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國際會議) 

 

 

 

 

 

 

 

出席東北亞區域技能競賽交流會議

暨觀摩日本第 55 屆全國技能競賽出

國報告書 

 

 

 

 
服務機關：勞動部 

姓名職稱：勞動力發展署組長  蘇昭如 

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分署長  林仁昭 

     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簡任技正  陳明山 

出國地區：日本櫪木縣 

出國期間：106 年 11 月 23 日至 106 年 11 月 27 日 

報告日期：107 年 2 月 12 日



 

I 
 

出國報告名稱： 
出席東北亞區域區域技能競賽交流會議暨觀摩日本第 55 屆全國技能競賽出國報告

書 
 

頁數：50 含附件：■是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 
聯絡人：陳明山 
出國人員：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組長  蘇昭如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分署長  林仁昭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簡任技正  陳明山 

出國類別：5.其他 
出國期間：106 年 11 月 23 日至 11 月 27 日 
出國地區：日本櫪木縣 
報告日期：107 年 2 月 12 日 
關鍵辭：技能競賽 
內容摘要： 

本次東北亞區域技能競賽交流會議暨觀摩日本第 55 屆全國技能競賽係由日本

中央職業能力開發協會理事長田邊俊秀(Mr. Toshihide Tanabe)及日本正代表秋本洋

(Mr. Hiroshi Akimoto) 以主辦國代表人身分，邀請我國、韓國等赴日參加是次會議。

為推動東北亞區域區域技能競賽，過去我國、日本及韓國採階段性、循序辦理，

透過全國技能競賽(下稱全國賽)期間互相邀請，除彼此觀摩外，同時討論未來交流

計畫，包括職類數及時間等，期能每年增加邀請賽職類，逐步擴大為東北亞區域

區域技能競賽。 

本次日本第 55 屆全國賽由日本厚生勞動省、中央職業開發協會及櫪木縣共同

主辦，競賽場地分布於 17 個場地辦理（包括日產櫪木汽車學校及日產汽車學校等

場地），共計 42 職類、1,337 位選手參賽。另參加東北亞區域技能競賽交流會議，

針對 2017 年交流成果進行檢討，同時討論 2018 年交流計畫及阿布達比國際賽期

間所提亞洲區域賽倡議。 

邀請賽期間，與日本厚生勞動省及中央職業能力開發協會官員針對競賽議題

交流外，第 44 屆國際賽日本成績差強人意，面對中國大陸及俄羅斯等國家在國際

賽表現的急起直追，期間亦順便瞭解日方未來在制度面的調整方向，另本次日本



 

II 
 

中央職業能力開發協會會長在歡迎會上，再次表達積極爭取愛知縣為 2023 年國際

賽 主 辦 城 市 ， 確 定 日 本 爭 取 2023 年 第 47 屆 國 際 賽 主 辦 權 的 決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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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次東北亞區域技能競賽交流會議暨觀摩日本全國技能競賽係由日本中央職

業能力開發協會(JAVADA)理事長田邊俊秀(Mr. Toshihide Tanabe)及日本正代表秋

本洋(Mr. Hiroshi Akimoto)以主辦國代表人身分，邀請我國、韓國等赴日參加是次

會議(邀請函如附錄 1)，謹就此次赴日主要目的，分述如下： 

一、觀摩日本第 55 屆全國技能競賽：日本第 55 屆全國技能競賽於 2016 年 11 月

24 日至 27 日由日本厚生勞動省、中央職業開發協會及櫪木縣共同主辦，競賽

場地分布於 17 個場地辦理，共計 42 職類、1,337 位選手參賽，約 700 位裁判

及工作人員參與。值得注意的是，本屆日本全國賽特別在日產櫪木汽車學校

及日產汽車學校舉辦 3 個職類競賽，彰顯日本政府鼓勵民間業界共同參與全

國賽的意義。 

二、參加東北亞區域技能競賽交流會議：會議由日本，韓國及我國代表共同參與，

針對 2017 年交流成果進行檢討，同時討論 2018 年交流計畫及 2017 年阿布達

比國際賽期間所提亞洲區域賽倡議。 

三、強化與日本競賽辦理單位交流：受邀期間，我國代表除與日本中央職業能力

開發協會針對競賽等議題，進行意見交換。此外，會見日本厚生勞動省參事

瀧原先生(Mr. Takihara)，其負責人才開發及能力評價事宜進行交流，期盼未

來有機會能來台拜會。 

四、蒐集日本對第 2019 年第 45 屆國際賽的精進作法：2017 年第 44 屆國際賽日本

成績差強人意，金牌數排名僅第 9 名，面對中國大陸及俄羅斯等國家在國際

賽表現的急起直追，日方將在制度面上作一些調整，包括中長期想法，期在

下屆國際賽能有更好的表現。 

五、瞭解日本爭取 2023 年第 47 屆國際賽的進展：除於第 44 屆國際賽期間於阿布

達比參賽期間，日本表達有意角逐 2023 年國際賽主辦權，本次日本中央職業

能力開發協會會長在歡迎會上，亦再次表達積極爭取愛知縣為 2023 年國際賽

主辦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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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行程 

一、時間：106 年 11 月 23 日至 27 日 

二、行程 

日期 行程內容 

11 月 23 日(四) 
臺北松山機場/日本東京羽田機場 

抵達日本埼玉市 

11 月 24 日(五) 
參訪 Nikko 

抵達日本櫪木縣 

11 月 25 日(六) 
日本櫪木縣/觀摩日本第 55 屆全國技能競賽 

日本櫪木縣/參加東北亞區域技能競賽交流會議 

11 月 26 日(日) 
日本櫪木縣/參訪日本第 55 屆全國技能競賽 

抵達日本埼玉市 

11 月 27 日(一) 日本埼玉市/日本東京羽田機場/臺北松山機場 

 

三、觀摩日本第 55 屆全國技能競賽 

(一) 日本第 55 屆全國賽於 2013 年 11 月 24 日至 11 月 27 日由日本厚生勞動省、中

央職業開發協會及櫪木縣共同主辦(按日本全國賽由 47 個縣市輪流舉辦，今年

輪到櫪木縣)，另文部科學省、經濟產業省、國土交通省等列為協辦。 

    表 1、日本第 53 屆全國技能競賽期程 

日期 活動 地點 

11 月 24 日 

14:30~15:30 
開幕典禮 櫪木縣體育館 

11 月 25 日~26 日 競賽 
宇都宮市、小山市、下野市、大山市、

那須塩原市、櫻花市、上山川町 

11 月 27 日 

9:00~12:00 
閉幕典禮 櫪木縣體育館 

(二) 今年競賽場地分布於宇都宮市、小山市、下野市、大山市、那須塩原市、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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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上山川町等城市共計 17 個場地辦理，共計 42 職類、1,337 位選手參賽，

約 700 位裁判及工作人員參與。各競賽地點辦理的職類及選手數整理如次： 

競賽地點 職類 選手數 

1. Maronie 廣場 
機電整合、配管與暖氣、石雕、粉刷、資訊與

網路技術、電訊布建  

195 

2. 宇都宮市體育館 機械組裝、工業電子、工業控制   109 

3. 宇都宮青葉中學 珠寶金銀細工、服裝設計、和服裁縫    48 

4. 產業技術專門學院 車床、銑床、汽車噴漆   111 

5.櫪木福利廣場 花藝、餐飲服務 78 

6. 宇都宮技術學院 沖壓模具、機械製圖     85 

7. 國際技術烹飪糖果

職業學校 
西點製作    

29 

8.IFC 調理師專門學

校  
西餐烹飪、日本料理     

125 

9. 關東職業開發學校 冷作、焊接 60 

10. 小松小山工廠 精密機械製造      18 

11. 縣南體育館 電工、冷凍空調 85 

12. 日產 櫪 木汽車學

校 
板金、汽車技術 

15 

13. 日產汽車 櫪 木工

廠體育館 
汽車板金 

25 

14. 上三河鎮農村環

境改善中心 
木模 

13 

15. Ninasuno 運動公園 建築鋪面、建築木工、造園景觀、建築工事 175 

16.家庭體育館 
女子美髮、男子美髮、網頁設計、時鐘維修、

機器人 

131 

17. 石橋體育中心 門窗木工、家具木工 35 

選手數合計 1,337 

 

(三)競賽時間：日本全國賽競賽時間約為 8 小時(少於我國全國技能競賽 18 小時)。 

(四)競賽職類：日本全國賽舉辦 42 職類，部分職類非國際技能競賽舉辦的職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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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組裝、日本料理及和服裁縫等。查日本參加巴西國際技能競賽的職類計

40 個職類，多數職類由全國賽遴選國手，惟礙於預算，部分職類(如集體創作、

美容、圖文傳播設計技術及資訊技術等職類)未列入全國技能競賽職類，採外

部委託公會/協會辦理競賽，決定國際賽之國手。 

(五)參賽年齡：日本全國技能競賽年齡限制為 23 歲以下，本屆日本全國賽選手平

均年齡約為 21 歲，參加日本全國賽選手均經日本各縣選拔後代表參加(相當於

我國分區賽)，約有 8 成以上選手均來自日本企業界。 

(五)外部專家參與：本屆日本全國賽，邀請國際賽的職類國際裁判(長)/競賽經理參

與指導。參與職類相關資料整理如次： 

 

職類 外部專家姓名 國際賽職稱 國籍 

電訊布建 Ｍr. Khodasevith Oleg 國際裁判 貝魯斯 

銑床 Mr. Jurgen Wildauer 國際裁判長 奧地利 

工業電子 Mr. Olavi Lahteinen 競賽經理 芬蘭 

粉刷 Mr. Jochen Drescher 競賽經理 澳洲 

建築木工 Mr. Pat Phillips 國際裁判長 德國 

珠寶金銀細工 Mr. Antothony Constantino 競賽經理 英國 

汽車技術 Mr. Grant Petch 競賽經理 葡萄牙 

(六)競賽獎勵：日本全國賽第一至三名，頒發獎狀及獎牌，第一名授予厚生勞動省

獎狀及獎牌，惟不給予獎金。 

(七)產業參與全國競賽：本屆日本全國技能競賽按職類特性，例行在大型公共場館

及學校舉辦外，並在日產櫪木汽車學校及日產汽車學校舉辦 3 個職類競賽，此

彰顯日本政府鼓勵民間業界共同參與全國賽的涵義。 

(八)選手分析：建築木工、日本料理、花藝、西餐烹飪、造園景觀、配管與暖氣、

女子美髮等職類人數最多，門窗木工、建築鋪面、汽車噴漆、汽車技術人數最

少。至於女性選手部分，人數為 310 人（約佔總參賽選手 1,337 人的 25%），仍集中

於女子美髮、花藝、日本料理、西餐烹飪、西點製作等職類，製造及營造類群的

女性參賽人數仍佔極少數。 

 

四、參加東北亞區域技能競賽交流會議 

(一)東北亞區域技能競賽交流會議於 11 月 25 日 15 時 30 分於櫪木縣 Hotel Sun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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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室召開，由日本，韓國及我國代表共同參與。會中，日方特別表示透過與

韓國及我國的裁判及選手交流，確有助於日本在國際賽表現，同時回顧 2017

年日本、韓國及我國交流情形。(查 2017 年我國赴日本及韓國交流職類包括電

子、平面設計及機電整合，該等職類在國際賽共獲得 2 金及 1 銅的佳績) 

(二)為推動東北亞區域技能邀請競賽，我國與日本、韓國自 103 年起共同策劃，採

階段性推動步驟：103 年進行官方代表交流、104 年則進行裁判長交流、105

年試辦選手交流，106 年起正式開辦邀請賽，逐步縮減各國在競賽規則及機具

設備的差異，同時每年增加邀請賽職類，逐步擴大為東北亞區域技能競賽。 

(三) 針對 2018 年交流計畫及第 44 屆阿布達比國際賽期間所提亞洲區域賽倡議，作

意見交換，整理如下： 

 1.日本、韓國及我國在 2018 年如能有更多交流職類則較佳，惟職類數待後續連

繫決定。 

 2.阿布達比所提亞洲區域賽，立意很好，日韓及我國三個國家可與東南亞或亞洲

國家相互協助；惟亞洲國家在技能實力差異較大，亞洲區域賽最新進展，日本、

韓國及我國持續相互訊息連繫。 

    3.針對國際技能組織(WSI)倡議”一個會員國、一個非洲朋友”(One member with 

One African Friend)，尋求與非洲國家可能的合作項目。 

 

五、強化與日本競賽辦理單位交流 

(一)我國與日本及韓國在技能競賽領域一直維繫密切合作夥伴關係，每年三個國家

利用各自全國賽互訪機制，除討論強化交流合作的機制，亦利用此一機會，深

化辦理單位人員互動。去年日本厚生勞動省處長 Mr. Ken Kamae 更利用全國賽

互訪機會，來台向本部林次長三貴及黃署長秋桂請益有關爭取 2023 年第 47 屆

國際賽事，顯見我國與日本的友好情誼。 

(二)本次在日本受邀期間，我國代表除與日本中央職業能力開發協會會長釜和明、

理事長田邊俊秀等就競賽議題交換意見外，亦見到日本厚生勞動省參事瀧原先

生，由於他負責人才開發及能力評價事宜，對我國勞動力發展業務亦感興趣，

期盼有機會能來台拜會。 

 

六、蒐集日本對下屆國際賽的精進作法 

(一)日本自 2001 年以來，在國際賽表現非常亮眼，曾在 2005 年及 2007 年在金牌數

排名世界第一(按 2007 年日本為國際賽主辦國)，超越韓國及歐美國家，惟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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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下愈況，上屆成績差強人意，金牌數排名僅第 9 名。 

(二)日本面對中國大陸及俄羅斯等國家在國際賽表現的急起直追，在日本受邀期間，

日本技術代表垣本先生(Mr. Akira akimoto)表示將在制度面上作一些調整，包括

部分職類（如銑床）將提早一年挑選前 5 名選手進行為期 8 個月的培訓，隔年

8 月再遴選 1 位最好的選手，培訓後參加後年的國際賽；在全國賽期間廣邀國

際裁判長或競賽經理，給予技術上指導；此外，爭取 2023 年在日本舉辦國際

賽，期能有更好的表現。 

七、日本爭取 2023 年國際賽的進展 

(一)第 44 屆阿布達比國際賽 10 月舉辦的全體理事會議間，日本即表達有意爭取

2023 年第 47 屆國際賽主辦權。 

(二)本次受邀期間，日本中央職業能力開發協會會長釜和明在歡迎會上，亦再次表

達積極爭取 2023 年國際賽主辦權，預期由日本愛知縣主辦。 

(三)據日方表示愛知縣介於東京及大阪兩大城市之間，為日本汽車、航空及許多產

業的重要據點，且為日本技能檢定發證最多的城市，加上交通便利性；因此，

選擇愛知縣為申辦國際賽城市。 

(四)然環顧近屆主辦國際賽國家，2019 年第 45 屆為俄羅斯、2021 年第 46 屆為中國

大陸，依 WSI 慣例，不可能連續兩次輪由亞洲地區主辦。現日本計畫在 2021

年中國上海主辦第 46 屆國際賽後，積極爭取 2023 年第 47 屆國際賽主辦國，

是否可能打破 WSI 慣例，值得密切關注。 

八、全國技能競賽是日本規模最大的技能競賽，參賽年齡限制在 23 歲以下青年，

計有 42 個職類、超過 1,300 位選手參加，成績最優者代表日本參加國際技能

技賽。此外，針對 20 歲以下高中生，亦辦理青年製造職類比賽，由日本厚生

勞動省及中央職業能力開發協會主辦，另文部科學省、經濟產業省、國土交

通省等列為協辦，計有 15 個職類(包括機電、機械製圖、車床、銑床、電子電

路組件、電器裝配、木材加工、建築木工、汽車維修、IT 網絡系統管理、網

頁設計、資訊軟體、平面設計、機器人、造園景觀)，約 400 餘位選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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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一、 日本全國賽會場，除競賽選手外，與選手相關親友、公司團體，甚至參觀的

國中/小學學生不時穿梭其中，競賽場旁甚至架設許多攝影機拍照，非常熱鬧，

有如國際賽的縮影。 

二、 主辦單位設計不同的競賽手冊，部分競賽手冊以漫畫方式輔以注音方式介紹

不同技能，適合中小學生導讀；部分手冊深度介紹各項技能及未來出路、展

場交通動線，適合高中職以上民眾參考；部分競賽手冊針對各職類選手提供

詳細統計數據。由於手冊印製精美且免費提供，可迎合不同民眾的需求，民

眾可從中加深對競賽技能的瞭解，不致走馬看花，有助技能的推廣。 

三、 本屆日本全國技能競賽同步在 17 個場地同時進行，分布宇都宮市、小山市、

下野市、大山市、那須塩原市、櫻花市、上山川町等城市，場地過於分散且

距離甚遠，致使參觀民眾無法同時觀覽所有競賽情形，較為可惜。 

四、 過往日本國際賽國際裁判係由該職類冠軍選手指導老師擔任，由於指導老師

初任國際賽裁判，特別在國際賽主觀評分重的職類，往往因不熟悉國際實務，

致影響選手的成績表現。本次觀摩日本全國賽過程，發現日本很多職類的全

國裁判長，已同時兼任國際裁判，可見日本已逐步調整制度以因應國際賽實

務。 

五、 日本國際賽選手多由全國賽選出，其競賽時間約為 8 小時，然所選出的國手

在很多國際賽職類，表現亮眼。反觀，韓國全國賽約 12 小時及我國約 18 小

時，顯示全國賽時間長短與未來國際賽的表現並非絕對成正向比例。 

六、 日本對於參加國際技能競賽獲獎之選手，並無發給任何獎金，僅有日本官方

代表接見予以鼓勵，以及企業雇主於公司內部給予選手微薄獎勵，有別於韓

國及我國獎金制度。另韓國對於參加國際技能競賽之選手，除頒發獎金外，

對於金牌選手亦有免除服兵役之鼓勵，對此，我國亦有技職國手 12 天補充

兵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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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總體來說，日本全國賽各職類參賽人數，餐飲等服務職類參賽選手較多，與

我國情況類似，至於配管與暖氣、造園景觀等職類在日本亦有很多選手參加，但

在我國非熱門職類。至於女性選手部分，仍集中於女子美髮、花藝、日本料理、西

餐烹飪、西點製作等職類，至製造及營造類群的女性參賽人數仍佔極少數。 

八、 細察日本很多全國技能技賽職類，與國際賽實務仍有差距，如使用傳統車床及銑床

(非國際賽慣用的 CNC 車床或銑床)、延續木模職類(國際賽已改為外觀模型製作)、

機械組裝(有別於國際賽綜合機械)等，以兼顧產業需求，使日本全國技能競賽在國

內產業所需技術及國際賽標榜國際最佳實務之間，取得最佳平衡。此一兼顧國內產

業及國際實務的作法，或許可供未來我國在研訂技能競賽政策的參考。 

九、 本次日本邀請國際賽 6 個職類國際裁判長/競賽經理參與本屆日本全國技能競

賽，進行交流及國際實務分享；惟在日本全國技能競賽硬體及競賽試題設計

與國際賽存在諸多差異的情況下，邀請國際賽專家所能提供的協助程度，仍

值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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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建議 

一、日本邀請賽會場，不時穿梭著觀賽的中小學生，由於日本競賽場所採開放式設

計，場地乾淨及美觀，讓參觀人員不僅方便欣賞各項競賽，同時有技職尊榮的

感受，有助激勵中、小學生或民眾對技能產生興趣，進而學習技能。反觀我國

全國賽多在中分署辦理，由於非開放空間且有些場地甚至光線不足，即使邀請

中小學生現場觀摩，推廣技能效果恐打折扣。事實上辦理技能競賽的主要目的

之一，就是推廣技能，建議如預算許可，選擇合適競賽地點確有助於技能推廣。 

二、日本全國賽部分職類展示國際賽日本國手作品，同時邀請日本國手現身說明

國際賽試題及示範作品。此對照現場全國賽的選手激烈競賽，頗有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的深遠含意，同時讓民眾分享日本國手在國際賽優異的表現，彰顯

技職典範，寓意深遠。未來我國辦理全國賽，日本此一國際賽作品展示模式，

似值得參考。 

三、日本全國賽由 47 個縣市輪流舉辦，今年輪到櫪木縣舉辦，由日本厚生勞動省、

中央職業開發協會及櫪木縣共同主辦，另文部科學省、經濟產業省、國土交

通省等列為協辦，競賽經費採中央及地方分擔方式處理；是以，日本已將與

技能競賽相關的主要部會，除厚生勞動省外，文部科學省、經濟產業省、國

土交通省等一併納入協辦，除有利技能競賽衍生的就學、就業、求才等問題

通盤解決外，同時與地方合辦，兼顧推廣地方觀光及特產，其作法值得我國

參考。 

四、本屆日本納入日產櫪木汽車學校及日產汽車學校等 2 個競賽場地，讓民間企

業參與全國性技能競賽，特別是政府主辦年度技能競賽盛事，引入民間企業

參與，具鼓勵民間參與的深遠意涵。目前國內技能競賽均由政府主辦，競賽

場地多規劃在各分署或學校；未來或許也可以考慮讓民間企業參與競賽辦理，

運用民間資源來協助辦理技能競賽，使民間企業藉由參與競賽的辦理，瞭解

並推廣技能競賽，有助於擴大技能競賽的廣度，吸引更多企業樂意在競賽中

攬才及贊助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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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受邀期間，體會日本對於中國大陸及俄羅斯等國家在國際賽表現的積極

性，已警覺到必須在制度面上作一些調整，為未來國際賽因應預作準備。過

去三屆我國在國際賽表現均優於日本，但中國大陸及俄羅斯等國家的大幅提

升，是不爭的事實，值得我國關注，特別是 2019 年第 45 屆國際賽在俄羅斯喀

山、2021 年第 46 屆在中國上海舉辦，對主辦國極為有利情況下，實有必要思

索競賽策略，爭取佳績。 

六、目前日本、韓國及我國每年例行辦理東北亞區域技能競賽交流，查過往 3 個

國家在近年國際賽均有不錯的表現，由於實力相當，交流成效相對較佳。去

年我國赴日本及韓國交流職類包括電子、平面設計及機電整合，該等職類在

阿布達比國際賽榮獲 2 金及 1 銅的佳績，日本及韓國也有不錯的表現。因此，

未來如預算許可，似可逐步增加交流職類，將此交流賽視為國際賽前的暖身

賽，為國際賽預作準備。 

七、本次日本國際賽期間巧遇日本厚生勞動省參事瀧原先生(Mr. Takihara)，其負責

人才開發及能力評價事宜，與我國勞動力發展署業務重疊性大，因此雙方在

議題及意見交換容易聚焦，增加對彼此制度差異的瞭解，建議未來我國如辦

理相關研討會/論壇時，可續行邀請進行交流，使過去在競賽領域與日本中央

職業能力開發協會的深厚合作關係外，再逐步與日本厚生勞動省建立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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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職業技能發展協會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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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日本職業技能發展協會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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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行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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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參訪行程安排 



 

 
 

 

 

 

 

 

 
附錄 3 

 

東北亞區域技能競賽交流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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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東北亞區域技能競賽交流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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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國技能競賽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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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日本全國技能競賽相關資料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附錄 5 

 

參訪行程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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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參訪行程相關照片 

 
照一  日本中央職業能力開發協會會長釜和明(中)及理事長田邊俊秀(右二)與我國代表合照 
 
 

 
照二  日本中央職業能力開發協會常務理事長山田亮(中)及我國代表林分署長仁昭(右)及蘇

組長昭如(左)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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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三  日本厚生勞動省參事 Mr. Takihara(中)及我國代表林分署長仁昭(右)及蘇組長昭如(左)

合照 
 
 

 
照四  東北亞區域技能競賽交流會議後合照。日本中央職業能力開發協會局長釜石英雄(右

四)、副局長常磐剛史(右一)、韓國代表 GIFTS 副組長 Mr. Manhee BANG(右三)、
GIFTS 助理經理 Ms. Seongheui YOO(右二) 

 
 



 

48 
 

 
照五  觀摩日本全國技能競賽粉刷場地：日本中央職業能力開發協會副局長常磐剛史(左一)、

韓國代表 GIFTS 副組長 Mr. Manhee BANG(左三)、GIFTS 助理經理 Ms. Seongheui 
YOO(左二)、我國代表林分署長仁昭(右二)、蘇組長昭如(右三)、陳簡任技正明山(右一) 

 
 

 
照六  觀摩日本全國技能競賽機械組裝等場地：我國代表林分署長仁昭(右)、蘇組長昭如

(中)、陳簡任技正明山(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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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七  日本全國技能競賽服裝設計場地 
 
 

 
照八  日本技術代表 Mr. Akira Kakimoto(左二)與我國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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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九  觀摩日本全國技能競賽西點製作場地：日本中央職業能力開發協會處長 Mr. Sato(中)、

蘇組長昭如(右)、林分署長仁昭(左) 
 

 
照十  日本全國技能競賽電子場地：日本國際賽國手 Mr. Hideaki Inukai

示範國際賽成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