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来自东京都立大学的和气纯子，在 2024年 5月 26日召开的 2024年度员工大会及其

后的临时理事会中，我被任命为第 9期（总计 30期）会长。尽管我能力有限，但在接下来的

两年里，我将秉持会员的需求，顺应时代变化，努力巩固社会福利学的基础，并追求新的发展。

我会与理事和各委员会的委员们一起竭尽全力，希望大家给予支持和协助。 

今年将迎来学会创立 70周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本人第一次担任理事并参与

学会的运营，追溯起来大约是在 12年前。当时，我们在四谷（地点名称）租用了一个办公室，

并直接雇用了几名事务局职员。然而，由于事务局职员的非正式雇佣形式受到质疑，以及办公

室的抗震性能存在问题，为了实现学会的稳定运营，我们决定将事务局全面外包。在经过公开

招聘审查后，事务工作移交给了现在的国际文献公司。在这期间，我们忙于应对这项事务。此

后，我有幸担任了 4届财务主管理事以及副会长（国际学术交流委员会主席）。如今，学会能

够稳定运营，我再次对这期间付出努力的所有相关人员及会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一方面，自 12 年前开始显现的一些课题仍未得到解决。其中最大的问题是，由于人口

减少和少子高龄化导致的会员人数减少。在社会福利学领域，大学等研究教育机构也因学生人

数减少而面临关闭或转向其他领域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学会开始了一些新的举措，以准确

把握会员的多样化需求和研究兴趣，并支持他们的研究活动。例如，自 2022年起引入了长期

会员制度。该制度针对 65岁以上因退休等原因不再担任全职职务的会员，且在学会所属 25年

以上的会员，通过减免会费来鼓励其在退休后继续参与学会的研究活动。此外，为了扩大对研

究生和早期职业研究者的支持，学会正通过数字工具促进相互交流，并进行多样化的尝试。此

外，国际学术交流促进委员会计划在现有的日韩中合作基础上，积极推动与欧美国家的交流。 

此外，自上届起，我们设立了“学会未来研讨会”，以年轻会员的视角讨论学会未来的发

展方向。从本届开始，我们将把研讨会进一步发展为常设的“学会基本构想委员会”，着眼于

10 年后的发展，进行更具体的构想探讨。此外，关于人文社会科学学协会男女共同参与促进

联络会（简称 GEAHSS），本学会预计将于今年 10月起担任副主办学会，并于明年 10月起担任

主办学会。为了推动男女共同参与，我们将尽力承担起本学会的责任，充分发挥其作用。 

另一方面，疫情期间快速推进的数字化也给研究和我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

学会中，我们将珍视面对面交流中获得的人际联系，同时也将利用数字化手段，在大会等活动

中适时引入远程视频交流方式，以保障对研究活动的参与，并努力进一步激活研究活动。 

此外，前不久举行的春季大会的主题是“战争与社会福利——从历史研究中学习”。尽管

疫情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但国内外灾害和战争频发，几乎每天都能在荧幕上看到关于战

争的惨状。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深切感受到有必要重新思考作为一门学科，社会福利学领域应

该做些什么。 

大约 10 年前，当时岩田正美老师担任本学会会长，他发起了题为“战后 70 年的 8 月 15

会长就任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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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会长声明，社会福利系学会联合会中的多位学会会长也对此表示支持，发布了联合声

明。然而，当时我们无法想象会有如此迫切的战争威胁，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攻。在近几

年，不仅是乌克兰，中东、中国、北朝鲜等邻近国家也面临着越来越现实的战争威胁。此外，

在日本，也出现了对先前战争反省所产生的各种举措被搁置的迹象。 

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未知的时代，我们再次面临讨论社会福利学的意义问题，即如何支持

每一个人的生活，并探索“没有任何人被遗留”的社会的存在方式。我们需要重新明确这一意

义，并通过研究共同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我希望与各位会员共同合作，期待大家的积极参与

和反馈。 

 

 

 

 

 

 

 

 

 

 

 

 

 

 

 

 

 

 

 

 

 

 

 

 

 

 

 

 



 

 

 

 

 

值此之际，第 72届秋季大会将于 2024年 10月 26日（星期六）和 27日（星期日）在东

海市艺术剧场和日本福祉大学东海校区举行。大会主题为“探索现代社会福利的本质”，我们

将展开各种企划。虽然大会将以面对面的形式进行，但部分环节将通过在线视频的方式进行播

放。接下来，我将对具体内容进行介绍。 

 

1. 学会日程 

第一天上午将开展以“思考实践与研究的循环”为主题的研讨会（在日本福祉大学东海

校区）。会议中将基于三位研讨者的发言进行讨论。在研究支援委员会主办的这一环节中，我

们希望吸引包括初期职业研究者在内的众多参与者。 

下午将在附近的东海市艺术剧场举行大会开幕式。届时，学会会长和东海市市长将进行致

辞，并举行学会奖颁奖仪式。 

大会的校企策划研讨会将以“针对生活不稳定群体的新安全网”为主题，从多个方面围

绕针对生活不稳定群体的新安全网进行探讨，旨在深入了解现代社会福利的本质。在中央大学

教授宫本太郎老师的开幕演讲之后，将由三位研讨者进行发言。 

晚上，我们将在东海市艺术剧场的多功能大厅举行信息交流会。请参与者们共同享受来自

爱知县的美食和音乐。 

第二天，会议将在日本福祉大学东海校区举行。除了口头报告、海报展示和特定课题讨论

会之外，我们还将举行以“探讨国际学术交流与研究的方向（暂定）”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的目的是从全球视角审视学会中应有的国际学术交流的形式，并从学术角度验证以国

际交流为基础的研究（如国际比较研究）的方向。 

第二天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学会策划的研讨会。主题为“重新审视社会福利中的‘联

系’——‘联系’与‘匿名性’”，我们将以“匿名性”和“联系”为切入点，讨论社会福利

的实践和研究。希望通过四位研讨者的发言，展开深入的探讨。 

 

2. 希望大家协助的相关事项 

接下来，以下的相关事项希望大家给予协助配合。 

首先是关于学会的参加申请。目前，参加申请期已经开始，9月 19 日之前是早期优惠期。

此外，对于正会员中的研究生、大学生和专科学校生，如果在 9月 19日之前完成规定的手续

并获得批准，秋季大会的参加费用将被免除，因此请大家尽早申请。 

接下来是关于住宿地点的说明。最近的太田川站从名铁名古屋站出发需 17分钟，从中部

国际机场出发需 20分钟，因此交通非常便利，容易到达。因此，除了东海市的酒店外，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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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或名古屋站附近的酒店也很方便使用。 

以下是关于午餐的说明。我们不提供便当的预订服务。请利用附近的餐馆和便利店。此外，

27 日大学内的生协食堂也会开放。 

此外，我们还将安排衣物寄存、书店等销售服务、信息保障和托儿保育服务，具体信息请

参考官方网址。 

▼第 72届秋季大会「参加申请指南」 

https://www.jssw.jp/conf/72/entry.html 

 

    为了使本次大会成为大家掌握最新研究成果、促进相互交流的机会，工作人员将全心全意

做好相关准备，期待着大家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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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题：战争与社会福利——从历史研究中学习 

    召开时间：2024 年 5月 26日（星期日）13:00～17:00 

会场    ：明治学院大学白金校区本馆 1101 教室 

 

 

2024年 5月 26日，第 72届春季大会举行。 

开幕之际，新任会长和气纯子老师在当日的定时会员大会和理事会上发表了开幕致辞。随

后，日本社会福利学会 2023年度学术奖获奖者林健太郎老师（慶应义塾大学，获奖作品《所

得保障成立史论——英国“生活保障系统”的形成与法的作用》）进行了专题演讲。林会员在

演讲中不仅介绍了本研究的构思和发展，还讲述了劳动与所得保障的关系，以及劳动者生活保

障系统从中世纪到现代是如何传承的。这些内容与随后的研讨会主题不谋而合，为大会增添了

深度。 

之后，我们举行了以“战争与社会福利——从历史研究中学习”为主题的研讨会。藤井渉

（日本福祉大学）、武田尚子（早稻田大学）、土屋敦（关西大学）三位老师作为研讨者参与了

讨论，评论员为杉山博昭老师（诺特丹清心女子大学），协调员则由山田老师担任。 

藤井老师通过探讨将国民进行序列化的征兵检查标准等角度，阐明了战时残疾人如何被

对待，并指出这种歧视结构至今仍然存在。武田老师详细解释了英国军需省福利部部长 B.S.

劳特里的工厂福利政策的展开过程，并揭示了战时女性劳动者劳动环境得到改善的讽刺历史

事实。土屋老师则基于对战争孤儿的采访调查，介绍了他们的生活故事，并指出了战争对儿童

带来的悲惨状况及其在 70年间未曾被提及的沉重意义。 

在听取了三位报告者的发言后，评论员杉老师指出，我们需要认识到战时福利与战后福利

之间的连续性和共通性，并理解福利是如何被用于战争中的。虽然时间有限，这些论点以及来

自听众的问题，仍促成了研讨者之间的讨论。尽管未能充分保证讨论时间令人遗憾，但这次研

讨会提供了有意义的机会，让我们意识到在日本，即使不必回顾乌克兰或加沙的战况，也必须

将“战争与社会福利”视为当前的问题而非过去的问题。 

研讨会的最后，由新任的副会长本乡秀和老师进行了闭幕致辞，会议顺利结束。衷心感谢

所有参加会议的各位，以及在大会举办过程中给予支持的相关人员。 

 

 

 

 



【预备活动】利用 Gather 开展的 CS-NET 沙龙活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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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3月 30日（星期六）14:00至 15:00，我们利用了 Gather 平台举行了为期 1小时

的在线预备活动——CS-NET 沙龙。在第 1 部分当中，以“在元宇宙中交流意见”为主题，我

们让参与者实际使用 Gather进行了交流的基础上，又开展了第 2部分，让参与者们进行了充

分的意见交换。本次活动有 12名初期职业研究者参加，大家在 Gather 的初体验和 CS-NET未

来的应用可能性等方面进行了充满活力的交流。2024年 3月 30日（星期六）14:00至 15:00，

我们按照上述相同的程序再次使用了 Gather 平台举行了为期 1 小时的在线预备活动——CS-

NET沙龙。在第二次活动中，我们以“在元宇宙中交流意见”为主题，同样在第 1部分让参与

者实际使用 Gather 进行交流，第 2 部分则进行意见交换。本次活动有 12 名初期职业研究者

参加，大家在 Gather 的初体验和 CS-NET未来的应用可能性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活跃的交流。 

首先，由负责日本社会福利学会研究支持委员会 CS-NET沙龙策划的保田真希委员（北翔

大学准教授）对本次预备活动的目的和 Gather 的使用方法进行了说明。以往的沙龙中，初期

职业研究者们在进行混合模式或 Zoom上的意见交流后，往往难以继续交流。因此，为了检验

是否可以引入 Gather 作为沙龙后意见交流的场所，本次预备活动由研究委员会策划。 

在第 1部分中，参与者们利用 Gather进行了试验性的交流。Gather 是一个可以在线聚集

和交流的虚拟空间服务。用户可以通过 Google 账户或电子邮件地址登录，创建自己的虚拟形

象并自由移动。可以通过语音、聊天或视频与其他用户进行对话。在本次活动中，保田真希委

员事先创建了一个配备了喷泉广场和椅子游戏室的聊天房间。由于每个房间免费参与的人数

限制为 10名，因此 12名参与者在交流过程中自由进出各个房间。 

最初，大家坐在桌子旁，分享了虚拟形象的操作方法、视频画面的背景设置以及对 Gather

的初体验感受。之后，大家在自由移动的同时，也与路过的人进行随意的交谈。 

第 2部分中，参与者们返回 Zoom会议，在保田真希委员的主持下，对 Gather的使用体验

进行了意见交换。由于参与者人数有限，每个人都有机会自由发言。总体来说，大多数人认为

Gather 使用简单且有趣。与 Zoom 会议不同，Gather 允许用户像玩游戏一样使用虚拟形象自

由移动进行交流，这一点得到了好评。此外，使用虚拟形象使交流更加亲切，参与者认为沙龙

作为交流后可以随时联系对方的平台也很方便使用。并且，与 Zoom的分组讨论相比，Gather

使得交流更为随意方便，能够更自由地进行讨论。还有人提到，在与工作环境不同的平台轻松

交流，看到大家都在同一个房间里得到了心理上的安全感和放松感。由于 Gather没有主持人，

用户可以随时进入同一个房间，在这样的心灵平台上能与伙伴轻松交流。通过这次预备活动，

更加提高了对今后沙龙引入 Gather的期待。然而，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在智能

手机等设备上无法自由移动虚拟形象，使用起来不够方便。最后，由于 Gather对每个房间的

免费参与人数限制为 10 人，超过 10 人的情况下费用负担成为一个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并创

造一个让更多人能够舒适使用的环境，将是未来的课题。 

在全员意见交换后，髙良麻子理事（法政大学，研究支援委员会委员长）和姜民护会员（同



志社大学）进行了总结和致辞，确认了今后沙龙的策划方针并鼓励会员们的主动参与。尽管本

次预备活动的参与者人数有限，但大家积极尝试新的事物，自由而热烈的讨论使气氛非常活

跃，活动圆满结束。在此，衷心感谢所有相关人员的支持与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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