。

（背面）

５

６ ７
❻ 决定判断收入的基准金额。

请勾选在❺中所填人数。

❼ 请确认扶养义务人的收入低于所选基准金额。

❻中所选基准金额
＋❺的〇数×6万日元

基准金额

❹的合计收入预计金额＞

〇 请不要填写此栏目。

※以收入计算时超出基准的话，或许以减去各种控除后的所得金额来计算可能低于基准，因此也请
考虑使用附页的“所得申述书”进行申述。

〔此申述书需附加的资料〕
各种收入相关证明书（工资单、记账本、年金决定通知书等）

※所抚养的人数为6名以上而无法全数填写时，请使用2张申请书。
此时第2张填写正面的申请人信息和追加的亲属即可。

※人数为6名及以上时，每增加1人则加475,000日元，请填写加上后的金额。

８

❽ 请对确认事项进行确认后，申请人和扶养义务人分别由本人填写姓名。

●



填写示例

所得金额申述书（公共年金给付等领取者使用）

❷ 请填写❶的人的全年收入金额。
※为一并提交的“收入金额申述书”中的合计收入金额。

（正面）

〔填写申述书前请确认〕
☑ 原则上请与申请书及收入金额申述书一并提交。

❸ 请参照手头的资料和申述书中的基准金额填写❷的全年收入中被控除
金额。

请同时也从收入减去社会保险费等同金额（一律8万日元）。

※事业收入和房地产收入的控除证明必须提交记账本等的证明资料。
※因遗失或其他理由而无法附加，或者因无收入而不存在证明书时，请提交附页“所得（预计）

金额申述书附页”。

❹ 请填写从❷中减去❸的各项控除后的全年所得金额。

下接背面。

❶ 请勾选申述人的属性。
（本人、父母亲、祖父母、子女、孙辈、曾祖父母、曾孙、兄弟姐妹、
配偶）

１

２

３

４



填写示例

所得金额申述书（公共年金给付等领取者使用）

❺ 请选择适用的基准金额区分。

（背面）

５

６

７

❻ 依据所选区分，决定判断所得的基准金额。
请分别勾选“收入金额申述书”中所填人数。

❼ 依据所选区分，请确认全年所得低于相应基准金额。

❻中所选基准金额
＋“收入金额申述书”的“◎※”数×15万日元
＋“收入金额申述书”的“〇※”数×10万日元

基准金额
❹的

全年所得金额＞

〔此申述书需附加的资料〕
事业收入及房地产收入相关经费的证明（记账本等）

※人数为6名及以上时，每增加1人则加380,000日元，请填写加上后的金额。
※请务必勾选其中一方，请勿同时勾选双方。

８

❽ 确认须确认事项后，请由申请人本人填写（姓名〈片假名〉、出生日期、
电话号码）并由扶养义务人本人填写（姓名）。

・符合左侧基准金额：父亲或母亲为养育人且为收入基准A者
・符合右侧基准金额：为养育人且为收入基准B者、扶养义务人

※请务必勾选其中一方，请勿同时勾选双方。

〇为左侧基准金额时

※〇：附加的“收入金额申述书”的背面勾选的70岁以上亲属（不含配偶）

❻中所选基准金额
＋“收入金额申述书”的“〇※”数×6万日元

基准金额
❹的

全年所得金额＞

〇为右侧基准金额时

※◎：附加的“收入金额申述书”的背面勾选的16岁以上不满23岁的亲属等
※〇：附加的“收入金额申述书”的背面勾选的70岁以上亲属、配偶



填写示例

所得预计金额申述书（家计突变者）

❷ 请填写❶的人的全年收入预计金额。
※为一并提交的“收入预计金额申述书”中的合计收入金额。

（正面）

〔填写申述书前请确认〕
☑ 请与申请书及收入金额申述书一并提交。１

❸ 请参照手头的资料和申述书中的基准金额填写❷的全年收入预计中被控
除金额。请将1个月的经费等乘以12算出12个月的金额。

请同时也从收入减去社会保险费等同金额（一律8万日元）。

※事业收入和房地产收入的控除证明必须提交记账本等的证明资料。
※因遗失或其他理由而无法附加，或者因无收入而不存在证明书时，请提交附页“所得（预计）

金额申述书附页”。

２

３

❹ 请填写从❷中减去❸的各项控除后的全年所得预计金额。

下接背面。

❶ 请勾选申述人的属性。
（本人、父母亲、祖父母、子女、孙辈、曾祖父母、曾孙、兄弟姐妹、
配偶）

４



填写示例

所得预计金额申述书（家计突变者使用）

❺ 请选择适用的基准金额区分。

（背面）

５

６

７

❻ 依据所选区分，决定判断所得的基准金额。
请分别勾选“收入金额申述书”中所填人数。

❼ 依据所选区分，请确认全年所得预计金额低于相应基准金额。

❻中所选基准金额
＋“收入预计金额申述书”的“◎※”数×15万日元
＋“收入预计金额申述书”的“〇※”数×10万日元

基准金额
❹的

全年所得预计金额＞

〔此申述书需附加的资料〕
事业收入及房地产收入相关经费的证明（记账本等）

※人数为6名及以上时，每增加1人则加380,000日元，请填写加上后的金额。
※请务必勾选其中一方，请勿同时勾选双方。

８

❽ 确认须确认事项后，请由申请人本人填写（姓名〈片假名〉、出生日期、
电话号码）并由扶养义务人本人填写（姓名）。

・符合左侧基准金额：父亲或母亲为养育人且为收入基准A者
・符合右侧基准金额：为养育人且为收入基准B者、扶养义务人

※请务必勾选其中一方，请勿同时勾选双方。

〇为左侧基准金额时

※〇：附加的“收入预计金额申述书”的背面勾选的70岁以上亲属（不含配偶）

❻中所选基准金额
＋“收入预计金额申述书”的“〇※”数×6万日元

基准金额
❹的

全年所得预计金额＞

〇为右侧基准金额时

※◎：附加的“收入预计金额申述书”的背面勾选的16岁以上不满23岁的亲属等
※〇：附加的“收入预计金额申述书”的背面勾选的70岁以上亲属、配偶



填写示例

❶ 请填写申述人的相关信息。
填写日期、地址、姓名（片假名）、出生日期、电话号码

分居监护申述书

１

❹ 请务必确认“誓约和同意事项”。

〇 请不要填写此栏目。

〔此申述书需附加的资料〕
包含分居儿童记载了全体家庭成员的住民票。

❷ 请填写分居的所监护儿童信息。
姓名（片假名）、亲属关系、出生日期、分居处地址
※请按附加的住民票中记载内容填写姓名和地址。

※请填写在“横滨市以低收入且抚养儿童的家庭为对象的抚养儿童家庭生活支援特別给付金(针对
单亲家庭)申请书”中所写的分居中儿童。
监护的儿童人数为5名及以上时，请使用2张申报书。

２

❸ 请选择分居的理由。没有相符的理由时请选择“其它”并填写理由。

３

4

●



填写示例

拒绝领取申报书

❶ 请填写申请人相关信息。
证书号码、地址、姓名、出生日期、电话号码

１

〇 请不要填写此栏目。

●



填写示例

支付汇款账号登记等申报书

❶ 请填写申请人相关信息。
姓名（片假名）、性别、出生日期、现在地址、电话号码

❹ 请务必确认“誓约和同意事项”。

〇 请不要填写此栏目。

❷ 已接受儿童抚养补贴认定者请填写证书号码。

１

４

２

３

❸ 请填写可接受转账的银行账号。请务必确认存折的记载内容后填写。
持有人名义请以片假名填写。

预先已向领取儿童抚养补贴者
寄出通知书。
请参照通知书信封上所写的证
书号码。



填写示例

❶ 请填写申述人相关信息。
填写日期、地址、姓名（片假名）、出生日期、电话号码

领取现金申述书

１

❸ 请务必确认“誓约和同意事项”。

〇 请不要填写此栏目。

〔此申述书需附加的资料〕
提交此申述书后，如有必要，横滨市可能会要求您出示确认资料。

❷ 请尽量详细地记述不能通过申述人银行账号转账支付给付金的理由。
※仅限横滨市判断不能通过银行账号转账支付的情况，若是因为汇款入账
号后会被扣押的理由则不符合条件。

２

３

●



填写示例

❶ 请填写申述人相关信息。
填写日期、地址、姓名（片假名）、出生日期、电话号码

收入（预计）金额申述书附页

１

❹ 请务必确认“誓约和同意事项”。

〇 请不要填写此栏目。

〔此申述书需附加的资料〕
提交此申述书后，如有必要，横滨市可能会要求您出示确认资料。

❷ 请选择无法证明收入状况的收入项目。
２

❸ 请填写无法证明收入状况的理由。３

４

●



填写示例

❶ 请填写申述人相关信息。
填写日期、地址、姓名（片假名）、出生日期、电话号码

所得（预计）金额申述书附页

１

❸ 请务必确认“誓约和同意事项”。

〇 请不要填写此栏目。

〔此申述书需附加的资料〕
提交此申述书后，如有必要，横滨市可能会要求您出示确认资料。

❷ 请填写无法证明控除金额的理由。

２

３

●



填写示例

❶ 请填写申述人相关信息。
填写日期、地址、姓名（片假名）、出生日期、电话号码

领取相关申述书
(令和4年(2022年)4月之后接受认定的儿童抚养补贴领取者用)

１

〇 请不要填写此栏目。

❸ 请务必确认“誓约和同意事项”。

❷ 请填写儿童抚养补贴开始发放的月份。
※请注意并非补贴转入账号的月份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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