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Japan 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

日中医学协会
公益财团法人



≫ 目录

1 致词

2 日中医学协会概要

目　的

理　念

成立背景

日中医学协会的资源网络

5 研究资助

共同研究等资助项目

日中笹川医学合作项目－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

9 医疗合作

日中笹川医学合作项目－笹川医学奖学金进修生同学会项目

派遣日本专家

邀请医疗考察访日团

支援赴日进修

支持日式医疗在中国的开展

12 学术会议

日中医学交流会议

日中医学大会

其他主办会议

14 协会期刊《日中医学》

15 诚邀入会及赞助捐款

16 日中医学协会评议员、理事等名单



≫ 致词

　　日中医学协会起源于1978年在日中友好协会内设的“医学学术交流小委员会”，作为日中医学和医疗交流

的专门联络点。1980年日中医学协会作为一个社团组织成立，1985年成为财团法人后，于2013年转型为公益
财团法人。
　　创立之初，黑川利雄会长曾说：“两千年前开始日本受惠于中国的地方就不胜枚举。中国的古诗有云：‘扶过

断桥水，伴归无月村’。日本和中国即便在没有桥的河上也应彼此扶持共渡，在没有月亮的暗夜里也应携手同归。
我想强调的是，成立这个协会的宗旨也正是我们相信，在医学领域，我们应该真正携手并进。”悬田克躬副会长

说：“我期待日中医学协会能够稳步发展，为提高两国的医疗水平和促进交流发挥作用”。
　　我们相信这些初衷即便是现在依然如此，值得强调。
　　日中医学协会通过“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日中医学交流大会”、“在中国发展日式医学”等项目，深

化了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卫生部）、中华医学会等机构的交流，40年来建立了牢固的信赖关系，成

为日中医疗和医学交流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今后，日中医学协会将以“伦理、日中合作、产业与学界/政府与民间广泛参与、双赢关系、政治中立”为

方针，继续开展符合两国国家利益、有助于提高两国人民生活质量和增进彼此信任的医学、医疗等领域的项目。
　　除了“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等现有项目外，恳请各界人士对我们新开展的项目也能给予鼎力支持。

Hideoki OGAWA

小 川  秀 兴
公益财团法人

日中医学协会

会　长

Yutaka ATOMI

跡 见  　 裕
公益财团法人

日中医学协会

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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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中医学协会概要

目　的

　　日中医学协会多年来从事日本与中国之间医疗相关领域的交流事业，以贡献于中日两国以及以两国为核心的亚洲

地区保健医疗的普及和发展为目的，致力于开展以下事业：

　　(1)资助研究活动及学术共同研究、(2)举办学术会议、(3)开展医疗合作项目及相关支持活动、(4)调研与信息收

集、开展宣传普及活动、(5) 人才培养、(6) 来日邀请和派遣专家访华、以及为实现上述目标而开展的其他项目。

　　伴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的显著增长，中国推出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进一步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本

协会将兼顾中国相关政策与日本发展战略（健康医疗战略）的互动性，有效地利用自身所拥有的中日两国人力资源网

络，强化与巩固本协会的法人会员、个人会员与中国政策部门、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理　念

　　我们作为公益财团法人，在下述行动理念的指引下，开展中日两国之间的合作。为了普及提高医疗保健服务水平，

通过“振兴学术”、“医疗合作”、“增进国际间相互理解”等项目，为构建一个健康的、可以安心生活的社会，作出积

极的贡献。

日中医学协会
基于“医学和医疗是最高境界的伦理”这一认识，构建人人可以享受生活的繁荣社会，并向全世界展示这
一伦理观的发展状况。

日中医学协会
集中日两国之力，为给世界人民提供恰当的医疗卫生服务而积极发挥应有的作用。

日中医学协会
通过中日两国的产业与学界以及政府与民间等诸多领域有关人员的参与，通过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为增进
国际间的相互理解作出贡献。

日中医学协会
共享中日两国的知识和经验，把构建双赢关系作为开展项目的标准。

日中医学协会
政治上保持中立，运营能得到社会信任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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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背景

　　以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契机，两国医学、医

疗界人员的互访日趋频繁。为了应对这一情况，1978年，

在日中友好协会内部成立了“医学学术交流小委员会”，

以中华医学会为中方的窗口单位开始了交流。

　　1980年，“医学学术交流小委员会”从日中友好协

会分离出来，日中医学协会作为社团组织开始开展有关

工作。

　　为了满足以实现医疗现代化为目标的中方的需求，

更广泛地开展中日间共同研究支援和人才培养等项目，

在当时日本医学界、口腔学界、药学界、护理学界、其

他医疗相关组织，以及经济团体联合会下属的医疗产业界的帮助下，于1985年正式成立了兼具全国性、综合性功能

的“财团法人日中医学协会”。

　　伴随公益法人制度的改革，2013年“财团法人日中医学协会”转型为“公益财团法人日中医学协会”。以2015

年成立30周年为契机，协会正致力于开展符合时代需求的崭新的中日医疗交流项目。

举办年份 成立周年纪念活动 大会主题

2015年 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 日本医疗的国际化及日中医学协会在中国的作用
（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马晓伟副主任出席致辞）

2013年 纪念公益财团法人转型庆祝大会

2005年 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 中国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陈啸宏卫生部副部长演讲）
2000年 成立15周年纪念大会 中西医结合的现状与展望（彭玉卫生部副部长演讲）
1995年 成立10周年纪念大会 中日医学交流的过去、现在、将来（陈敏章卫生部副部长演讲）
1985年 财团法人日中医学协会成立

1980年 日中医学协会成立

　历代重要理事（职务：当时）　

理　事　长

跡见　裕 2023～ 学校法人跡见学园理事长

小川秀兴 2015～2023 学校法人顺天堂理事长

安达　勇 2008～2015 静冈县立静冈癌症中心参事

森冈恭彦 2002～2007 日本红十字社医疗中心名誉院长

中岛　章 1995～2001 顺天堂大学名誉教授

羽田春兔 1992～1995 日本医师会顾问

石馆守三 1985～1991 笹川记念保健协力财团理事长

会　　　长

小川秀兴 2023～ 学校法人顺天堂理事长

高久史麿 2015～2022 地域医疗振兴协会会长

森冈恭彦 2012～2015 日本红十字社医疗中心名誉院长

森　　亘 2006～2012 日本医学会会长

杉村　隆 2003～2005 国立癌症中心名誉总长

冈本道雄 1996～2002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悬田克躬 1992～1995 顺天堂大学顾问

石馆守三 1988～1991 笹川记念保健协力财团理事长

黑川利雄 1985～1987 日本学士院院长

财团法人日中医学协会成立大会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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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官房
●内阁府
●法务省
●外务省
●文部科学省
●厚生劳动省
●经济产业省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日本大使馆）
●日本医师会 /日本医学会
●日本齿科医师会 /日本齿科医学会
●日本药剂师会 /日本药学会
●日本看护协会 /日本看护学会
●日本女医会
●日本财团
●医疗相关企业及团体
●日中友好团体
●医疗机构
●研究机构
●日中医学协会研究资助金获得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教育部
●外交部
●各省卫生厅
●中国驻日本国大使馆（中国大使馆）
●中华医学会
●中国医师会
●中华口腔医学会
●中国药学会
●中华护理学会
●中华予防医学会
●医疗相关企业及团体
●医疗机构
●研究机构
●日中医学协会研究资助金获得者
●中日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研究人员2,300名

JAPANCHINA

在为中日两国医学、保健医疗的推广以及水平的提高做出贡献的同时，着眼于中国相关政策与日本发展战略的
连动性，充分利用本协会所拥有的中日两国间的人际资源网络，发挥自身的桥梁作用，进一步开展有关协调法
人及个人会员同中国的政策部门、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之间联络沟通的工作。

架起中日两国的桥梁－
　　    　更广、更深、更密切。

≫ 日中医学协会概要

日中医学协会的资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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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资助

共同研究等资助项目

　　以促进两国保健医疗的普及与提高为目的，通过中日两国间学术上的共同研究和其他交流研究，在加深双方相互

理解的同时，推动两国医疗相关等领域的学术和技术上的合作，从1986年开始实施共同研究等资助项目。

　　目前为止资助过的项目包括“调查与共同研究”、“邀请中国研究员与技术人员”、“日本专家的派遣”、“在日中国

人研究员”、“举办学会”以及“参加学会的旅费”。从2013年开始，资助项目调整为“调查与共同研究”与“在日青

年中国人研究员”两项。

　调查与共同研究资助　

　　此项目用来资助在日本的大学、研究所等机构从事医疗教学工作，并且与中方研究人员进行合作研究的人员。从

2013年开始，资助对象的专业范围划分为“基础医学与药学”和“临床医学、社会医学、口腔医学、护理”两大类，

每类隔年进行征集，资助期间为每年４月开始至次年３月为止的１年。

　在日青年中国人研究员的资助　

　　资助对象是在日本的大学与研究所等机构接受研究指导的青年中国人研究员。从2013年开始，资助对象的专业

范围划分为“基础医学与药学”和“临床医学、社会医学、牙科学、护理”两大类，每类隔年进行征集，资助期间为

每年４月开始至次年３月为止的１年。

　资助金额累计　

资助参加学会的旅费

10次
(2009～2012年)

资助调查与共同研究

270次
(1986～2017年)

资助举办学会

70次
(1987～2001年)

资助在日青年中国人
研究员

307次
(1987～2017年)

资助邀请中国研究员
与技术人员

136次
(1987～2011年)资助派遣日本专家

40次
(1987～2008年)

共计833次
约5亿8千万日币
（截至2017年度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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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资助

日中笹川医学合作项目

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 

　　在日本财团的资助下，从1986年开始，本协会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中国卫生部，中国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共同实施了日中笹川医学奨学金项目。该项目旨在培养有望成为医学/医疗领域的带头人，并进一步

促进中日两国在医学与医疗领域的合作关系。以此为目的邀请中方医务研究人员赴日学习。

　　迄今为止项目共邀请了2,396名中方研究人员来日学习，日方接收单位多达242家，指导老师和共同研究合作者

达1,756位。

　　研究人员归国后活跃于全国各地，在中国医学界发挥着骨干核心的作用，有当选为两院院士者，还有些担任医学

类院校的校长或提供高端医疗的三甲医院的院长、主任教授等要职。

　　此外，归国人员于1991年在中国国内成立了同学会组织―笹川医学奖学金进修生同学会（简称笹川同学会），在

中国的六大地区设立了６个国内分会，在日本和北美地区分别成立了海外分会。笹川同学会正积极致力于把在日本学

到的知识和技能等传递给国内的同仁（请参考 p.9“日中笹川医学合作项目－笹川医学奖学金进修生同学会项目”）。

笹川同学会各支部与同学会会员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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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年表（职务：当时）　

年份 沿　　革

1986年 签订“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协议书－10年内共邀请1,000名研究员

签订人：石馆守三　日中医学协会理事长（照片：左）
　　　　笹川良一　笹川记念保健协力财团会长（照片：中央）
　　　　陈敏章　　卫生部副部长（照片：右）

1987年 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开始－第１期研究员抵达日本
临行前于北京人民大会堂由卫生部顾英奇副部长主持举行了组团仪式，中国国家副主席王震、笹川记念
保健协力财团笹川良一会长、该财团笹川阳平理事长、日中医学协会石馆守三理事长出席
第１期研究员抵达日本后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仪式，中国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章曙、日本厚生大臣齐藤
升、中曾根康弘首相、冈崎嘉平太先生等共400人出席

1991年 “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５周年纪念庆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朱镕基副总理出席
回国后的笹川生组成“笹川医学奖学金进修生同学会”（简称：笹川同学会），召开学术交流会，在内陆
偏远地区或灾区举行义诊等一系列活动

1992年 从归国的研究员中每年选拔10名优秀研究员再次来日学习的特别研究员邀请项目启动

1996年 签订“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第二期）”协议书－10年内邀请1,000
名研究员

签订人：冈本道雄　　日中医学协会会长（照片：左）
　　　　日野原重明　笹川记念保健协力财团理事长（照片：中央）
　　　　殷大奎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照片：右）

1997年 “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10周年纪念庆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1998年 第20期研究员回国，邀请人数达到1,000名
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第二期）开始－第21期研究员抵达日本
特别研究员邀请项目的邀请人数增加至每年20名

2007年 “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20周年纪念庆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卫
生部陈竺部长、森喜朗前日本内阁总理大臣、WHO西太平洋事务局
尾身茂局长、归国研究员及指导教官、有关机构要人等1,000名出席

“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第三期）”协议书签订－5年内邀请150
名研究员

签订人：笹川阳平　日本财团会长（照片：左）
　　　　蒋作君　　卫生部副部长（照片：右）

2008年 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第三期）开始－第31期研究员抵达日本，特别研究员邀请项目结束

7The Japan 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



≫ 研究资助

年份 沿　　革

2013年 签订“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第四期）”协议书－5年内邀请150
名研究员

签订人：尾形武寿　日本财团理事长（照片：左）
　　　　马晓伟　　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照片：右）

2014年 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第四期）开始－第36期研究员抵达日本

2016年 “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30周年纪念庆典”在日本举行
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马晓伟副主任、日本厚生劳动省古屋
范子副大臣、中国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程永华先生、笹川生、日方
指导老师、有关机构要人等，共500余名出席

2017年 签订“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第五期）”协议书

签订人：尾形武寿　日本财团理事长（照片：左）
　　　　崔　丽　　�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照片：中央）
　　　　小川秀兴　日中医学协会理事长（照片：右）

2018年 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第五期）开始－第40期研究员抵达日本

2023年 “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35周年纪念庆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曹雪涛副主任、森喜朗前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垂秀夫先生、笹川生、日方指导老师、共同研
究合作者及相关机构领导等1,000余人出席。

签订�“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计划（第六期）”协议书

签订人：笹川阳平　日本财团理事长（照片：右）
　　　　曹雪涛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照片：中）
　　　　小川秀兴　日中医学协会会长（照片：左）

2024年 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项目（第六期）開始－第45期生来日

The Japan 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8



≫ 医疗合作

日中笹川医学合作项目

笹川医学奖学金进修生同学会项目 

　　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中国卫生部，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日本财团的支持下，日中笹川

医学奖学金项目（请参考p.6）留日研究人员的同学会组织即“笹川医学奖学金进修生同学会”（简称笹川同学会）作

为项目的实施主体，与日中医学协会共同实施，旨在为中国医疗体系的完善做出一些贡献。笹川同学会项目以缩小城

乡医疗服务水平的差距、缓解患者过度向大医院集中的问题为目标，正在构筑符合中国医疗政策的活动模式。

　短期 / 中长期诊疗技能培训　

　　以笹川同学会会员所在单位即提供高端医疗服务

的医院（三甲医院）为据点，向二级医院（县级医院）

的医生和护士传授治疗当地患病率较高的疾病的治疗

方法，提高他们的诊疗技能。

　地区医疗支援活动　

　　在中西部等医疗水平参差的地区建立定点医院，

由笹川生定期访问这些医疗点，对负责初级保健的医

生和护士进行培训，目的是从质到面上改善地区医疗。

　中日高峰论坛　

　　以中国医疗卫生政策中的重点课题（癌症治疗、糖

尿病、老年人医疗与护理等）为主题，通过两国专家

的演讲与互换意见，摸索解决这些医疗问题的方法。

　支部学术交流会　

　　每年在全国各地的支部举办一系列讲座，就当前

中国医疗保健领域的问题交换意见。

　　有益于笹川生之间互相学习与交流信息，加深彼

此之间的友谊。

9The Japan 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



≫ 医疗合作

派遣日本专家

　　为了介绍日本先进的医疗技术、促进中日两国专家之间

的交流，每年向中国派遣10名以上医学、口腔、药学、护理、

照护等领域的日本专家，召开学术交流会，在中国的医疗机

构进行讲演和现场指导。

　　从1993年至2002年，本协会得到“日本外务省经济协

力局民间援助室”下属的“国际开发协力关系民间公益团体”

的赞助，向中日友好医院派遣了60多名专家。自2003年起，

作为协会的自主项目也向其他骨干医院派遣了专家。

　　为了加深对中国医疗现状的理解，派遣日方专家考察中

国的三甲医院（提供高端医疗的医院）、二甲医院（县级医

院）、一甲医院（基层医院），并与医院的医务人员进行交流。

邀请医疗考察访日团

　　向以考察日本医疗状况为目的的中国医疗相关团体发放访日邀请函、安排医院参观以及召开医学交流研讨会等。

　　通过本协会的资源网络，为访日团体选定最符合考察目的的医院及研讨会讲师，实现高质量的学术交流。

　　通过参观日本的医疗机构以及与日本有关专家的交流，加深对日本的先进医疗以及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医

疗体系的了解。本协会受理医学、口腔学、药学、护理等专业人员，医院管理人员（院长等）以及地方卫生行政官员

的访日考察。

手术护理访日团参观日本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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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赴日进修

　　以短期赴日学习日本先进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为目的的中国医务人员，在获得奖学金或中国所在单位的资助后，

赴日本的医院进修时，本协会为他们出具邀请信、联系进修单位、协调与进修有关事宜。

　　为了提高中国的医疗水平，与中国政府机构联手启动了在日本培养青年医生的项目。进修人员除学习日本先进的

医疗技术外，还学习多部门、多工种间相互合作的相关技术。

　　在“中日消化内镜诊疗与病理联合培训”项目中，中国的内镜医生和病理医生结对赴日，学习消化道癌症早期发

现、早期治疗的日式医疗技术，通过加深对内镜医师和病理医师密切合作重要性的理解，并将这些技能和知识回国后

应用于临床实践，为提高五年生存率做出贡献。此类据点医院在中国全国设置了30家左右，并逐渐向周边区域扩展。

支持日式医疗在中国的开展

　　充分发挥本协会与中国广大医务人员之间建立起来的人

脉资源网络，与医疗器械厂商、大学等科研机构和医疗机构

一起助力日本政府倡导的在中国开展的医疗事业。

　　本项目的目的是在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医

疗服务体系发生巨变的背景下，为促进中国医疗品质的均衡

化做些贡献，同时与“支援赴日研修”项目一起，为日本的

医疗企业和医疗机构拓展活动空间提供一些机会。

中国国内口腔技术培训（受日本经济产业省委托项目）

中日消化内镜临床诊疗与病理联合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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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议

日中医学交流会议

　　从1987年开始，以中日两国当今医疗领域存在的课题为主题，邀请有代表性的领域的中日两国专家召开学术研

讨会“日中医学交流会议”。

举办年份 主　题

2019年 癌症治疗的现状与近期未来
　基调演讲：本庶��佑　京都大学特聘教授、
　　　　　　　　　��　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

2018年 生活习惯病：日中现状和对策……国家层面的对策
　基调演讲：高　福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日本外务省日中邦交正常化45周年认定活动
※日本外务省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认定活动

2016年 中日两国医学医疗领域中的高端课题
※中日笹川医学奨学金项目30周年纪念演讲会
　致辞：马晓伟　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2015年 日本医疗的国际化及日中医学协会在中国的作用
※日中医学协会财团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 
致辞：马晓伟　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2012年 中国医药卫生改革的现状与展望
　基调演讲：陈啸宏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
※日本外务省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活动
※日本外务省2012“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认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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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医学大会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和30周年，由中华医学会与日本医

学会、日本齿科医学会共同举办的“日中医学大会”分别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召开。本协会作为日方事务局承担了大会的运营工作。

　　以该大会为契机，当时尚未有往来的中日两国的学会团体间开始

了相互交流，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举办年份 大会名称 参加个人与团体

2002年 日中医学大会2002
※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纪念活动

日方　　　　1,000名
中方　　　　1,000名
参加学会团体　� 74个

1992年 日中医学大会1992
※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纪念活动

日方　　　　1,000名
中方　　　　2,400名
参加学会团体　� 68个

其他主办 / 协办会议

　　为了促进中日两国专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协助日本政府推行医疗国际化项目的开展，在日本或中国召开学术交流

会等。

举办年份 会议名称 举办地 参加人员

2017年 第四届中日医学交流论坛（消化 /泌尿领域） 东京 3,000名
（包括中国境内的在
线观看人数）

中日妇科良性疾病交流峰会 北京 2,500名
（包括中国境内的在
线观看人数）

2016年 中日医学学术交流大会2016�东京〔日本财团资助〕
第三届中日医学交流论坛（消化）
第三届中日医学交流论坛（妇科）
中日子宫内膜异位症交流峰会

东京
苏州
大阪
北京

  400名
  120名
   20名
  150名

2015年 第２届中日医学交流论坛
（协办：中华医学会、天津武田药品有限公司）

东京    90名

2014年 留日人员经验交流会〔日本经济产业省委托项目〕
※与大阪大学国际医疗学术交流会（Go Global!!４@上海）联合举办

上海   200名（企业65家）

2013年 中日医疗器械审查交流会〔日本经济产业省委托项目〕
中日医疗工作者座谈、交流会〔日本经济产业省委托项目〕

北京
北京

  100名（企业27家）
  130名（企业47家）

日中医学大会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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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会期刊《日中医学》

　　创刊于1986年，每年发行4期。每期刊物的主题都是针对中日

两国的医学、口腔学、药学、护理、照护等医学医疗领域的现状和

存在的课题而设定。《日中医学》使用日语和汉语两种文字刊登来自

中日两国专家的投稿，除刊登对旅日中国研究员的专访、介绍作为

纽带桥梁活跃于中日两国间的医务人员外，还刊载本协会的领导和

会员的投稿文章等。《日中医学》的发行对象为本协会的会员、中日

两国的医学医疗相关单位、团体、政府机关、医疗类大学的图书馆

等，以促进两国的医学医疗领域的交流。

发行年度 刊号 刊载特辑

2023年度 Vol.38 No.1 中日两国居家医疗 /护理的现状与课题

Vol.38 No.2 从药学领域的角度看中日感染症治疗的现状与展望

Vol.38 No.3 中日两国缓和医疗的现状与课题

Vol.38 No.4 中日两国心力衰竭治疗的现状

2022年度 Vol.37 No.1 中日两国感染护理的现状与课题

Vol.37 No.2 中日两国癌症治疗中传统药物的作用―最新进展

Vol.37 No.3 中日两国老年人口腔治疗的现状与展望

Vol.37 No.4 中日两国预防医学的现状与课题

2021年度 Vol.36 No.1 中日两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现状与对策

Vol.36 No.2 中日两国的药品研发与临床试验

Vol.36 No.3 中日两国器官移植的现状

Vol.36 No.4 中日两国乳腺癌治疗的最前沿

2020年度 Vol.35 No.1 中日两国免疫抑制药物治疗的现状与课题

Vol.35 No.2 与日俱增的中日两国呼吸道疾病的研究与临床领域的新资讯

Vol.35 No.3 中日两国癌症的病情告知―迎接癌症基因治疗的时代

Vol.35 No.4 中日两国消化道癌症治疗的最前线

2019年度 Vol.34 No.1 中日儿童口腔科咬合诱导现状

Vol.34 No.2 学术研讨会《中日医学交流会议2019东京》

Vol.34 No.3 中日两国医疗制度现状与课题

Vol.34 No.4 中日两国老年认知症的医疗与照护

（公財）日中医学協会機関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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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の感染看護交流促進への期待

国家的施策から見た中国における感染看護の現状と課題

中国における院内感染看護の現状と課題

中国の医療機関における院内感染管理体制と看護師の役割

日本における感染症看護の現状と課題

～結核を通した臨床と地域保健の連携～
日本における感染看護の現状と課題

―医療現場のニーズに対応した知識と実践―

渡部　節子石　　貞仙孟　　秀鳳田　　素斎永田　容子
平松　玉江

巻頭言

对促进日中感染护理交流的期待

中国感染护理发展现状与课题――国家层面的举措
中国医院感染护理的现状与举措

中国医院感染管理体系与护理人员在感染管理中的作用
日本传染病护理的现状与课题

～通过结核病防治促进临床与社区保健的合作～
日本感染护理的现状与课题

―符合临床一线需求的知识与实践―

渡部　节子
石　　贞仙
孟　　秀凤
田　　素斋
永田　容子
平松　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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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との対峙～私たちの経験と英知を結集して～
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の予防・治療の実践と考察――武漢市の大規模公立病院の視点から中国とイタリアにおけ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策の相違日本におけ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対策の現状と課題日本におけ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の公衆衛生対策

舘田　一博

胡 　 豫

肖 　 寧
大曲　貴夫
緒方　　剛

巻頭言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集结我们的经验与智慧
基于武汉大型公立医院视角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治实践与思考

中国和意大利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不同模式的思考

日本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对策的现状与课题

日本有关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公共卫生对策

馆田　一博

胡 　 豫

肖 　 宁

大曲　贵夫

绪方　　刚

前言

日中における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の現状と対策

中日两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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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邀入会及赞助捐款

关于会员入会

　　赞同本协会宗旨的人员（包括单位）可加入本协会成为会员。会费属于日本税法规定的捐款范畴，在日本居住的

会员可享受相关减免税金的待遇。

　会员构成　

个人会员 医师、口腔医师、药剂师、护士、研究人员等的医疗相关人员及赞同本协会宗旨的个人

法人（单位）会员 制药厂商、医疗器械厂商、医疗咨询公司、大学、医院、出版社、媒体等

　入会申请方法　

　　�请参考协会网页（https://www.jpcnma.or.jp/zh/）内容填写入会申请表，并以电子邮件或传真形式发至本协会。

　　协会收到入会申请后，会将会费缴款单及相关资料一并邮至申请人处。

有关向协会进行捐款

　　支撑本协会事业活动的财源是会员们的宝贵会费和多方给予的捐款资助。今后，为扩充公益事业、发展中日医学

交流，恳请各位给予热心帮助。我们将依据本协会的相关规定有益地使用大家的捐款。

　捐款类型　

　　本协会的捐款分为三大类。①－③是基于本协会相关规则而定的名称。

　　①普通捐款：未对捐款用途进行特别规定的个人（单位）捐款。

　　②特定捐款：本协会指定捐款用途，在一定期间内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到的捐款。

　　③专项捐款：区别于上述两类捐款，个人或单位指定用途的捐款。

　捐款申请办法　

　　请通过拨打电话、发传真（电子邮件）中的任意一种方法向本协会提出申请。

　　我们收到申请后会邮寄捐款申请表给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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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中医学协会评议员、理事等名单

　会　长（代表理事）　

小川　秀兴 学校法人顺天堂理事长

　理事长（代表理事）　

跡见　　裕 学校法人跡见学园名理事长

　副会长　

安达　　勇 静冈县立静冈癌症中心参事

岩月　　进 公益社团法人日本药剂师会会长

住友　雅人 日本齿科医学会会长

高桥　英登 公益社团法人日本齿科医师会会长

松本　吉郎 公益社团法人日本医师会会长

　评议员　

一戸　达也 東京齿科大学校长

稻垣　畅也 公益财团法人田附兴风会医学研究所北野病院理事长

今村　英仁 公益社团法人日本医师会常任理事

上坂　克彥 静冈县立静冈癌症中心总长

大友　克之 朝日大学校长

绪方　　刚 茨城县潮来保健所长

绪方　晴彦 藤田医科大学东京�先进医疗研究中心消化内科教授

小林　百代 公益社团法人日本药剂师会理事

末瀬　一彥 公益社团法人日本齿科医师会常务理事

杉山　　清 星药科大学校长助理

高木　俊明 泰而茂株式会社会长

高桥　和久 顺天堂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研究科长・医学部长

高松　　研 东邦大学名誉校长

田平　　武 顺天堂大学研究生院客座教授

寺本　　明 湘南医疗大学副校长

根本　则道 日本大学名誉教授

松本　谦一 樱花国际控股株式会社（Sakura Global Holding Co., Ltd）会长

山田　阳城 一般财团法人北里环境科学中心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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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执行理事　

新井　　一 学校法人顺天堂理事长助理

尾身　　茂 公益财团法人结核预防会理事长

春日　雅人 公益财团法人朝日生命成人病研究所所长

日比　纪文 北里大学北里研究所医院炎症性肠疾患先进治疗中心特别顾问

　理　事　

安达　　勇 静冈县立静冈癌症中心参事

角田　　徹 公益社团法人日本医师会副会长

加藤　照和 株式会社津村社长 CEO

国土　典宏 国立研究开发法人国立国际医疗研究中心理事长

高折　晃史 京都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院长

手代木　功 盐野义制药株式会社会长兼社长 CEO

永田　良一 株式会社新日本科学会长兼社长 CEO

林﨑　良英 株式会社Mirai Genomics社长

真锅　　淳 第一三共株式会社会长兼 CEO

宫岛　俊彦 日本制药团体联合会理事长

山下　俊一 福岛县立医科大学理事长特别助理、副校长

　监　察　

金井　正义 注册会计师

三宅　养三 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

　顾　问　

前田　佳子 公益社团法人日本女医会会长

赵　　　群 笹川医学奖学金进修生同学会理事长

（按日语五十音图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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