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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社会福祉学会第 70 届春季大会报告 

全国大会运营委员会春季大会担当  

冈田 进一（大阪公立大学） 

大会主题：寻求消除不平等社会的方法 

举办时间：2022年 5月 29日（周日）13:00-17:30 

会场：线上举办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社会福祉学会第 70 届春季大会于 2022年 5月 29日（周日）13:00-

17:30在线上顺利举办。大会主题是“寻求消除不平等社会的方法”。为了防止新冠疫情的

传播本次大会以线上会议形式举办。 

首先，由会长空闲浩人致开幕辞。接下来，由获得了日本社会福祉学会 2021 年度学

术奖的 2位获奖者进行了演讲。西﨑绿（熊本学园大学）以“社会工作如何看待少数群体

-制度性种族歧视和美国社会福利史”为题发表了演讲。平野隆之（日本福祉大学）以“社

区福利管理-社区福利与综合的支援体系”为题发表了演讲。2位的演讲通俗易懂，这为我

们思考社会工作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机会。 

在学术获奖者的演讲之后，举行了以“寻求消除不平等社会的方法”为主题的研讨会。

研讨会的 2 位发言人分别是阿部彩（东京都立大学）和近藤尚己（京都大学），点评员是

垣田裕介（大阪公立大学），主持人是岡田进一（大阪公立大学）。 

首先，阿部彩以“不可接受的不平等-从儿童不平等的角度思考”为题发表了演讲。

演讲内容包括“不平等”和“贫困”的区别、日本在 2000 年后不断扩大的“不平等”趋

势分析、“不平等”问题相关的论点整理、儿童不平等的现状等。此外，各种“不平等”

和相对贫困相关联、并通过对国际数据的分析证实了“不平等”对儿童幸福感的影响。在

日本相关的实证研究很少，不能一概而论，但阿部彩表示担心，日本社会的“不平等”有

自行增长的趋势，在一个“人人自我保护”的社会里，不平等会越来越严重。演讲的最后

阿部彩提出，今后学会也需要就“贫困”和“不平等”进行学术性讨论。 

其次，近藤尚己以“通过结合医疗和福利来消除不平等”为题发表了演讲。内容包括

在公共卫生学领域内纠正健康不平等的群体方法、对群体方法的批判、日本老年学评价研

究的调查结果、与社会福利相关联的政策动态和以儿童为对象的社区综合支援体系的介绍、

以及纠正健康不平等的社区发展的具体事例等。在演讲的最后，近藤尚己指出在思考消除

健康不平等时，仅靠医疗是无法完成的，需要构建社会处方体系，并在创造普适环境的同

时，注重福利和医疗的结合。 

然后，垣田裕介对 2位发言人的论点进行整理、并对其内容进行点评。之后参会者还

提出了各种问题，使这次研讨会变得非常有意义。 

最后，副会长保正友子致闭幕辞，为第 70届春季大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借此，向本次大会举办之际给予大力支持的学会会员以及相关工作人员致以衷心的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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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福祉学会举办第 70 届秋季大会的通知 

执行委员长 津田 耕一（关西福祉科学大学） 

 

 

由关西福祉科学大学承办的日本社会福祉学会第 70 届秋季大会将于 10 月 15 日（周

六）、16日（周日）举行。 

在学会委员和事务局等众多人的支持与配合下，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筹办本次大会。借

此向大家表示由衷的感谢。 

本次大会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基础上以线下会议为主，同时也致力于部分会议能以ZOOM

直播以及网络点播方式相结合的方式举行。这样的方式，能让身处远方或在家的人都能参

加会议，执行委员会和所有的工作人员真诚期待大家的踊跃参加。 

此次大会的主题是「新常态与社会福利-展望“关联”的未来」。承办校企划的学术研

讨会将围绕大会主题从各个领域的角度展开讨论。迄今为止的众多灾难和最近的新冠疫情

促使我们反思生活的日常性。我们的日常生活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我们也在被迫寻找新的

生活模式。而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福利也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情况下，

从事社会福利的专业人员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人们在呼吁建立一个共生社区社会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却在日益淡化。因

此，我们将以“关联”作为关键词，重新思考从事社会福利的专业人员的存在与作用，以

及探讨如何支持他们发挥自己的专业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社会福利的专业人员是必不

可少的存在，而支持专业人员发挥其专业性是日本社会福祉学会的一项重要使命。 

在当今的社会形势和世界潮流中，那些以各种身份参与社会福利工作的人，如研究共

生社区社会以及从事社会福利工作的人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参加

本次大会，并进行热烈的讨论。 

本次大会我们将沿用日本社会福祉学会的会议安排，策划“留学生与国际比较研究的

研究会”、“启动研讨会”、“学会企划研讨会”、“特定课题研讨会”、“口头发表”、“海报发

表”等会议。关于“口头发表”、“海报发表”、“特定课题研讨会”，目前共收到来自各领

域的发表申请约 150件。 

本次大会的承办校关西福祉科学大学位于大阪东部，距离大阪市中心约 1小时车程的

一个安静住宅区。本次大会将是时隔三年的线下会议，我们真诚地期待大家的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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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学者网络“CS-NET”开始运营 

研究支援委员会委员 岛﨑 刚（久留米大学） 

 

 

在 2022 年 3 月发行的第 89 期学会新闻中所介绍的面向学会年轻学者的网络“CS-

NET”于 3月 21日举行了启动活动。 

CS-NET的启动活动，不仅可以提高学会内外部对网络的认识，还可以展示 CS-NET作

为学会对年轻学者研究支持的意义，并获得他们的认可。本次活动由两部分组成（第 1部

分：CS-NET介绍、年轻学者的接力谈话；第 2部分：信息交换会），旨在通过分享年轻学

者之间的现状以及困境来提高网络创建的动力。可能跟线上举办有关，这次活动一共聚集

了从北海道到九州的 80多名参与者。 

在第 1 部分的接力谈话环节中，3 位年轻学者提供了现实而引人注目的话题。在第 2

部分的信息交换会上，参与者分成若干小组，并在各自的小组里就第 1 部分的话题进行了

信息和意见交流。参与者不仅对能够分享他们作为年轻学者的奋斗历程表示欣慰和满足，

而且还表示他们受到了其他参与者的启发和鼓励，尽管他们有很多困难，但仍在努力地推

进研究工作。 

年轻学者所处的环境、面临的挑战不仅局限于社会福利学领域。只要参与研究活动其

成果就被期待能够回馈社会。年轻学者被要求做好研究但是却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如时间

限制和不稳定的职位。通过这次活动，我感受到了 CS-NET 能够为处于这种情况和环境下

的年轻学者提供研究支援。 

这次活动除了研究支援委员会的委员以外，还有 11名年轻学者负责运营。CS-NET 有

望作为一个调动网络参与者积极性的平台，而且通过这些活动提高年轻学者的研究水平、

创造力和企划能力也是它作为研究支持的意义所在。今后，我们将继续传播信息，吸引更

多的人能够积极参与 CS-NET。 

目前，研究支援委员会的 CS-NET 运营负责人正在准备网页和邮件列表。同时，我们

将参考在启动活动上收集到的各种意见来筹备开展年轻学者能轻松参与的沙龙项目，如研

究资助、论文写作、人生规划、研究伦理等相关座谈会。而且，我们也准备在日本社会福

祉学会第 70 届秋季大会上，举办以“研究不止-如何克服各种危机”为题的启动研讨会。 

由衷感谢年轻学者以及许多会员对 CS-NET给予的关注、理解与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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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訳者  

孫 応霞（中国・豊都県基層社会治理センター）  

 

翻訳者  

楊 慧敏（同志社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外国人留学生助手）  

 

翻译校对  

孙应霞 （丰都县基层社会治理中心）  

 

翻译人员  

杨慧敏（同志社大学社会学学院留学生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