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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退輔會傅副主任委員正誠於112年12月18日至24日間參訪日本長照機構、與

日本退伍軍人團體座談及探視榮光會。 

參訪日本長照機構期間，針對該機構對住民的照護設施及本會榮譽國民之家

作法深入討論，另與日本退伍軍人團體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研究所及隊友會交流期

間，除針對台日兩國退伍軍人照顧政策討論外，並交換當前局勢看法。會議期間

傅副主任委員表達對上述團體協助之感謝，並特別感謝日本退伍軍人團體對我國

長年之支持。 

除與日本退伍軍人組織交換意見外，並於探視榮光會期間頒贈感謝狀予日本

榮光會理事長，表揚渠致力促進榮僑福利，推動當地僑務及退伍軍人福利所做出

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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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會為強化海外榮民及退伍軍人聯繫，輔導旅居全球各地我國退伍軍人成立

榮光聯誼會，並定期赴訪探視，惟近(110、111)兩年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旅行

受到諸多限制，探視活動暫停，今年因國際旅行禁令放寬，本會決定恢復日本榮

光會探視，並與日本長照機構及退伍軍人組織交流。 

參訪日本長照機構時，除觀摩現場設施、裝備外，並與該機構日照中心長者

座談，深入瞭解長者需求。與日本退伍軍人團體交流座談時，雙方交換輔導退伍

軍人心得，並針對區域安全議題討論。訪視榮光會部分，主要目的除藉此機會瞭

解各榮光會運作情況外，亦慰勉及感謝榮光會對榮僑及國民外交的奉獻，宣慰旅

居海外榮僑，傳達政府施政理念，凝聚榮僑支持政府的向心力。 

出訪人員自112年12月18日啟程，至12月24日返台，全程(含飛航時間)共計7

日。 

 

貳、過程 

一、參訪日本東京地區「白金之森」長照中心 

（一）「白金之森」長照中心簡介 

參訪時由該機構設施長成田寬一郎代表接待，並邀請該機構日照中

心兩位高齡女士共同參與研討會。該中心為東京地區公辦民營機構，並

委由日本知名企業「社會福祉法人奉優會」經營，設有長照中心及日照

中心，長照中心每日作息時間為0600時起床，2130時就寢；日照中心服

務時間為每日1000時至1650時，並可依住民需求，派遣車輛接送，提供

餐點及沐浴服務，可依個人狀況選擇。 

  （二）參觀機構設施 

白金之森位於東京都港區(我駐日代表處旁)，共4層樓，佔地約0.31

公頃(台北榮家為33.42公頃)，因位在交通便捷地區(類似板橋榮家)，登

記入住者多，以評估較嚴重者優先入住。該機構1樓是共同使用的空間

，有廚房、餐廳、交誼廳、諮商室、面談接待室、休憩室、辦公室等；

2、3樓配置相同，主要是長者住宿房間及看護室、醫務室、廁所等；4

樓為機房。最大可收容90人，另日照中心一天可容納30人；照護比例依

日本政府規定為1:3(我國衛福部規定為1:8)；服務內容及活動安排與榮家

類同。 

（三）機構現況 

白金之森長照中心目前收容90位住民，已達收容上限，男性約占三

成，女性七成，80%以上為失智患者。住民親屬關係部分，約有10%住

民的家屬每日前來探望，亦有家屬從不來探望者。該機構與附近醫療機

構合作，每周有醫師駐診一次，主要科別為內科及精神科。住民依法律

規定須每周至少洗澡2次，該中心為了服務無法自行沐浴之住民，配備

有洗澡機，可經由機器的協助，讓無法自主行動之住民清潔身體。長照

中心照服員比為1比3，因人力短缺，機構可聘請外籍移工，此類移工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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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日本政府的外籍勞工政策引進。 

  （四）捐贈輪椅 

            本次參訪，由日本榮光會理事長河道台先生陪同，為感謝該機構協

助本次參訪任務，特由榮光會捐贈輪椅5台予該機構，以協助工作人員

照顧該機構之住民。捐贈儀式由河道台理事長及傅副主任委員共同完成

，並由該機構設施長成田寬一郎先生代表接受。 

二、拜會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研究所(SSRI) 

  （一）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研究所簡介 

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研究所為綜合性社團法人，前身為2006年「一般

社團法人東京郷友連盟」於內部設立之「安全戰略研究中心(SSRC)」，

從事安全與戰略研究並向政府提出建議。之後為擴大研究主題，於2015

年7月脫離東京鄉友聯盟，改組為自願者組織，更名為日本安全保障戰

略研究所(SSRI)。 

後為更具體地研究日本週邊的安全環境問題，於2019年5月11日與

台灣戰略研究協會(TSRA)簽訂諒解備忘錄(MOU)，並成立了日本與台灣

之間的夥伴關係，每年各舉行一次日本與台灣戰略對話(JTSD)。 

2019 年7 月17 日向日本政府申請，成立「一般社團法人日本安全

保障戰略研究所」。設立該研究所的目的是針對我國週邊國際安全環境

、軍事情勢、安全戰略等進行研究，並向社會廣泛傳播研究成果，培養

安全防務人才，為加強日本的安全與防衛做出貢獻。 

此外，為了維持研究能量和項目，研究所改為會員制，並以會員費

充作日台策略對話等所需經費。 

（二）研討會 

本次參訪，由該研究所理事長高井晉親自接待，並邀請該研究所上

席研究員小野田治退役中將、柴田幹雄退役中將、小川清史退役中將及

研究員岩本由起子博士、邱伯浩博士等人共同參加研討。 

研討項目包括台海周邊可能發生事態、全民國防、台灣遭受中共攻

擊時日本將採取之行動、日俄領土爭議及台日兩國共同面臨之人才招募

困難。 

  三、拜會隊友會 

  （一）隊友會簡介 

隊友會成立於1960年12月，初名「社團法人隊友會」，2008年因應

日本公益法人制度改革，轉變為特殊民法法人；2011年3月25日轉型「

公益社團法人隊友會」，並於當年4月1日註冊開始營運。現有會員約6

萬人，主要來源為自衛隊退休人員，目前全國有75個隊友會支部，並針

對地方政府有相關的合作關係。現任理事長為退役上將岩崎茂。 

該會宗旨是作為國民與自衛隊之間的橋樑，致力於加深兩者相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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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傳播和提高防衛意識，為國防和防災、追悼活動以及地區社會的健

康發展做出貢獻，從而促進和平，為安全做出貢獻，並促進退役自衛隊

和其他人員的福利。隊友會主要營運項目包括： 

1.安全與防災等相關措施的各類合作。 

2.安全相關研究和政策建議。 

3.配合自衛隊作戰。 

4.出版與安全和國防有關的月刊和書籍。 

5.支援自衛隊後備人員等。 

6.因公殉職的自衛隊人員、戰死者等紀念相關事宜。 

7.為因公殉職的自衛隊人員家屬提供協助。 

8.協助社區的健康發展。 

9.就業安置業務及勞務派遣業務相關事宜。 

10.有關會員福利、互助、聯誼事宜。 

11.其他適合實現協會宗旨的項目。 

  （二）研討會 

研討會由本會傅副主任委員與隊友會理事長岩崎茂退役上將共同

主持，並邀集該會常務理事山村浩退役上將、理事山之上哲郎退役中將

、本部擔當執行役中川義章退役中將、常務執行役引田淳退役中將、事

務局長藤井貞文退役少將等重要幹部共同參與。 

隊友會首先介紹其歷史背景及對日本退伍自衛隊隊員提供之服務

，功能類似本會，惟對國防政策提出建言，且去年的日本安保三文書在

修訂的時候，加入了很多隊友會的建議，該會頗為自豪。本會訪團首先

介紹本會歷史、主要任務及現況，並建議雙方可簽訂MOU，做為日後

交流之依據。此外雙方並就地區情勢及日本防衛政策進行交流討論。 

  四、訪視榮光聯誼會 

        海外榮光聯誼會為我國退伍軍人在海外各華人聚居地區成立之互助

性組織，亦為僑社社團之一，團結與愛國為其組織特色，亦負有協助照顧

我國旅居海外退伍軍人及眷屬之功能。目前全世界共有43個榮光會，分布

於美國20個、加拿大4個，中南美洲4個、歐洲6個、亞洲5個、大洋洲3個

，以及非洲1個， 

傅副主任委員此行訪視日本榮光會，除瞭解榮光會近況，並轉達退輔

會馮主任委員對海外榮民之關心。傅副主任委員懇切宣導國內榮家就養、

長照及榮總醫療體系，並表達政府照顧榮民的決心與立場，慰勉與感謝榮

光會對榮僑及國民外交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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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一、外交聯繫，交流分享 

          本次訪日行程承蒙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於抵達東京羽田機場後

的接機與通關，以及軍事協調組及僑務組在行程上交通往返接送等的協助

，讓本案在執行上能更加順利。訪日期間針對與在地榮光會互動、交流情

況，以及當地長照機構與退伍軍人組織就退伍軍人之服務與照顧等相關事

務，彼此交換意見，讓退輔會更瞭解當地僑團現況與榮光會運作情形。 

二、跨部會互助，事半功倍 

此次行程能順利圓滿完成，亦有賴國防部駐日本軍協組全力支持與協

助。從事前的行程規劃建議、與長照機構及退伍軍人組織先行聯繫與溝通

，以及抵日本後陪同訪團走訪各行程，助益良多。 

  三、交流互訪，鞏固情誼 

日本安全戰略保障研究所與國內多所研究機構有合作關係，定期共同

發表研究成果，且因該所瞭解臺灣的地緣戰略位置在亞太地區具相當程度

的重要性，可透過該所宣傳臺海的安全與和平，對於遏止中國軍事武力的

擴張，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日本隊友會業務與本會多有相似之處，提供日本退休自衛隊隊員就醫

、就養、職業介紹及急難救助等各類服務，如雙方可簽訂備忘錄，規範雙

方日後交流模式，將有助於本會參考日本隊友會做法，精進本會業務。 

  四、參訪長照機構，增廣本會榮家視野 

日本已提前我國步入老齡化社會，其長照政策及做法殊值我國參考。

本次參訪之白金之森長照中心，其設施與運作型態與本會所屬榮家相似，

參訪期間透過座談實地參觀設施，了解日本現行長照及日照中心運作方式

，雖然與本會榮家類似，但仍有若干優點殊值本會學習：日本長照中心規

定照護比為1：3，遠低於我國規定之1：8，可提供住民較好之照顧；另日

本同樣面臨少子化及勞動力不足之困擾，故透過政府與東南亞國家簽訂之

勞力引進協議，聘請東南亞各國具有護理、復健等專業證照之人士來日本

從事長照工作，且工作經過一定期間後，發給日本居留證。其勞力引進的

模式值得本會參考。 

此外，參訪期間日照中心的長者均手持我國國旗與訪團打招呼，亦可

藉參訪之便增進國民外交。 

  五、團結榮僑，務實外交 

海外榮光會扮演之角色極為重要，不僅協助退輔會照顧與服務旅居海

外榮僑，並於每年舉辦及參與僑居地之重大慶典及特殊意義之活動。藉由

活動以凝聚榮僑(眷)對我國之向心力，融入當地政府與民眾，並藉慶典活

動將我中華民國之文化與傳統發揚於國際舞臺，增加我國際能見度，為我

國推動國民外交的實質幫手。 

此次赴日交流期間，日本榮光會理事長河道台先生協助協調長照中心

之參訪行程，並捐贈輪椅；榮光會理事邱伯浩先生協助聯繫日本安全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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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研究所及隊友會之參訪行程，並協助研討會之日文翻譯工作，實為不

小助益。 

為凝聚榮光會向心力並協助我國推動國民外交，退輔會每年依照各海

外榮光會提出之活動計畫，參考過往舉辦活動之績效，酌予補活動經費。

惟受限於預算額度，能給予之補助或協助十分有限，如能爭取更多預算，

提高補助金額，將更能提高其舉辧更多活動之意願。 

肆、結語 

本會與日本退伍軍人組織長年的交流與互動，已建立相當友好的情誼。各退

伍軍人組織均對我國友好，於每年提出政策建議時，均表支持維持我國及台海周

邊區域安全。未來本會仍將賡續出訪，增加雙方交流與互動之機會，以維繫緊密

友誼，讓情誼能延續下去。 

我們應積極思考，除努力維持雙方的交流與聯繫外，如何透過此一關係或影

響力，提升我國的國際能見度與爭取更多國際支持，促進雙方就醫及服務照顧等

業務之實質交流，以增進退伍軍人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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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相關活動照片 

 

參訪白金之森長照中心座談會 

 

傅副主任委員(左二)及日本榮光會理事長河道台先生(左四)共同捐曾輪椅由成田

寬一郎先生(左三)代表機構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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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之森日照中心長者持我國國旗歡迎訪團 

 

傅副主任委員(中左)與安全保障戰略研究所所長高井晉(中右)共同主持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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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副主任委員(左)與隊友會理事長退役上將岩崎茂(右)共同主持研討會 

 

傅副主任委員(中坐左)與岩崎茂理事長(中坐右)與全體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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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光會理事長河道台先生(站立者)講解榮光會現況 

 

傅副主任委員(左)於餐敘期間頒贈感謝狀予日本榮光會理事長河道台先生(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