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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地域国际化推进研讨委员会的报告 

地域国际化推进研讨委员会于去年 12月，就“灾害时向外国人的信息提供－以东日本大地

震的经验为参考－”，接受了东京都生活文化局长的咨询，反复进行了研讨。在今天举办的研讨

委员会上提出了相关报告（另纸所示），特此通知。 

  

 

 

 

 

 

 

 

 

 

 

 

 

 

 

 

 

 
 
 
 
 
 
 
 

报告要领 

1 东日本大地震时外国人的情况 

 (1) 地震发生时的情况 

  ・ 很多人是因东日本大地震第一次体验地震，感到很惊慌。 

  ・ 交通工具都瘫痪了，车站的广播很多人听不懂，很混乱。 

  ・ 利用微博与 Facebook向家人报平安的人很多。 

  ・ 主要是靠电视与互联网进行信息收集。 

 (2) 地震发生后的情况 

  ・ 根据问卷调查，由于本国家人召唤要求等，四分之一的外国人回国。未避难、迁移、

回国等的外国人约占 6成，与回国者相比，这部分人在日本生活时间较长。 

  ・ 需要的信息有地震信息与核电站事故的信息，还有在哪里能买到水与食品、计划停电

的预定等生活信息。 

  ・ 由于对核电站事故等相关的专业用语不能充分理解等，很多外国人感到信息不足。 

2 明朗化的课题 

 (1) 东京都与区市町村及外国人支援团体为了防备灾害，采取各种措施向外国人进行的防

灾普及教育等，并未充分浸透落实。 

 (2) 对于日语能力不足的外国人，地震信息与行政用语中专业用语较多，难以理解。 

 (3) 东京都与区市町村及外国人支援团体提供信息的手段，主要是主页与宣传印刷品等，

在外国人之间，SNS等方式也被广泛利用。 

 (4) 防灾（外语）志愿工作者灾害时在避难所等主要是从事口译等业务，其他领域的业务

研讨与平时的利用没有充分进行。 

 (5) 灾害时有各种各样的信息流传，需要根据正确的防灾知识冷静对应，但外国人与日本

人相比，这方面的知识准备还不够充分。 

 



 
 
 
 
 
 
 
 
 
 
 
 
 
 
 
 
  
 
【参考】地域国际化推进研讨委员会 

这是从 2001年度开始设置的、由日本人与外国人双方的委员组成的委员会，目的是为了使东

京成为外国人也可安居乐业、自我发展的街区，就有关课题进行研讨。 

3 为了有效地进行信息提供 

 (1) 在规划阶段就听取、吸收外国人的意见，以“通俗易懂的日文”编辑启蒙教育资料等，

提供有关信息。 

 (2) 通过视觉方式的动画方式等，利用互联网配信与外国人集中的场合等进行普及启蒙教

育。 

 (3) 利用微博与 Facebook等 SNS作为信息提供手段。 

 (4) 使防灾（外语）志愿工作者在微博刊载信息的翻译、区市町村进行的防灾训练与防灾

讲座口译等活动中发挥作用。 

 (5) 作为平时的体制建设，在地区节庆活动等活动中开展防灾训练等，促进大家在愉快的

接触中积极参加防灾知识学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