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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0届秋季大会 执行委员长 津田 耕一（关西福祉科学大学） 

 

   第 70 届秋季大会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周六），16 日（周日）在关西福祉科学大学

成功召开。近几年，由于台风、新冠疫情的扩大，本学会的许多项目都是被迫中止或是在

线上开展。然而，本次学会能够时隔四年在线下成功召开，我表示衷心的感激。当天天气

晴朗，有许多会员参加了大会，在此向各位会员表示感谢。参加此次大会的人员（包括海

外自由发表人员）共 585名，实际到场参加人员为 348名，线上参加人员为 287 名。 

   此外，考虑到目前的社会形势，我们还采取了线下、线上以及网络配信等多方融合的

形式，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开展了本次大会。针对在本次大会中所发生的如麦克风故障等问

题给大家带来的困扰，在这里向大家表示抱歉。 

   3 年前，我接到了要举办学会的通知。当时我从时任会长金子光一老师那里收到通知

时，感到了些许迷茫。但是，许多社会福祉学科的年轻教师，以及骨干教师们都鼓励我说：

“要干就趁现在，趁我们现在还有精力。”所以，我接受了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由

于新冠疫情的原因，本次大会的召开也顺延了一年，于今年正式召开。 

    我想借此机会，对在这期间给予我们偌大帮助的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山县文治老师，

岩崎晋也老师，伊藤嘉余子老师等执行委员们，学会的理事们，以及国际文献社的老师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一天上午，大会以“社会福祉研究和教育中的多文化共生：在新冠疫情中开展研究

的留学生的经验以及来自教育・支援现场的声音”为题，举行了留学生和国际比较的研讨

会。在大会开幕式之后，举行了学会奖颁奖仪式。名誉会员岩田正美老师和会员永田祐老

师被授予学术奖，会员史迈老师与会员阿久津美纪老师被授予学术奖鼓励奖（个人著作类）。

在这里再次向获奖的各位老师表示衷心的祝贺。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新日常和社会福祉：展望联通性的未来”。近几年由于各种灾害和

新冠疫情的扩大，导致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也被迫开始摸索新的

生活模式，可以说，我们迎来了重新思考以及讨论什么才是生活日常性这个问题的时机。

此时，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福祉学的作用也开始被重视起来，从事社会福祉领

域的专业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因此，我们将人与人之间的“关联”作为主题，探

讨专业人员应该发挥的作用也成为了本次大会的主旨。 



   在主办校企划的讲座中，参会人员们都根据大会主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可以说本次

大会是一场讨论非常热烈，所有与会人员与会场融为一体的大会。 

   大会的第二天，研究支援委员会策划了以”持续研究：如何克服各种危机“为题的启

动座谈会，以”残疾、女性：围绕性与生殖“为题的特别课题会议，以“思考社会福祉学

领域的研究方法论：具体的评价方法“为题的学会企划会议，以及口头发表。此外，本次

大会的海报发表在线上举行。口头发表一共有 105 个。再次向担任本次大会的全体总结，

主持的各位会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回顾本次大会，我也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口头发表和海报发表的审查。由

于审查相当严格，所以给参加发表的各位会员带来了很大的负担。今后有必要对审查的范

围和标准进行深入的讨论。第二个是，大会的举办形式，从过去的只有线下举办变成了如

今的线下，线上以及网络配信等多种形式。多种方式的举办既有利也有弊。因此我们应该

认真讨论下一届大会的举办形式。第三个是，为了防止新冠疫情的扩散，我们取消了信息

交流大会活动。而且海报发表也是在线上举行。因此，我认为这极大的限制了会员们的沟

通与交流。虽然此次是时隔许久的线下学会，但未能让会员们进行沟通与交流，我感到十

分遗憾。希望各位会员们能不吝赐教，给予我们更多宝贵的意见。 

   最后，此次大会是由本校学会会员的 17名执行委员和非会员的社会福祉学科教师 1名，

共 18 名教师全力准备的。另外，作为大会前期筹备和当天协调人员的本校学生，对参会

的各位会员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对本校学生优秀的表现，学会会长空闲浩人在大会开幕式

上也进行了表扬。我认为，此次大会是由教师和学生共同举办的大会。在这里，也向本校

所有的参与人员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22 年度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社会福祉学会 学会奖颁奖典礼 

 

    根据学会奖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果，决定了本学会 2022 年度的学会奖。学术奖（个

人著作类）授予岩田正美名誉会员和永田祐会员，鼓励奖（个人著作类）授予史迈会员和

阿久津美纪会员。 

   颁奖典礼于第 70 届秋季大会的第一天 2022年 10月 15日（周六），在关西福祉科学大

学所举办的开幕式之后举行。颁奖典礼现场的情况除了当天的直播外，还提供了网络浏览

的录播材料，浏览时间到 11月 17日（颁奖典礼在企划座谈会视频开始后的约 1个小时）。 

 接下来将与大家分享获奖者的喜悦之声。 

 

◆学术奖（个人著作类） 岩田 正美（日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 

获奖作品：《生活保护解体论：重新编织安全网》 

                                    （岩波书店，2021 年 11月 5 日发行） 

    8月初，在收到来自学会事务所关于是否接受学会学术奖的邮件时，我感到非常惊讶，

并回复到是否弄错了。这是因为我已经是在春季大会中被推选为名誉会员的后期高龄者，

并且在 2017 年也获得过一次学术奖。也就是说，自己已是“退居二线”的研究者，所以

不能成为年轻学者的障碍，并且对于连续两次获奖这件事情我感到十分抱歉。但是，从规

定上来讲，并没有年龄和获奖次数的限制，既然审查委员会推选了我的拙著，那我就欣然

的接受了。除我之外，此次还有其他 3名获奖者，这让我不禁感慨日本社会福祉学会不愧

是“全年龄层覆盖型”的学会。因此我的心情也变得轻松了许多。 

    获奖作品是试图弄清我从前就一直感到困惑的生活保护制度在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制

度整体中所处的“孤立位置”的问题。关于生活保护，我意识到，申请手续方面的问题以

及自立援助等方面的问题经常被提及，但却极少有人对制度进行仔细的考量。而且，在处

于日本福祉国家核心的“全国民医保、年金”的关系中也未曾被讨论过。另外，生活保护

标准与低收入标准之间的关系也未曾被整理。因此，在本书中，我罗列了以上的问题，并

针对如何将社会扶助制度进行拆分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最初本书是以从事贫困支援工作的年轻人为对象，尽量使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但是

由于本书所论述的是较为复杂的制度论，因此我自己也对于其中的许多知识进行了重新整

理和学习，关于这部分，可能会比较晦涩难懂。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其他研究者们在进行

后续研究时，能对这些内容进行补充说明。但由于研究工作往往是纵向式的发展，因此我

也觉得关于多种制度的横向讨论有些难以深入。 

 



◆学术奖（个人著作类）永田 祐（同志社大学） 

获奖作品：《整合型支援制度的管理：连接实践与政策的市区福祉行政的展开》 

              （有斐阁，2021 年 10月 15日发行） 

   此次我的拙著《整合型支援制度的管理：连接实践与政策的市区福祉行政的展开》能

够获得学会奖（学术奖）的荣誉，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针对伴随社会个人化而显现出来的应对新的生活困难的方法，我对是否应该通

过建立“制度福祉间”以及“制度福祉与地区福祉的联动”来建立所谓的整合性支援制度

体系，以及应当如何建立此项制度，从管理的视角进行了论述。整合型支援制度的管理是

指，通过与负责实践工作的各种主体之间的联动，对国家的政策进行合理加工，并针对每

个个体的特征进行量身打造的领域，从而引导各种各样联动的市区福祉行政应当承担的责

任与角色。也就是说，本书是衔接宏观政策与微观实践的中间领域，但不仅仅是作为在法

律基础上的社会福祉的“运营”，而是将其定位为多样的主体间所进行的动态化联动的舞

台，并将推进此种动态化联动的过程定位为“管理”，以此为视角进行了分析总结。 

   为了能够弄清此过程，本书主要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对负责整合性支援制度的相关部

门以及其职员进行了采访和参与观察。我选择了之前有过一定了解的自治体作为调查对象，

但也因为如此，自己在作为“实践”的同时还必须从研究者的视角对现场进行干预，此次

经历让我明白了开展地区福祉研究的不易。关于地区福祉研究的方法，今后有必要进行更

加深层次的探讨。 

   正因为社会福祉是一门来源于实践的学问，今后我将谦虚的向在社会福祉一线辛勤工

作的人员学习，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并推进本书当中所提到的“未完成的课题”，开展

实践与研究。最后，我想再次向精读了拙著的审查委员的老师们，以及与我共同完成本研

究的 5个地方自治体的相关人员，还有至今为止对我的研究给予了大量帮助的老师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 

 

◆鼓励奖（个人著作类）史 迈（清华大学） 

获奖作品：《联动模型：被埋藏在制度性支援“缝隙”里的新型支援战略》 

              （晃洋书房，2021 年 3 月 20 日发行） 

 在研究生期间，我的指导教师埋桥孝文老师曾说，与其被评价为“好的研究”不如被评

价为“有趣的研究”会让我更开心。最初，我不太明白什么叫有趣的研究，但在同志社大

学七年的留学生活中，我逐渐明白了。以做“有趣的研究”为目的的拙著能在此次评选中



获得鼓励奖，我在感到非常光荣的同时，也为自己所认为的“有趣”能够与读者们共享（尤

其是优秀的老师们）、共感，并且取得大家的认同而感到非常开心。在这里，我想对本研

究的“有趣”之处，进行以下两点说明。 

    第一点是与多种知识的相遇。拙著是以同志社大学社会福祉学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进

行写作的，但内容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福祉学领域。为了能够达成研究目的，我积极的对各

种各样的学问领域知识和方法进行了广泛的学习。比如，在前半的理论部分当中，除了对

传统福祉多元主义理论（社会福祉学）之外，还对新制度派组织论（组织社会学），官民

联动论（行政学）等领域的论点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在后半的案例研究部分当中，虽然

是以年轻人支援的福祉支援案例为焦点，但大胆的应用了服务运营管理（经营学）领域中

所惯用的方法进行了分析。 

 第二点是创造了新知识。在“联动”这个词汇，被当下许多研究书籍以及公文书籍暧

昧滥用的现状下，拙著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对这个词汇进行了根本性的探讨。特别是，

我将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被广泛关注的“联合生产（co-production）”这个概念应用到

福祉领域的“缝隙”问题的解决当中来，可以说是本书的“卖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

在通过进行详细的探讨之后再从实际的社会服务生产活动的实践现场出发，实现了能够引

导出作为新型理论的这一过程。虽然也有瓶颈的时候，但正是这种体验，才成为了本研究

与其他研究有所不同，也就是学术上的独创性。 

 也许，正是因为吸收了许多有趣的知识，所以才让本研究变成了有趣的研究吧。今后

我将以“有趣的研究”为目标，持续不断的努力。 

 

◆鼓励奖（个人著作类）阿久津 美纪（目白大学） 

获奖作品：《我的记录，家族的记忆：援助终止与社会养护的将来》       

（大空社出版，2021 年 8月 13 日发行） 

   此次拙著能够获得鼓励奖，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在这里，我想对迄今为止在我的研究



道路上为我提供过诸多帮助的老师们，以及从许多优秀的作品当中选择了拙著作为获奖作

品的审查委员的老师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虽然不是优秀的作品，但以儿童福祉的记录

问题为焦点，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这个问题，从而发行了拙著。 

   我以档案学当中的记录管理和情报管理的学问领域为中轴，在最初开始研究档案学的

时候就将社会养护作为研究对象。本书凝聚了我从博士研究生期间到现在的研究成果。在

研究过程中我访问过许多儿童福祉设施，并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一所设施是调查时间最长

的，我从硕士研究生开始就一直受其照顾。当时，为了调查我访问了一所设施，其中有位

员工对我说：“研究者来一次以后，就把当时看到的东西作为研究的成果，我讨厌这样的

行为。”从那时开始我就暗下决心，我一定要经常来，并与设施的员工们构建良好的关系。

就像当时那位员工所说的那样，通过长时间的相处，我看到了许多从前未曾看到的东西。

因此，我想对当年跟我说这番话的员工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 2016 年到 2018 年的这段期间，我有幸得到了入住儿童自立支援设施北海道家庭学

校的机会，可以深入了解观察员工和入住儿童的日常生活。此次学习的成果虽然没能在本

书中反应出来，但此次学习的经验让我切身体会了解到历史久远的民间儿童自立支援设施

的实情，这也成为了完成本书基础的构架。 

   我将真挚的接受在本次审查中各位老师对拙著提出的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注重日常的

积累，希望能够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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