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财）福岛县国际交流协会（FIA）

外国出身居民眼中的
东日本大地震・核电站事故

FIA活动的记录

～FIA开展的工作和外国出身居民100人的证言～
（这本小册子是从日语版本中摘录出一部分内容后翻译而成）



前言

     平成23年3月11日（周五）14点46分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今天我们迎来了地震之后的第三个年

头。千年一次的大规模的地震，使福岛县和其它众多地区遭受了前所未闻的灾害。特别是福岛县，由于

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影响，避难还在继续，对福岛县产生负面影响的谣言到现在还没有被

清除。

    另一方面，震灾后，我们得到了从全国从海外送来的贵重的支援和温暖的鼓励。在基础设施和流通

等处于停止状态，信息，物资，和人员都极为紧缺的情况下，再次深切地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心的相通

与人间温暖。在这里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谢。

    震灾当时，福岛县内有来自中国，菲律宾，韩国朝鲜等国家大约1万人的外国人登录者。外国出身居

民※由于语言问题等，灾害时变为「灾害弱者」的几率比较高。这次地震后，本协会和市町村国际交流协

会，日语教室，大学等的相关机构是怎样支援外国出身居民的呢？外国出身居民所处的境遇怎样呢？

他们又是怎样行动的呢？本协会将当时（平成23年3月11日～平成24年3月31日）的情况等作为记录

保留下来，并将总结出来的经验等作为信息推广到全国和海外，本协会认为做这项工作是我们的社会

使命。这就是本协会发行此活动记录的理由。

    这份报告书里也加进去了平成24年6月～12月期间实施的福岛县外国出身县民100人问卷调查的

结果。我们听取了调查对象中的70人的意见，听到了用书面语言无法表达的赤裸裸的声音。当然他们

的声音不能代表县内所有的外国出身居民的声音，但是这些声音是外国出身县民的心声，是他们的行

动记录，请大家一定侧耳倾听这些人的声音。对于在这次调查中协助我们工作的100位外国出身居民，

在这里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们期待这份记录在外国出身居民遇到灾害时能给大家一点帮助，如果这份记录的发行能或多或

少地报答地震时大家对我们的支援的恩情的话，我们将非常欣慰。

　　　平成25年7月

公益财团法人 福岛县国际交流协会

※「外国出身居民」：在福岛县内生活的外国出身，或者有外国籍的县民（包括归化者及在日本出生的外国籍者）



平成 24 年度「遭遇东日本大地震及东京电力福岛

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外国出身等县民的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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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 24 年度「遭遇东日本大地震及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外国出身等县民的问卷调查」

1 调查的概要

2 调查结果的概要

（1） 调查目的

　平成23年3月11日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和

东京电力（株）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通过对

在福岛县内生活的外国出身等县民（外国出

身或者有外国籍的居民（包括归化者及在日

本出生的外国籍者））当时的处境及现在情况

进行调查，获得探讨灾害时为外国出身等县

民提供信息以及其他援助手段的资料。

（2） 调查主体

公益财团法人福岛县国际交流协会

（3） 调查期间

平成24年6月～平成24年12月

（4） 调查对象

平成23年3月11日地震的时候，在福岛县内居

住的18岁以上的外国出身等居民100人

（5） 调查方法

调查员实施面谈调查（70人）及问卷调查形式

的书面调查（30人）

（1） 震灾时调查对象者的情况

    从调查对象者100人的居住地区来看，住在

避难对象区域的富冈町，大熊町，双叶町，广野

町，南相马市小高区的有7人。住在影响比较小

的会津地区有17人。各地区调查对象人数的比

率和地震前市町村外国人登录者数的比率基

本上一致。

    从出身国家或国籍分类来看，中国占42%最

多，菲律宾占14%，韩国朝鲜占13%。这个比率

也和地震前市町村外国人登录者数的比率基

本上一致。

    从性别上来看，女性占76%，一半的人在日

本生活了10年以上。就日常使用的语言（复数

选择可）的提问，回答为使用日语的有84人，几

乎所有的人除了母语之外，可以使用日语。

    从职业上来看，学生占8%及研修生占4%

人数较少，公司职员，主妇・主夫，自营业约占

80%。家庭构成上，和家属同住的人约占70%。 

（6） 调查语言

「面谈调查」日语，英语，中文，他加禄语

「书面调查」有注音的易懂日语，英语，中文

（2） 震灾前的防灾知识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藏在桌子下确保人身安

全的常识。关于「避难所」，例如中国等国家没

有避难所这一制度，所以知道学校和公民馆

都可以作为避难所，外国人也可以使用并可

以从那里得到水，食品，信息等常识的人只有

一半。

    关于地震之后沿海地区会发生海啸这一地

震和海啸之间的关联性，60%的人是知道的，

但是平成22年3月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针对

日本人实施的调查结果为95%的人知道这一

关联性。可以看出县内居住的外国出身居民

缺乏对海啸的基本常识。

    关于核电站，只有一半的人知道福岛县有核

电站这一事实。

（3） 地震时获取信息的手段

    关于使用的媒体，几乎所有的人的回答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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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画面的电视。和电视相比，使用报纸・广播的

人只有30%，原因是对外国人来说通过日语的

文字和发音获取正确信息看来比较困难。

    使用手机，电脑，智能手机的人有68人，其中

80%的人是阅览因特网上的网站信息，有一半

的人利用E-mail和facebook等社交网络服务。

使用各种语言获取信息，这种能够相互交换信

息的媒体在灾害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和政府部门联系过的63人中，和大使馆联系

过的占65%，说明信息来源的绝大部分是从大

使馆。和市政府・当地机关・国际交流协会联系

过的占30%左右，只有一半程度。

    关于「地震后和谁直接见面了或者和谁联系

了」的提问，从国籍上来看没有太大差异，但是

70%的人和家属及亲戚有接触，50%的人和同

国人团体有接触。由此可见同国人团体的重要

性。

（4） 去避难所的避难情况

    关于「是否去了避难所」的提问，实施面谈

的70人中曾住在避难对象区域的7个人去了

避难所。其他有10人左右去了避难所。

（5） 去县外或者国外短时间避难情况

    关于「是否短时间避难了」的提问，实施面

谈的70人中70%以上的人出去避难了。这和

日本人有很大的区别。其中40%以上的人回

祖国避难了。

（6） 地震前后的变化

① 种种情况的变化

    4人中有1人在工作上有变化。这一点和日

本人相比比率较高，可以看出地震带来的影

响很大。由于担心核辐射出去避难的原因导

致住址的变化以及与家属分开生活的情况各

占6%。

    工作上有变化的人的详细情况如下，收入

减少8人，退职9人，工作地点变更5人，改行

1人，家传的行业停业1人，自己的店铺迁移1

人，雇用形态有变化1人。

    居住场所有变化的人的详细情况如下，因

核辐射而避难的6人，因长期避难不得不重新

租房子的5人，房子被海啸冲走的2人，房子被

损坏的2人，其他情况3人。同居家庭成员发生

变化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因为担心核辐射

出去避难的原因导致和家属分开生活的有6

人，住址的变化导致同居家庭成员发生变化

的有3人。

② 「和灾害相关语言」的认知度的变化 

    地震后，对「核电站事故」和「放射线」的认知

度明显提高，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也有同样的倾

向。但是地震后也只有约30%的人知道「防灾

训练」，而且70%的人地震后也不参加避难（防

灾）训练。

③ 关于防灾行动上的变化

    地震后加入町内会和同国人团体的人数并

没有增加。但是地震后有一半的人「储备食品

和水」「准备紧急时带出的物资袋」「确认避难

线路和避难所」。

（7） 对核电站事故的不安

    在我们进行调查的平成24年秋天的那个时

候，还有80%到90%的人对「核电站事故的再

次发生」和「对健康的影响」感到不安。

    而且有70%的人对「环境放射能的测定值是

多少」和「水和食品安全么」感到不安。由此可

见，原子能灾害所引起的各种不安几乎都没

有消除。

    虽然是这样，但是对于「是否应该避难」的

提问，有50%以上的人回答「不太担心」「不担

心」。大家虽然抱有很多不安，但是都做出了没

有必要避难的判断。

（8） 希望政府部门等（县国际交流协会）

开展哪些工作

    关于「今后希望包括县国际交流协会的政

府部门等开展哪些工作」的提问，80%的人

希望能用英语，中文和易懂的日语发布放射

线信息及灾害信息。可以看出地震之后已经

过了一年以上的时间还是有必要用多种语言

提供信息的。

    并且有80%以上的人希望设置学习日语的

场所。由此看出，遇到灾害时，因为不懂日语

而感到不安的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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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希望用英语，中文，易懂日语进

行心理咨询的人比较少，可能是地震之后已

经过了一年以上的时间的原因。

3 调查结果

① 居住区域

② 出身国家或国籍

（1） 地震时调查对象者的情况

浜通地区北部5%

福岛县按市町村分类的外国人登录者数（截止于平成22年末）
会津17%

浜通地区
南部16%

警戒区域5%

中通地区57%

浜通地区北部（相马市・南相马市・新地町）

浜通地区南部（磐城市・广野町）

警戒区域（富冈町・大熊町・双叶町）

中通地区（福岛市・郡山市・伊达市・白河市・二本松市・须贺川市・田村市・川俣町・三春町・
天荣村）

会津（会津若松市・喜多方市・猪苗代町・会津美里町・下乡町・南会津町）

出处：『福岛县国际化的现状』福岛县生活环境部国际课（平成23年3月）发行

浜通地区北部4%

警戒区域3%

浜通地区南部17%

「其它」的国家的国名及人数

● 泰国，美国………………………………………………………各5人

● 越南………………………………………………………………4人

● 新西兰……………………………………………………………3人

● 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蒙古国，英国…………………………各2人

● 柬埔寨，印度，加拿大，斯里兰卡，肯尼亚，澳大利亚…………各1人

中国42%

其它31%

菲律宾14%

韩国朝鲜
13%

中通地区64%

会津
12%

参考

出处：『福岛县国际化的现状』福岛县生活环境部国际课（平成23年3月）发行

中国43%

其它

20%

菲律宾

20%

韩国朝鲜

17%

福岛县按国籍分类的外国人登录者数（截止于平成22年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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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性别

④ 年龄层

⑤ 在日本居住的年数

⑥ 日常使用语言（复数选择可）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日语 中文 英语 菲律宾语 韩国语・朝鲜语 其它

84

39
26

12 9
19

说英语的人的详细分类（26人中）

● 母语者…………………………………………………………12人

● 菲律宾人………………………………………………………9人

● 巴基斯坦，柬埔寨，印度，肯尼亚，斯里兰卡………………各1人

男性24%

女性76%

出处：『在留外国人统计平成23年度版』法务省发行

（人）

男性32%

女性68%

出处：『在留外国人统计平成23年度版』法务省发行

60岁以上的人2%

60岁以上8%

20到29岁
的人13%

20到29岁
的人31%30到39岁

的人24%

30到39岁
的人29%

40到49岁的人40%

40到49岁
的人23%

50到59岁
的人21% 50到59岁

的人10%

1年未满9%

1年以上5年未满25%

10年以上52%

5年以上10年未满14%

福岛县的外国人登录者数男女比例（截止于平成22年末）参考

福岛县的外国人登录者数年龄层比例（截止于平成22年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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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职业

⑨ 是否知道县（市町村）国际交流协会有提供用英语和中文等发布信息以及提供英语和中文等
　 咨询服务的业务

＊知道县（市町村）国际交流协会名字的人占82%

（2） 地震前的防灾常识

　　「地震前，就知道地震时该如何应对，以及会出现何种情况？」（复数选择可）

0

92藏在桌子下面确保人身安全

水・电・煤气会中断

会有余震的发生

学校以及公民馆做避难所之用

沿海地区会发生海啸

在海啸来临之前必须到高处避难

避难所也接纳外国人

前往自家附近的避难所

在避难所可以获得水，食品和信息

79

69

64

63

63

57

54

51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人）

公司职员
（含合同工・短工）

41%

主妇・主夫25%

自营业17%

学生8%

研修生4%

无职人员3%
宗教关系2%

独住19%

知道54%不知道45%

不详1%

和家属一起住占74%

和单位同事・朋友同居7%

⑧ 同住者情况

和家属一起住的人的详细分类（74人中）

● 有日本人家属的……………………………57人 
● 没有日本人家属的…………………………14人

● 不详…………………………………………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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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2

50

30

0

65一定数量以上的放射线量对人体会有危险

福岛县内有核电站

如一旦发生核电站事故，有泄露放射线的可能性

53

44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人）

① 使用媒体（硬件）（复数选择可）

（3） 地震时收集信息的手段

　　「从地震发生到平成23年3月末之间，通过何种途径获取必要的信息的？」

0

88电视

电脑

手机

广播

报纸

智能手机

37

29

8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人）

56

38

② 使用手机，电脑，智能手机的68人使用的媒体（软件）（复数选择可）

0

84因特网检索功能

e-mail

Facebook

SKYPE

QQ

Twitter

21

4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QQ是中文的社交网络服务。39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中有14人（36%）使用QQ。

11

0

65大使馆

       市政府，当地政府

       国际交流协会

       教会，清真寺等

27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③ 联系过大使馆，市政府，当地政府，国际交流协会，教会和清真寺等的63人的
　 详细分类（复数选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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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籍上来看

从社交网络上来看

0

81在祖国生活的人・同国出身的人

日本人

同国以外的外国出身的人

73

23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人）

④ 地震后和谁直接见面了或者和谁联系了的详细分类（复数选择可）

0

73

48

31

31

11

8

6

家属・亲戚

同国出身者的组织

大学，工作单位的同学同事

邻居

日语教室

PTA以及业余活动团体的朋友

教会人员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人）

＊70人中有1人没有获得任何消息而处于孤立状态。

（5） 地震时去县外或者国外短时间避难的情况（面谈者70人）

没去69%

回国避难42%

去县外避难30%

在县内避难1%

没有避难24%

不详4%

去了27%※2

※1在地区防灾计划里被指定的避难场所

※2 包括在超市自行设置的避难所避难了3天的1人

不详3%

（4） 地震时去避难所※1避难的情况（面谈者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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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6工作上的变化

居住场所的变化

同居家庭成员的变化

18

9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人）

① 种种情况的变化（复数选择可）

② 「和灾害相关语言」的认知度的变化

（6） 地震前后的变化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过去就知道

地震后知道的

现在也不知道

核电站事故 放射线 避难所 避难 防灾训练 海啸 地震

40

50

10

43 42

15

57

29

14

60

28

12

52

19

29

79

17

4

96

3 1

③ 关于防灾行动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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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国人的团体
学习日语 参加避难（防灾）训练

地震前后都在做

地震后开始做的

没有做

地震前做了，地震后没有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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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平成 24 年度「遭遇东日本大地震及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外国出身等县民的问卷调查」

（7） 对于核电站事故（核辐射）的不安程度

0%

63 24 6 7

50 23 15 12

50 20 19 11

47 32 13 8

38 13 24 25

25 22 24 29

是否还会再次发生核电站事故

环境中的放射线的水平

水和食品是否安全

对于健康的影响

今后的赔偿会如何

是否应该避难

50% 100%

◆其它，对孩子健康的影响（13人），政府的政策和东京电力的对策（3人），谣言的负面影响（2人）等。

（8） 今后希望政府部门（县国际交流协会）开展哪些工作

0%

68 13 4 15

65 15 5 15

65 11 7 17

63 19 7 11

61 22 7 10

60 14 8 18

59 18 8 15

59 15 9 17

57 20 6 17

50 24 6 18

47 25 9 19

46 26 6 22

用英语和中文发布放射线信息

用易懂日语发布灾害信息

用英语和中文发布灾害信息

开设能学习日语的场所

用英语和中文向县外以及海外宣传福岛的现状

开设英语和中文的咨询窗口

支援同国人团体

避难（防灾）训练

能参加的灾害志愿者活动的信息

组织AED等的急救讲习班

英语和中文的心理咨询

易懂日语的心理咨询

50% 100%

担心　　　有些担心　　　不怎么担心　　　不担心

必要　　　有些必要　　　不是太必要　　　没必要



外国出身居民 100 人的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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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外国出身居民 100 人的证言

Ⅳ

    将直接采访的70人的证言和问卷调查的记载内容整理为以下7个纲目：（1）地震刚发生后的情况

（2）发生核电站事故后的情况（3）对未来的不安之处（4）怎样收集信息的（5）经历了震灾之后（6）今

后希望政府部门所作的工作（7）支援活动。

    这些内容是可以听到遭遇了大震灾和核电站事故灾害的外国出身县民的活生生声音的贵重的

记录。

1.  证言的概要

    对于外国出身的居民来说，在日本生活会

碰到「三堵墙」（语言问题）（制度问题）（心（文

化）的问题）。灾害时这些问题会更加突出，使

外国出身居民成为灾害弱者的几率提高。通

过证言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特别是不懂日语所产生的「语言问题」的影

响极为深刻。在基础设施处于停止状态的时

候未能从邻居那里得到有用的信息，不知道

避难指示和海啸警报，由于未能把握当时的

情况而产生极度的不安，在避难所里产生纠

纷的时候，不能用日语表达自己的感受而造

成心灵上的创伤等等。幸运的是这次调查对

象中发生以上情况的人为数不多，而且在家

人和同事还有邻居的帮助下避开了最坏的结

果。有些人认识到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日语是

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人在震灾后开始正式学

习日语。另外也有因为孩子不会说母语而放

弃回国避难或者回国后马上又返回日本的情

况。

    在「心（文化）的问题」上，虽然没有听到感

受到具体差别的证言。但是回想起过去关东

大震灾时的事件，有人担心是否还会因流传

的谣言而发生迫害事件。有人半信半疑避难

所是否会收留自己。有人因为听到东京电力

的补偿待遇不同等谣言而动摇。还有人担心

日本人是否会接受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结果

是日本人接受了这样的援助，那是因为日本

人很和善。我们获取了大量的灾害时日本人

对自己真心相待的证言。

    在「制度问题」上，得到了因为外国人登录

制度的问题东京电力的赔偿申请材料比日本

人晚到了证言。

    我们得到了很多日本国内和国外的信息有

差别的证言。有很多人除了通过国际长途和

伊妹儿等手段得到了祖国的媒体提供的大量

的信息之外，还自己通过因特网收集到许多

国外的网站的信息，但是信息的差异太大，无

法判断哪一个信息是正确的。很多人怀疑日

本政府隐瞒信息，感觉日本国内提供的信息

量太少，所以通过从祖国获取的信息来决定

自己该怎样行动。

    平成23年3月15日中华民国政府发出了从

灾区退避劝告之后，各国政府陆续发出退避

劝告，之后很多人回到祖国避难。证言里面饱

含了避难的人，没有避难留下来的人的种种

感受，国家的不同导致对策不同，经济能力也

不同。避难的人回到祖国得到亲属的欢迎的

同时心里怀有对留在日本的家人的罪恶感，

所以不顾祖国亲属反对短时间逗留后回到日

本的人很多。

    这次大震灾中外国出身的居民不只是灾害

弱者，他们同时也作为地区的一员成了支援

者。有的人将海外捐献的支援金和支援物资

送到避难所，有的人自己烧饭赈济灾民，有的

人回祖国避难时，开展捐款活动。有的人想积

极参加支援灾区的志愿者活动，但是由于信

息太少而未能十分如愿。

    在最后「对日本人的评价」一栏中，大家的

感想是日本人不是光想着自己，而是能够感

受到大家一起加油的气氛。日本人有很强的

容忍力，听从政府的指示行动。日本人非常冷

静，有相互帮助的精神。另一方面，还得到了

如果不给政府提建议的话政府的做法不会改

变，日本人要改变自己等的建议。



结束语

    我们迎来了东日本大地震后的第三个年头。再次回顾外国出身居民的震灾经历，将内容整理后，我

们得出以下结论。 

  地震时外国出身居民的情况

・和平时比较，生活在地域里的外国出身居民面对的「语言问题」「心（文化）的问题」，还有「制度问题」

会更加深刻，处于各种严酷的环境之中。

・由于原子能灾害导致回祖国避难等原因，在两个祖国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纠葛。

・也有「支援」受灾者（地）的一面。

  

  地震当时本协会所做的工作的不足之处

・灾害刚发生后，由于人与时间的制约和通信基础设施不能正常运转的原因，不能充分地使用多种语

言提供灾害的信息。

・未能给孤立的不懂日语的外国出身居民提供有效的援助。

・各国大使馆为自己国家的公民的避难提供安排巴士和其他援助活动，本协会未能把握住这些情况，

所以未能援助外国出身居民。

  外国出身居民的现状

・对日语的关于赔偿问题等手续的材料的繁琐和复杂感到不安。

・对离开住惯了的土地，再次在不习惯的地方过避难生活的现状感到强烈的精神压力。

・因为放射线原因导致的夫妇，父母和子女，祖国的亲属间不同价值观的摩擦而烦恼。

  从这次震灾中看到的五种意外情况

1. 在灾害时「使用多种语言提供信息」，要做到这一点无论在人及时间问题上都有限制。

2. 在灾害时「利用因特网和手机提供信息」，因为停电和手机不通，做到这一点也是有极限的。

3. 灾害时「去避难所接受援助」，因为不去避难所，或者不能去避难所的外国人也存在，所以要做到这一

点也是有限制的。

4. 灾害时，作为支援者一方的组织和人才等也受灾，所以对于开展支援活动有限制。

5. 不只发生了「地震与地震导致的建筑物倒塌和海啸」，又发生了「核电站事故造成的放射线灾害，之

后是谣传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放射线灾害和谣言的影响又面临着长期化的趋势。

  最后

    这次灾害发生后，本协会开展了种种工作，但是我们做的远远不够。通过这次灾害的支援活动我们

认识到，事先掌握外国出身居民的据点（中心人物），不中断和他们的接触，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就可以

通过那个据点将信息传达给每一个人是很重要的。而且平时和大使馆保持联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由于本协会也受了灾，因此使支援活动受到了限制，这一意外也是必须指出的。

    因为震灾原因，本协会的事务所不能使用，外国人咨询窗口的固定电话号码，传真，伊妹儿也都不能

使用。担任外国人咨询窗口的工作人员因为核电站事故出去避难了，不能来协会工作。再加上交通，通

信基础设施的麻痹及汽油短缺，造成我们不能充分把握县内情况的结果。



    灾害时发生超出想象，无法预测的事态是很正常的事情。发生意外情况时为了能够迅速而且正确地

处理，站在支援立场的本协会必须从平时起培养灵活的构思能力和正确的判断能力，而且必须建立一

个能看到对方的脸的人的网络。

    无论是外国出身居民还是地域居民都在这次震灾中经历了困难的体验。大家一起在复兴道路上前

进时，不是有很多人都已经真切地体会到了超出外国人・日本人界限的连带感么。今后该怎样加强这

种连带感，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课题。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经历了这次震灾及核电站事故之后的心得，我们将它们作为此记录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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