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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的实施体制 

2-1 项目的实施体制 

2-1-1 组织・人员 

(1) 实施机关 

本项目的实施体制如下所述:本项目的责任机关为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商务部为在日本的开发

援助窗口。因此,本中心能够充分利用其他项目的经验和成果,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顺利完成各种手

续。另外，本中心被确定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公立教育机关，中日双方确定了设施的名称

为『中日友好大连人才培训中心』,中方预定于 2005 年 2 月底之前取得本中心的独立法人资格。在

基本设计调查及无偿资金援助项目实施过程中，大连市政府任命的项目筹备委员会在项目建设过程

中，进行教职员的聘用等工作，建立项目的实施体制,同时准备实施中方所承担的相应工作。 

 

基本建设 
部 

大连市人民政府 

项目领导委员会 

项目筹备委员会 

项目实施办公室 

对外联络部 培训准备部 计划财务部 
人力资源 

部 总务部 

大连交通大学 

大连外语学院 

大连理工大学 

东北财经大学 

支援 

项目责任部门 

大连市科学技术局 
（项目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项目监察部门 

大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资料：项目筹备委员会  

 
图 2-1 人才中心的实施体制 

 

项目指导委员会于 2004 年 3 月得到大连市的正式任命，同时也确认了在项目的建设及运营期

间可以得到大连市 4所相关大学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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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本中心作为独立法人单位归大连市科学技术局管辖。本项目交付后的运营、维持管理

是由中日友好大连人才培训中心负责。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具有中心主任的直接任命权，所以在组

织形式上本中心是直属于大连市科学技术局，但是大连市科学技术局不具有中心的预算及人事决

定权。大连市人民政府的组织图如下所示。 

 
 
 

大连市人民政府 

中日友好大连人才培训中心 

发展计划委员会 

经济贸易委员会 

教育局 

科学技术局 

财政局

规划和国土资源局 

城乡建设委员会 

城市建设管理局 

人事局 

公安局 

审计局 

民族事务委员会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物价局 

环保局 

： 

： 

统计局等全43部局

科技成果处 

科技事业发展处 

农业科技处 

工业科技处 

国际合作处 

综合计划处 

政策・体制改革处 

局长室・财务处 

局长室 

人事教育处

财务审查处 

外资企业管理处 

对外经济管理处 

外资管理处 

对外贸易业务处 

技术输出处 

贸易管理处 

服务贸易处 

 
资料：项目筹备委员会  

图 2-2 大连市人民政府的组织图 

另外，为了保证本中心在运营上的持续性发展，确认了大连市内 4 所相关大学（大连交通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外语学院、东北财经大学）在向本中心派遣优秀教师队伍的同时，还将持续提

供为培养高水平人才所必要的信息情报等的支援。相关 4所大学所提供支援内容的概要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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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名称 支援内容 
大连交通大学 中心建设用地及与建设用地相邻的 18 层学生宿舍的无偿提

供。派遣教师 
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外语学院、 
东北财经大学 

派遣教师 

 

本中心作为中日双方共同设立的公立教育机关，运营组织构筑的实施日程如图 2-3 所示。但

是，关于实施日程方案，预定在本中心的独立法人资格被认可之后，由委托运营的中心理事会重新

评估。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1 实施计划的制定

2 准备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等的设立

3 中心独立法人化申请手续

4 中心运营组织事务关系部门人事编成

5 日本专家、教授、讲师等的聘用

6 研修教学计划、教学器材等的调整

7 招生简章的做成

8 运营计划的调整

9 研修教学开始  
资料：项目筹备委员会  

图 2-3 运营组织体制构筑时间表 
 

(2) 运营机关 

1) 运营体制 

本中心建设完工、交付之后的运营组织图如图 2-4 所示。关于中心的运营方针,将委托理事

会决定,该理事会预定由大连市科学技术局等政府相关部门、大连交通大学等相关高等院校、民

间企业等代表组成。具体研修活动的实施，预定由中心主任等负责。 

另外，大连市政府科学技术局将通过理事会提出关于中心运营的建议。具体的运营实施是

由中日友好大连人才培训中心负责实施，大连市科学技术局参与运营的宏观管理。 

 

筹备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等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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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内为人才中心的组织体制 

为设置于新建中心内 

为设置于 18 层学生宿舍内 

理事会 

大连市科学技术局

（国际合作处） 

大连市人民政府 

副主任 副主任 

主任 

软件开
发工程
管理研
究室 

实用日
本语研
究室 

生产
管理
研究
室 

经营
管理
研究
室 

图
书
馆 

教育
技术
管理
中心 

计算
机网
络中
心 

教务训练处 

技术
研发
处 

人力
资源
处 

行政
办公
室 

总务
财务
处 

对外
联络
处 

后援会 

 
资料：项目筹备委员会  

图 2-4 中日友好大连人才培训中心组织体制图  

如运营组织图所示，技术研发处、人力资源处、总务・财务处、对外联络处等事务关联部

门以及对日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研究室、实用日本语研究室、生产管理研究室、经营管理研究

室的教员室设置于中方提供的相邻 18 层学生宿舍内。 

2) 中心运营组织 

图 2-4 所示本中心的运营组织中，事务管理各相关部门所承担的工作如下所示。 

部门名称 负责业务 
a)教务训练处  各研修学科时间分配等的作成、各研修学科运营的担当 

b) 人事资源处 教职员采用的事务处理、人事评定、工资津贴等相关业务的担当 
c) 行政办公室 同大连市政府的联络、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等事务处理，下设主任秘书室 
d) 总务财务处 水电费的支付、设施修缮、维持管理相关业务，学费、住宿费等的收支管理

e) 对外联络处 负责与日资企业的训练后援会等的联络工作 
f) 技术研发处 负责开发各研修学科所使用的教科书的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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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员构成及人员配置计划 

本中心的主任由大连市科学技术局任命,关于其他教职员的人事任命权以及主任教授的任

命权从属于本中心。本中心的人员配置计划，按照教员与学生的比率（教育部规定；1:14～22），

根据中方所提供的资料确认了当学生数为 1440 人时可以确保教员数为 66～103 人。另外，确

认了中方可以确保非教职员工按照人事编制比率（辽宁省教育机构规定；60:25:15），当教员

82 人时，可以确保教员辅助 35 人以上，管理者 21 人以上。 

表 2-1 目标年 2010 年人员配置计划 

部门  职员数 小记 
主任 1 1 
副主任 2 2 
处长、科长 12 12 
科员 6 6 
 （明细） 教务训练处 处长 1 科长 1 (1) 科员 1 (3) 3 (4) 
 人力资源处 处长 1 科长 1 (1) 科员 1 (3) 3 (4) 
 行政办公室 处长 1 科长 1 (1) 科员 1 (3) 3 (4) 
 总务财务处 处长 1 科长 1 (1) 科员 1 (3) 3 (4) 
 对外联络处 处长 1 科长 1 (1) 科员 1 (1) 3 (2) 
 技术研发处 处长 1 科长 1 (1) 科员 1 (1) 3 (2) 
图书馆阅览室人员 4 4 
教学管理人员 4 4 
学生管理人员 4 4 
医务室人员 2 2 
总务人员 8 8 
电脑室 2 2 
教育技术管理中心 3 3 
计算机网络中心 3 3 
软件工程管理实验室 1 1 
生产管理模拟实验室 1 1 
经营管理模拟实验室 1 1 
语音室 1 1 

事务员合计  55 
对日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 日本专家 4 教授 3 副教授以下 12 19 
实用日本语 日本专家 8 教授 3 副教授以下 14 25 
生产管理 日本专家 4 教授 3 副教授以下 12 19 
经营管理 日本专家 4 教授 3 副教授以下 12 19 

教员合计  82 
教职员合计  137 

资料：项目筹备委员会  

另外、由教授等教员兼任的相关部门（教务训练处、人事资源处、行政办公室、总务财务

处、对外联络处、技术研发处）的科长、科员的部分，（兼任者的人数在（）内）可作为教员

来计算。 

新设立的本中心的教职员工除了相关大学的骨干教授以外，还聘用了日籍专家等，项目筹

备委员会表示了下述构想∶本中心作为培养高水平人才的非学历公立教育机关,要确立一种与

其他现存类似设施有所区别的运营体制。另外,按照中方的构想,到项目的完成目标年度 2010

年,为了与研修活动规模的扩大相适应,将逐步增加人员的数量。关于此点,按计划在中心作为

独立法人的资格得到认可之后,由负责中心运营的理事会进行重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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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员聘用计划 

教员的聘用大致采取以下的步骤。首先大连市科学技术局任命中心主任，由中心主任提名

副主任（2名），人选报科技局批准,然后，由主任和副主任决定各职能部门和各学科主任教授。

其他教员的聘用基本以通过互联网等进行公开招聘。通过对应聘资料的审查，并参考应聘者所

进行公开讲演时听众的意见，由中心主任、中心人力资源处、研究室主任共同协商决定。 

根据以往的经验，可以考虑以大连交通大学、大连外语学院、大连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

学等 4所大学的在籍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为主构成教师队伍。派遣教员的人事关系存放

于原派遣大学，中心与原派遣大学签署派遣合约。中心根据对派遣教员的评价决定合约的更新。 

另外、日本及中国的学者、专家、日资企业、相关企业派遣的教师也是构成教师队伍的重

要组成部分。各学科的教员计划如下所示。 

 

表 2-2 各学科教员计划 

 对日软件开发及工程

管理 实用日本语 生产管理 经营管理 

教授 3(2) 3(2) 3(1) 3(2) 
副教授 12(7) 14(8) 12(7) 12(6) 
日本专家 4(1) 8(3) 4(1) 4(1) 
小计 19(10) 25(13) 19(9) 19(9) 
合计 82(41) 

资料：项目筹备委员会、括号内为中心营业时（2006年）人数 

 

 

如表 2-2「设立初期各年度开课计划」所示，开始阶段的研修规模是整个项目完成时的50%，

上表所示教员计划与此相吻合。与研修计划的扩大相配合，教员数量也将随之增加，以确保开

始阶段到完成阶段可以顺利完成研修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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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财政 预算 

在现地调查的协议纪要中确认了大连市人民政府将会提供给本中心必要的支援（包括提供运营

资金不足部分的补助金），以确保中心的健全运营，教员、助教、管理人员的工资和设施的维护费

用等中心的运营费用，计划由学费、研修生住宿费等中心收入,以及必要时大连人民政府的补助金

来提供。本中心的运营资金如图 2-5 所示，①中心学费等收益、②大连人民政府补助金。 

  

人工费 
福利保健 
水电费 

旅费交通费 
书籍费 
通信费 

外籍专家费用 
教育研发费 
其他支出 

主要资金源 

学费

住宿费 
餐费 

水电费 
其他费用 

社会赞助费 

大连市人民政府 

 

中日友好大连 

人才培训中心 

主要支出

 

资料：项目筹备委员会 

图 2-5 运营资金的流程  

本中心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立教育机关可以自行决定职员的工资。关于中心设立后的经

营管理体制，项目筹备委员会以具体凡例为基础，如表 2-3 所示暂定了教职员的职务工资、津贴等，

同时根据辽宁省教育设施费用的基准，如表 2-3 所示制定了学费、住宿费、餐费等收费标准。在上

述条件下，验证了通过日本政府的援助作为无偿资金援助所建设的本中心，作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非营利公立教育机关，能否健全的运营，并且确认了经营管理的运营计划及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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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中日友好大连人才培训中心年度运营预算案 

(单位；万元) 

 
资料：项目筹备委员会  

注 1;研修人数是以该年度每月的平均研修生数计算. 

另外,关于教职员的工资体系,学费以及其他的金额设定，在本中心取得独立法人资格之后，由

委托经营的中心理事会进行调整。 
 

月平均 
人数 金额 月平均

人数
金额

月平均
人数

金额
月平均 
人数 金额 月平均 

人数
金额

657 1,182.6 752 1,353.6 910 1,638.0 1,090 1,962.0 1,315 2,367.0
432 155.5 527 189.7 685 246.6 865 311.4 865 311.4
432 31.1 527 37.9 685 49.3 865 62.3 865 62.3
432 15.6 527 19.0 685 24.7 865 31.1 865 31.1
657 47.3 752 54.1 910 65.5 1,090 78.5 1,315 94.7

157.8 21.6 240.4 
1,589.9 1,675.9 2,024.1 2,685.7 2,866.5

日本人专家 2 36.0 3 54.0 4 72.0 9 162.0 9 162.0
主任 1 14.4 1 14.4 1 14.4 1 14.4 1 14.4
教授 8 105.6 10 132.0 10 132.0 10 132.0 12 158.4
副主任、日本人教师 6 72.0 7 84.0 7 84.0 13 156.0 13 156.0
处长、副教授 14 134.4 14 134.4 19 182.4 19 182.4 27 259.2
科长、讲师 17 122.4 17 122.4 21 151.2 21 151.2 23 165.6
事务、管理员 22 105.6 22 105.6 22 105.6 22 105.6 22 105.6
实验、助教等 26 93.6 28 100.8 28 100.8 28 100.8 30 108.0

684 47.9 748 52.3 842 59.0 1,004 70.3 1,129 79.0
60.0 70.0 80.0 100.0 120.0
24.0 25.0 28.0 33.0 34.0
30.0 30.0 35.0 33.0 34.0

6.0 10.0 15.0 30.0 30.0
60.0 30.0 40.0 50.0 60.0

7.0 10.0 15.0 30.0 30.0
5.0 7.0 10.0 15.0 20.0

50.0 50.0 50.0 60.0 60.0
7.0 9.0 10.0 10.0 10.0

6 216.0 8 288.0 9 324.0 20 720.0 20 720.0
10.0 15.0 20.0 30.0 30.0

100.0 10.0 15.0 30.0 10.0
30.0 40.0 45.0 60.0 70.0
20.0 35.0 45.0 50.0 60.0

100.0 100.0 100.0 200.0 100.0
5.0 5.0 5.0 5.0 5.0
8.0 12.0 15.0 15.0 15.0

120.0 130.0 140.0 140.0 140.0
1,589.9 1,675.9 1,893.4 2,685.7 2,756.2

0.0 0.0 130.7 0.0 110.3
合计 ② 
收支 ①ー② 

绿化费、排水费 
维护维修费 

学生宿舍、食堂备品费 
助学金、奖学金 
教育研究支出 
消防维持费 

招生费 
外籍专家经费 
临时出国人员费 
房间家具费 

图书资料费 
劳动保险费、洗涤费 
会议费 
宣传广告费 

水、电费、取暖费 
电话通讯费 
公共取暖、冷气费 
旅费交通费 

大连市补助金 

人 
件 
費 

福利（ 7% ） 

2008年
项  目 

2006 年 2007年 2009 年 2010年

学费 
住宿费 
餐费 
洗浴费 
其他收入 

合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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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技术水准 

本中心设施的管理、维护，计划由预计可取得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心运营组织来进行。但是，在

运营组织设立之前的准备期间，关于设施的管理·维护方法，将由以大连交通大学为中心的中心筹

备委员会组织进行协商。关于本中心的维持管理，在工程施工的设备安装、试运转期间,在注意确

保维修人员的同时,也需要对维修人员进行进行彻底的教育和训练。 

2-1-4 现有设施 

(1) 概要 

位于大连市沙河口区中长街的本中心建设预定地，现正作为与用地相邻的大连交通大学学生宿

舍的操场所使用。到本中心建设工程开工前，作为中方所负担的施工项目，在按照计划设计要求撤

除现存运动场并进行整地工程的同时，还要对用地内外有高低差的场所建造挡土墙。 

(2) 设施状况 

现在，与本计划用地西侧相邻的为大连交通大学所有的 18 层学生宿舍，本中心建成后，大连

交通大学将会将此建筑物以无偿的形式提供给本中心使用。另外，现存设施的改造工程由中方负

担，作为本中心功能上的一部分，将设置以下设施。 

 多功能教室－1 型（30 席）4 室、技术研发处、人力资源处、总务财务处、对外联络处、

对日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研究室、实用日本语研究室、生产管理研究室、经营管理研究室、

研修生宿舍（住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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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项目概要 

3-1 项目概要 

3-1-1 远期目标与项目目标 

本项目作为无偿资金援助项目在对中国大连市及辽宁省等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以支援当

地日资企业为远期目标，进行设施建设及器材配备。具体地说，该项目是以中方的要求和初步设计

的调查结果为基准，通过向中日友好大连人才培训中心提供必要的设施和器材,实施开设「对日软

件开发及工程管理」，「经营管理」，「生产管理」及「实用日语」四项研修计划，以达到下述目

标:（１）提高日资企业在职人员及希望在日资企业就职者的能力，（２）提高与日资企业有经济

技术往来的中国企业的在职人员及希望在该类企业就职人员的能力。 

 

3-1-2 项目概要（基本构想） 

通过基本调查，确认了以下项目概要。 

 

［项目概要］   

1) 远期目标 ： 在为大连市及辽宁省等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支援当地的日

资企业。 

2) 项目目标 ： 建设中日友好人才培训中心。（１）提高日资企业在职员工及希望

在日资企业就职者的能力（２）提高与日资企业有经济技术往来的

中国企业的在职人员及希望在该类企业就职人员的能力。 

3) 期待成果 ： 中日友好人才培训中心的运营所必须的设施和器材配备。 

4) 活动・投入计划   

 ① 对我国的请求内容 ： a) 设施：中日友好大连人才培训中心 

b) 器材：计算机，视听觉器材，车辆，家具等 

 ② 中方的工程计划 ：
确保建设用地，计划设施、器材的运用及课程的实施，配置所需的

教员，建立运营管理体制 

5) 用地位置 ： 中国大连市中长街内大连交通大学所属用地内 

6) 直接・间接受益者 ： a) 直接：(1)大连市及辽宁省的日资企业在职员工及希望在日资企

业就职的人员;(2)与日资企业有经济技术往来的中国企业的在职员

工及希望在该类企业就职的人员（仅大连市内的高等教育机关的相

关专业的毕业生约 35,000 人／年）及政府企业相关人员，大连市民

等。 

b) 间接：中国国民（约 1265.8 百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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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本中心的特点 

本中心是对应日资企业等迅速发展的需求，培养具备实际技能人才的非学历教育机构，与现

有学校体制相比共有下述特点。 

(1) 大连市科技局管辖的教育机构 

本中心是大连市科技局所属的唯一的最初的教育机构。不受国家教育部、辽宁省教育厅、大连

市教育局等的管辖，在教育主管部门和大连市科技局政策法规方针的指导下，本中心可以制定具有

独自特色的教育计划。 

(2) 公立「非学历教育机构」 

本中心是大连市唯一的日语商务人才培养公立非学历教育机构。本教育机构的特色是:将持有

一定高学历的人员，培养成为具有应战能力的人才。 

(3) 以大学毕业人员为对象的教育机关 

本中心主要以大学毕业人员的研修为主，教师队伍由大学的教授、副教授、助教及活跃于中国、

日本的著名学者、企业主要部门技术人员、经营者等构成。研修水平可以期待远远超出一般的「非

学历教育机构」。 

3-2 协力对象事业的基本设计 

3-2-1 研修课程・科目・教育计划的检讨 

3-2-1-1 人才需求现状 

(1) 大连市的人才需求现状 

大连市及周边地区的对日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日本语、生产管理和经营管理的各领域大学

毕业以上的人才的需要状况依据大连市统计局人才服务中心提供的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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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大连市人才需求状况 

领域 需要领域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需要人数 需要人数 增加率 需要人数 增加率 需要人数 增加率 

计算机应用 5,226 5,620 7.5% 6,044 7.5% 6,570 8.7%

自动化 4,930 5,245 6.4% 5,580 6.4% 6,000 7.5%

电子情报工

程 
802 863 7.6% 929 7.6% 1,010 8.7%

对 日 软 件

开 发 及 工

程管理 

小计 10,958 11,728 7.0% 12,553 7.0% 13,580 8.2%

日本语 10,427 10,750 3.1% 11,316 5.3% 1,2300 8.7%日本语 

小计 10,427 10,750 3.1% 11,316 5.3% 12,300 8.7%

机械设计制

造与自动化 
10,409 12,246 17.6% 14,408 17.7% 17,360 20.5%

工商管理 1,418 1,630 15.0% 1,896 16.3% 2,180 15.0%

生产管理 

小计 11,827 13,876 17.3% 16,304 17.5% 19,540 19.8%

会计 2,454 2,789 13.7% 3,093 10.9% 3,340 8.0%

市场运营与

销售 
1,489 1,655 11.1% 1,925 16.3% 2,320 20.5%

经营管理 

小计 3,943 4,444 12.7% 5,018 12.9% 5,660 12.8%

合  计 
37,155 40,798 9.8% 45,191 10.8% 51,080 13.0%

资料：大连市统计局人才服务中心 

从2001年至2003年,各领域的需求都有所增加,生产管理与经营管理部门虽然有明显的增加,

但对日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日语专业的增加更为显著。2004 年预计将有 5 万人的需求。增长率

将有年年增大的趋势，2004 年增长率将预计达到 13%，今后人才的需求将有更大幅度的增长。 

(2) 大连市高等教育机关的现状 

大连市现有高等教育机关 18 所，其中 4年制本科大学 11 所，3年制专科大学 4所，军事院校

3所。除 3所军事院校外，其余 15 所学校的学生总数约 13 万人（2004 年）。其中与表 3-1「大连

市人才需求现状」所对应的各学科领域等的学生数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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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大连市的高等教育情况（2004年） 

专     业 学校名 学生人数
（人） 

学制
（年）

软件 日本语 生产管理 经营管理 其它 

本科（４年制） 

大连交通大学 9,800 4 810 120 300 300 8,270

大连理工大学 16,300 4 1,200 300 510 510 13,780

大连外国语学院 7,000 4 0 1,800 0 120 5,080

东北财经大学 115,00 4 300 360 420 480 9,940

辽宁师范大学 12,000 4 300 240 120 120 11,220

大连海事大学 10,000 4 420 120 450 600 8,410

大连大学 9,000 4 480 240 240 240 7,800

大连水产学院 6,500 4 360 90 240 240 5,570

大连轻工业学院 9,700 4 480 120 300 300 8,500

大连医科大学 5,000 4 0 0 0 0 5,000

大连民族学院 5,000 4 360 90 240 180 4,130

①小计（全校） 101,800 4,710 3,480 2,820 3,090 87,700

②小计（１届平均） 25,450 1,178 870 705 773 21,925

专科（３年制）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12,000 3 600 300 570 480 10,050

大连东软信息技术
职业学院 

6,000 3 2,000 240 0 0 3,760

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6,800 3 210, 300 210 420 5,660

大连经贸外语学院 2,000 3 0 420 0 0 1,580

③小计（全校） 26,800 2,810 1,260 780 900 21,050

④小计（１届平均） 8,933 937 420 260 300 7,017

合计（①＋③） 128,600 7,520 4,740 3,600 3,990 108,750

年毕业生人数（②＋
④） 

34,383 2,114 1,290 965 1,073 28,942

资料：项目筹备委员会 

由上表可知，大连市预计每年的大学毕业生中软件相关专业 2,114 名，日语相关专业 1,290

名，生产管理相关专业 965 名，经营管理相关专业 1,073 名，与表 3-1「大连市人才需求状况」相

比，各个领域将有 5,000 人—18,000 人不足，针对企业人才需求，急需提高人才的供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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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连市日资企业及相关企业的研修需要 

本计划的中方项目筹备委员会为了更具体地调查日资企业及相关企业的需求内容，经大连市工

商俱乐部的协助，于 2002 年对研修需求情况进行了调查。日资企业 35 家、相关企业 2 家共计 37

家的调查结果如下。 

1) 企业对研修必要性的认识 

对员工研修的必要性调查结果如下。 

表 3-3 日资企业员工研修的必要性 

项 目 回答数 比率 

非常必要 8 22%

必要 23 62%

暂时不需要 5 14%

不需要 0 0%

不表决 1 2%

认为员工研修「非常必要」或「必要」的企业占总数的 84%、比认为「暂时不需要」的企

业的 14%多很多。由回答「不需要」的企业数为零可得研修有非常高的需求。 

2) 研修对象 

各企业中认为研修最有必要的职业种类如下。 

表 3-4 研修必要性最高的职业种类 

项 目 回答数 比率 

政策研究员 2 4%

管理人员 13 22%

财务担当 6 10%

市场营业担当 6 10%

营业担当 15 26%

生产担当 16 28%

回答几乎遍及全员，不局限于日资企业及相关企业的特定职业，表明雇员各方面的研修

都很有必要。并且要求对象的层次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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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修内容 

各个企业将员工过去参加的研修和认为今后必要的研修内容总结结果如下。 

表 3-5 企业希望的研修内容 

项 目 回答数 比率 

日语 37 41%

计算机语言 14 15%

网络通讯技术 12 13%

操作系统 1 1%

数据库 10 11%

市场 2 2%

行政管理 4 5%

人事管理 11 12%

表明企业希望的研修内容是日语相关的研修及通过运用计算机获得种种实用技术。并且

对管理业务的研修也有比较大的期待。 

以上结果表明，对日资企业的中国职员，研修的需求度较高，不局限于特定的职业种类，

认为雇用的职员全体都有研修的必要性。对日语相关研修，计算机等实用技术的取得，管理

业务方面等的研修内容期待较大。在这些要求，预计对日本背景的理解将成为前提，认识到

这些对设定研修课程将非常重要。 

3-2-1-2 研修课程 

(1) 研修课程的设定 

本中心的筹备委员会，在讨论以上调查结果后，认为本中心应是以「培养在通晓日本背景基础

上能够开展业务的从事者」为目的，实施快速而高度集中训练的非学历教育机构。 

计划设定「对日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实用日本语」、「生产管理」、「经营管理」4 项

研修课程。这些课程主要运用日语进行研修。 

对研修生具有诱惑力的结业证书等的发行正在做积极地探讨。相关的概要将为后述。 

(2) 研修课程的形态及概要 

考虑在职研修生的方便，分别设定白天上课的平日班及晚间，周六上课的业余班。并且对应研

修生的层次，研修生及企业的愿望，设立 1 个月～12 个月各种班次。为保证详细指导的可能性,每

班定员控制在 30 人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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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时间为全日制班一课时 50 分钟，一天６课时，一周５天。每月４周。由于业余班每周为

15 节课，只有全日制班的一半，为可确保相同的研修时间，将研修期设定为全日制班的２倍，以

保证研修内容与全日制班相同。 

各门课程的概要（培训目标，时间，学期数，班级数，研修生数）如下所述。 

1) 对日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 

本课程是以培养在日资企业中能够运用日语主导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等业务的高水平人

才为目的。预定的主要教学内容为计算机基础，日文操作系统，编程基础，企业数据等信息

化应用，信息管理，网络设计的基础与安全对策等，以及企业的实地训练等。研修中约 80％

用日语进行。以３个月班（业余班６个月）、６个月班（业余班 12 个月）、12 个月班的顺序

逐步实施高水平的研修。每年结业生数为 720 人。 

表 3-6 对日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课程 

 
3 个月班（约 300 课时） 

（业余 6个月班） 

6 个月班（约 600 课时） 

（业余 12 个月班） 

12 个月班 

（约 1200 课时） 

培训 

目标 

1.ＩＴ专业日语学习 

2.培养软件开发・应用・管理

能力 

3.相关知识学习 

1.ＩＴ专业日语学习 

2.培养软件开发・应用・管理

能力 

3.相关知识学习 

4.培养信息安全管理能力 

1.ＩＴ专业日语学习 

2.培养软件开发・应用・管理

能力 

3.相关知识学习 

4.数据库管理能力 

5.项目实施能力 

6.培养信息安全管理能力 

 学期数 各学期班数 学期数 各学期班数 学期数 各学期班数 

全日 

制班 
3 2 2 4 1 4 

业余班 2 2 1 2  

定员 300 人／年 300 人／年 120 人／年 

合计 720 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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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用日语课程 

本课程的目的不只是熟练掌握中日两国语言，而要培养能够在深刻理解日本企业体制的基

础上从事业务的人才。主要的教学内容为实用日语（初级～上级）、日语输入、商业日语、口

译、笔译、书记等、与日本文化经济相关的研修。教学的 90%将使用日语实施。以３个月班（业

余班６个月）、６个月班（业余班 12 个月）、12 个月班的顺序逐步实施高水平的研修。每年

结业生数为 600 人。 

表 3-7 实用日语课程 

 
3 个月班（约 300 课时） 

（业余 6个月班） 

6 个月班（约 600 课时） 

（业余 12 个月班） 

12 个月班 

（约 1200 课时） 

培训 

目标 

1.掌握商务日语 2000 单词 

2.日语简单交流 

3.简单的日语资料读解 

1. 掌握商务日语 3500 单词 

2.日语交流能力 

3.日语技术资料读解能力 

1. 掌握商务日语 3500 单词 

2. 日语交流能力 

3. 高难度日语技术资料读解

能力 

 学期数 各学期班数 学期数 各学期班数 学期数 各学期班数 

全日 

制班 
3 2 2 2 1 4 

业余班 2 2 1 2   

定员 300 人／年 180 人／年 120 人／年 

合计 600 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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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产管理课程 

本课程以培养在日资企业的生产管理部门能够运用日语从事业务的高水品人才为目的。主

要授课内容为专业日语、文化・风俗、入库、在库管理等、运用主要企业的实例的企业决定权

的分散、业绩评价、表彰制度等、经济学、公共性等相关学科、企业的实地训练等。研修的85%

使用日语实施。以 1个月班（业余班 2 个月）、3 个月班（业余班 6 个月）、6 个月班的顺序

逐步实施高水平的研修。每年结业生数为 1，380 人。 

     表 3-8 生产管理课程 

 
1 个月班（约 100 课时） 

（业余 2个月班） 

3 个月班（约 300 课时） 

（业余 6个月班） 

6 个月班 

（约 600 课时） 

培训 

目标 

1.生产管理相关专业日语学

习 

2.日本企业文化日本经营方

法的学习 

3.生产管理的必要知识及运

用方法的学习 

1.生产管理相关专业日语学

习 

2.生产过程中的设计、管理及

改良方法的学习 

3.培养在日资企业从事生产

管理的实践能力 

1.生产管理相关专业日语学

习 

2.日本的企业文化的学习 

3.高度的生产过程中的设计

管理及改善方法的学习 

4.品质管理的理论及应用技

术的取得  

5.培养在日资企业从事生产

管理的实践能力成 

 学期数 各学期班数 学期数 各学期班数 学期数 各学期班数 

全日 

制班 
10 2 3 4 1 4 

业余班 3 2 2 2  

定员 780 人／年 480 人／年 120 人／年 

合计 1,380 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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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营管理课程 

本课程以培养在日资企业等的经营管理部门运用日语从事业务的高水品人才为目的。主要

教学内容为相关专业日语、营销技能及战略、各种营销方法的实际训练、经营学的基础理论、

宏观经济理论等、日中对外经济政策地比较等、通过在企业的实地训练进行的技能训练。研修

的 85%使用日语实施。以 1 个月班（业余班 2 个月）、3 个月班（业余班 6 个月）、6 个月班的

顺序逐步实施高水平的研修。每年结业生数为 1，200 人。 

表 3-9 经营管理课程 

 
1 个月班（约 100 课时） 

（业余 2个月班） 

3 个月班（约 300 课时） 

（业余 6个月班） 

6 个月班 

（约 600 课时） 

培训 

目标 

1.经营管理相关专业日语的

学习 

2.营销技术的学习 

3.日本礼仪的学习 

 

1.经营管理相关专业日语的

学习 

2.营销技术的学习 

3.电子商业的知识和运用技

术的学习 

4.培养日资企业的经营管理

能力 

1.经营管理相关专业日语的

学习 

2.市场调查方法・营销战略

的学习 

3.电子商业的计划与设计技

术的学习 

4.日本企业管理方法的学习

5.培养日资企业的经营管理

能力 

 学期数 各学期班数 学期数 各学期班数 学期数 各学期班数

全日 

制班 
10 2 3 2 1 4 

业余班 3 2 2 2  

定员 780 人／年 300 人／年 120 人／年 

合计 1,200 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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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3 各年度的研修规模 

若本计划实施、本中心预定于是 2006 年研修开始。本中心以每年培养 3,900 名研修生的目标

制订研修计划。中心从开业时的 1，950 名逐渐增加班数、在 5 年后的 2010 年达到 3,900 人的目

标。具体的开课计划见下表。 

表 3－10 设立初期的开课计划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课程 班种 
全日班

业余班 

期

数 班数
学生

数 
班数

学生

数 
班数

学生

数 
班数 

学生

数 
班数

学生

数 

3个月 全日班 3 1 90 2 180 2 180 2 180 2 180

6个月 全日班 2 2 120 2 120 4 240 4 240 4 240

12个月 全日班 1 2 60 2 60 2 60 4 120 4 120

3个月 业余班 2 1 60 1 60 1 60 1 60 2 120

对日

软件 

开发

及工

程管

理 6个月 业余班 1 1 30 1 30 1 30 1 30 2 60

3个月 全日班 3 1 90 2 180 2 180 2 180 2 180

6个月 全日班 2 1 60 1 60 2 120 2 120 2 120

12个月 全日班 1 2 60 2 60 2 60 4 120 4 120

3个月 业余班 2 1 60 1 60 1 60 1 60 2 120

实用

日语 

6个月 业余班 1 1 30 1 30 1 30 1 30 2 60

1个月 全日班 10 1 300 2 600 2 600 2 600 2 600

3个月 全日班 3 2 180 2 180 4 360 4 360 4 360

6个月 全日班 2 1 60 1 60 1 60 2 120 2 120

2个月 业余班 3 1 90 1 90 1 90 1 90 2 180

生产

管理 

6个月 业余班 2 1 60 1 60 1 60 1 60 2 120

1个月 全日班 10 1 300 2 600 2 600 2 600 2 600

3个月 全日班 3 1 90 1 90 2 180 2 180 2 180

6个月 全日班 2 1 60 1 60 1 60 2 120 2 120

2个月 业余班 3 1 90 1 90 1 90 1 90 2 180

经营

管理 

6个月 业余班 2 1 60 1 60 1 60 1 60 2 120

       全日班合计 16 1,470 20 2,250 26 2,700 32 2,940 32 2,940

       业余班合计 8 480 8 480 8 480 8 480 16 960

          合计 24 1,950 28 2,730 34 3,180 40 3,420 48 3,900

资料：项目筹备委员会 

各班 2010 年以后的实施计划见下表、1个月班、3个月班、6个月班每年各 10 期、3期、2期，

12 个月班每年分前期、后期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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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研修实施计划 

全日班             

             

对日软件开发及工程

管理课程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3 个月班 ①   ②   ③   

6 个月班 ① ② 

12 个月班 ① 

             

实用日语课程             

3 个月班 ①   ②   ③   

6 个月班 ① ② 

12 个月班 ① 

             

生产管理课程             

1 个月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3 个月班 ①   ②   ③   

6 个月班 ① ② 

             

经营管理课程             

1 个月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3 个月班 ①   ②   ③   

6 个月班 ① ② 

             

业余班             

             

对日软件开发及工程

管理课程 
            

12 个月班 ① 

             

实用日语课程             

6 个月班 ① ② 

12 个月班 ① 

             

生产管理课程             

6 个月班 ① ② 

             

经营管理课程             

3 个月班 ①   ②   ③   

6 个月班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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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4 必要的教室种类及数量 

通过研讨上述的本中心的讲义内容、规模等、研修所需要的教室种类决定如下。 

① 语言教室：用于日语学习的 LL 教室标准的可容得 30 人的计算机室。 

② 计算机教室：用于计算机学习可容纳 60 人的教室。 

③ 多功能教室-1 型：容纳 30 名的普通教室 

④ 多功能教室-2 型：容纳 60 名的普通教室。 

⑤ 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模拟实验室：用于对日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课程的可容纳 15 人的模

拟演习室。 

⑥ 生产管理模拟实验室：用于生产管理课程的可容纳 15 人的模拟演习室。 

⑦ 经营管理模拟实验室：用于经营管理课程的可容纳 15 人的模拟演习室。 

其次、以各班的学期数、授课科目、课时、班级数为基础、算出所需各教室的最小数，作为实

际运转的可能条件，使运转率（全研修课时数和最大可能使用的课时比）设定在 75%前后时，决定

所需各教室的数量（整数）。75%这个数字是根据中国国家教育部的指标，接近重复使用教室的最

高界限的水准。 

各种类教室的所需数量和运转率归纳为下表。 

表 3-12 所需教室的种类，数量，运转率 

室     名 容纳人数 必要数* 运转率** 

语音教室 30 4 69% 

计算机教室 60 3 73% 

多功能教室-1 型 30 9 74% 

多功能教室-2 型 60 5 72% 

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模拟实验室 15 1 77% 

生产管理模拟实验室 15 1 71% 

经营管理模拟实验室 15 1 72% 

*  以运转率75%前后为目标时必要的教室数 

** 全课程课时数与最大使用可能的课时数比 

未使用的部分可作为自习时间利用。因此，预计各教室的使用率可能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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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5 研修生 

(1) 研修对象及入学条件 

  1)  研修对象 

本计划中,中方所设想的研修对象为以下人员。 

① 就职于日资企业的职员 

② 希望就职于日资企业的职员 

③ 就职于与日资企业有经济技术关联的中国企业的职员 

④ 希望就职于与日资企业有经济技术关联的中国企业的职员 

考虑到研修对象的方便、本中心的研修分全日制班和业余班两种。预想全日制主要以新

毕业的大学生和希望提高自己能力的求职者为对象，业余班主要以日资企业及相关企业的就

业人员为对象。 

2) 入学条件 

本中心以培养具有专业知识・技术、并且在日资企业或其相关企业中能够运用日语从事

高水平业务的人才为目的。因此入学条件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年龄不限。 

① 大学毕业（实用日语班高中也可） 

② 一定的日语能力 

3) 选拔方法 

本中心将对应聘者实施 2 小时的面试和笔试。主要用于确认日本语能力以作为分班的参

考。人员招满为止。预定报名时间为开班 2周前的 5天内。 

4) 学费 

本中心属大连市科技局管辖的非学历教育机构。因此本中心在地方相关政策审查下可独

自决定学费。本中心的学费设定为 1,500 元/月。大连市非学历教育机构的学费根据教学内容

为 1,700-5,000 元/月、本中心设定的金额与其他机构相比较处于较低水平。但是也必须通过

大连市物价局以及相关机关的审核。 

5) 教材・教科书 

用于研修的教科书可使用由中心独自编著、市场现有的教科书、或本中心的支援大学（大

连铁道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外国语学院、东北财经大学）等编著的教科书。教科书需

由研修生本人自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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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研修结业证书 

研修结束时，本中心将给研修生发行结业证书。期待着本中心以高水平的研修生在日资

企业脱颖而出的事实，使本中心发行的结业证书的声誉有所提高，从而对结业生的就职活动

和社内活动越加有利。在研修期间，要灵活利用对于研修生的 IBM 认定考试、JETRO 商用日语

认定考试、日语 1级等资格评定制度等、并根据需要制订指导计划。 

3-2-2 设计方针 

本中心的计划，依据当地调查的结果，以中国大连市的自然・社会条件、建设・筹备条件、实

施机关的维持・管理能力、技术协助项目的相关调整、无偿资金援助为基础考虑建设工期的同时，

实行以下设计方针。 

(1)    就本中心追求的功能和以这些功能为基础，对活动计划充分研讨后，以其研讨的结果为基

础，考虑与「中日友好人才培训中心」的目的相吻合的设施的内容及水准进行设计。 

(2)    中国现有的相关设施、类似设施、及我国无偿援助其他国家类似的设施相比较研讨后，就

与本计划适合的优点，在参考这些的基础上，向尽可能地改善现有问题的方向进行研讨。 

(3)    充分考虑当地的风土（冻结、雪、风沙、雨、通风）。因此为减少严冬季节的热负荷，维

持费用和防止冻结，采取了隔热方法及双层窗等对策，并需考虑因冻结导致破损事故的预防方

法及详细做法。 

(4)    考虑中国方的技术水平及运营维持管理的情况，实行易于维持管理及低价维护费的设施及

器材设计。 

(5)    尽量使用当地做法、当地生产材料、临近第三国产的材料，力求施工的合理化和低造价，

并考虑将来维护的容易性。 

(6)    在适当的造价范围内确保运用合适的技术以及耐久性和功能性为目标，考虑与周边环境的

协调及中日友好大连人才培训中心的特性而进行设计。 

(7)    在充分考虑与本计划所不包含的技术协助项目的相关调整的前提下实施计划。 

(8)    考虑中国现有的设计及建设水平，确保与无偿资金援助目的相一致的具有一定水平的设施

内容和外观质量。 

(9)  在设施计划中所设置的电梯及残疾人卫生间等是在充分考虑到高龄人士和残疾人的基础上

做出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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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设施中配置的器材中用于研修及研修辅助目的的属于本计划的范围，但本中心用于运营

的事务器材，家具除外。邻近 18 层学生宿舍内设置的多功能教室-1 型（30 座× 4 室）及各

事务室包括器材也不属于本计划。 

(11) 关于器材计划的确定，汇总本中心的功能及各研修计划，制定适当的规模及规格。充分

考虑和研究申请时的规模及规格，并与各项目的相吻合。 

3-2-3 基本计划 

3-2-3-1 申请内容的研讨结果 

与中方商议的结果及最终提出的申请内容记载于第 2 次现地调查协议记录的附录中。申请设

施・器材的概要如下。 

(1) 设施内容 

与研修内容・活动相符合的设施规模进行确认，依据研修班次・教学计划的分析结果，需要能

够容纳约 1,000 人研修生的设施，由于中方承担的邻近 18 层的学生宿舍内的能够设置一部分教室

和事务室，因此本计划申请设施内容为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内容。 

1) 设施概要 

① 教室 

经研修班次・教学计划的分析结果可知，必要的教室数应为 24 个、而邻近的 18 层

学生宿舍内也可设置一部分教室，因此申请的教室数量合计为 20 个。申请教室的规模及

数量如下。 

 教室名 教室数量 

(a) 语音教室（30座位） 4个 

(b) 计算机教室（60座位） 3个 

(c) 多功能教室—1型（30座位） 5个 

(d) 多功能教室—2型（60座位） 5个 

(e) 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实验室（15座位） 1个 

(f) 经营管理模拟实验室（15座位） 1个 

(g) 生产管理模拟实验室（15座位） 1个 

② 图书阅览室 

根据对方的申请，需要有藏书数量约 10,000～12,000 册的书架和 50 个座位的阅览

室及其他的计算机和视听区域等设备的图书阅览室。经与对方进行现场商讨，确认它的

必要性，并进行了必要藏书数量、使用形态等的详细研究后规划了图书室的内容形态及

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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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礼堂 

对方的申请是可容纳 150 人～200 人的礼堂。经现场调查，对方提出各研修班每月

一次专家报告会的召开、各班次的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及企业说明会、教师・学生交

流等等多用样性的利用形式，确认了礼堂的必要性。作为本中心的支援机构之一大连铁

道学院研讨了对本中心实施设施提供的可行性，但是其礼堂每年用于举办 200 次以上的

学术演讲会，因此提供给本中心全进行全部动用将很困难。依据诸现地调查结果，确定

了容纳 168 人（站立时约 200 人）礼堂的必要性。在详细研讨使用形式的基础上，规划

出具有放映、音响、同声传译所必需空间的礼堂的内容、形态及规模。 

④ 事务相关部门 

关于对方申请的事务相关各室（中心主任室、副主任室、接待室、行政事务室、教

务室等管理室以及教授・外国专家室），在组织运营上必要的同时，与具有本中心部分

功能的技术开发处、人力资源处、总务・财务处、对外联络处、软件开发工程管理研究

室、实用日语研究室、生产管理研究室、经营管理研究室等设置于邻近的 18 层学生宿

舍楼内，由中方负责施工，并确认了它的必要性和妥善性。同对方现地协商的基础上对使

用形态进行详细研讨，规划出上述各室的内容、形态、及规模。 

⑤ 日资企业信息室、日本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室 

对方提出申请设置「收集进驻大连的日资企业的企业信息及录用信息的场所」以及

「向研修班生传授日本的最新经济状况、技术信息、流行・文化等的场所」。与对方协

商的基础上、确认了它的必要性，并对使用形态进行了详细研讨后，规划出日资企业信

息室、日本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室的内容、形态及规模。上述 2室的功能代表了本中心的

特色，将设置于醒目的 1层大厅附近。 

(2) 器材内容 

第一次现地调查时提出了申请器材的概况，第二次现地调查时向日本方面提出了详细器材表。

当初申请书内的主要器材是日本语学习系统、服务器、PC、AV（视听器材）、礼堂用同声传译系统

(168 人)、大型计算机、车辆。第一次现地调查时日方向中方就基本方针进行了说明后、第二次现

地调查时，对详细器材表中追加及变更部分进行了必要性妥善性的研讨。具体地是将以研修为目的

的器材设为最优先，研修辅助器材控制到最低限度，行政管理相关的器材（PC、事务器材、家具等）

从申请中删除。 

对于大型计算机、PC 非线性编辑系统（视听教材制作用）等，由于作为研修及研修辅助目的

器材，存在与申请器材的综合性（功能过多）无法吻合的物品，关于此类物品进行了代替品及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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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功能的研讨。结果是由 206 项申请项目缩减到现地协议记录中所附的申请器材明细表中的 122

项。虽然在计划器材的选定时，以申请器材明细还需作为最终申请内容进行研讨，但通过了以上的

协商，这份明细表作为本计划的计划器材表，内容已基本上达到妥善。 

主要申请器材以教室、研修课程、用途分类如下。 

表 3-13 各教室／研修课程申请器材分类表 

器材用途 

教室（规模、数量） 领域（研修班等） 主要器材内容 研修 研修

辅助

1 语音教室（30 人 x 

4） 

实用日语、经营管理、生产管理 数字式语言演示系统 
○  

2 计算机教室（60 人

x 3） 

对日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实用

日语、经营管理、生产管理 

PC LAN & AV 系统 
○  

3 多功能教室－1 型

（30 人 x 5） 

对日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实用

日语、经营管理、生产管理理 

教师用 PC、AV 设备 
○  

4 多功能教室－2 型

（60 人 x 5） 

对日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实用

日语、经营管理、生产管理 

教师用 PC、AV 设备 
○  

5 软件开发工程管理

实验室(15 人 x 1) 

对日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 PC、AV 设备 
○  

6 经营管理模拟实验

室（15 人 x 1） 

经营管理 PC、AV 设备 
○  

7 生产管理模拟实验

室（15 人 x 1） 

生产管理 PC、AV 设备 
○  

8 图书阅览室（58 人

x1） 

全领域 PC 图书阅览系统 
 ○ 

9 礼堂(168 人 x 1) 针对全领域的演讲、新生说明

会、对研修希望者的说明会、企

业说明会等 

礼堂用 AV 系统、168 人使用

的同声传译系统  ○ 

10 日资企业信息室/

日本经济文化交流

室（14 人 x 1、20

人 x 1） 

全部领域、研修希望者、来客等 广告用等离子 TV/AV 系统、

企业信息技术/技术信息查

询用 PC 
 ○ 

11 维护室 设备管理 中心内设备管理系统（PC）  ○ 

12 CATV 室 全领域 中心内有线电视系统  ○ 

13 机房 研修・培训用数据库的提供、中

心管理用 

中心内网络系统 
○ ○ 

14 公共器材 全领域 教材编制用摄像机、摄像编

辑用 PC、车辆（30 座位客车

2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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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 用地・设施配置计划 

充分考虑项目用地状况（自然条件、用地状况、用地周边等），以下列事宜作为基本点，制定

了本中心的配置计划。 

(1)    设施配置是考虑中国建设规范规定的外墙后退线（从建筑红线后退 5m）和消防用车辆

通行（宽:3.5ｍ、高:4.2ｍ）而规划的。 

(2)    由于建设用地的北面将进行城市道路的规划，从现有道路的中心线后退 15m 为新道路

的边缘线。至城市规划道路完工为止，新道路的边缘线与现有的人行道之间的区域的外部

工程虽由中国方面承担，但是，有关其式样，需与日本方面协商，力求规划的一体性。 

(3)    考虑大连的气候・风土、保证全年有良好的通风・采光而决定建筑物的朝向。根据用

地的形状将建筑物设置在东西轴上，主要的教室、事务室、教授室等设置在建筑物正面（北

面），机房、楼梯间、电梯、卫生间等设备室或服务各室设置在建筑物背面（南面）。 

(4)    由于本中心与相邻的 18 层宿舍搂有教员学生的来往，所以进行了流动可能的规划。 

(5)    因无法保证前方道路与建筑物之间的距离，为避免噪音和废气对本中心的影响，需要

考虑沿道路边缘种植树木。 

(6)    现在本中心与相邻 18 层宿舍楼之间，有供居民使用的生活道路，考虑到今后可能有人

流的交错与防犯等问题的发生，就安全管理、运营管理方面，中方将研讨其对策。 

(7)    现在预计的建设用地仍作为运动场在使用，本中心建设开始前，需做中国方面负责的

现有设施拆除、平整用地、用地境界挡土墙建造、周围配套设施引进工程等的建设用地准

备工作。 

3-2-3-3  建筑计划 

(1) 平面规划 

1) 设施内容・规模设定的方针 

设施内容・规模的选定是由各室数量及规模研讨的结果而确定的，由于不仅仅取决于设

施的功能，而建设费、事业费的限制占很大的因素、下面就设施规模决定的前提的方针，叙

述如下。 

①   据现地调查，综合中国方与基本设计调查团间所签署的协议记录内容，制定合理的无

浪费的设施内容（必要各室的设置）及设施规模（各室面积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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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关于各室规模设定，因各室的每人平均适当面积在建筑规划上有一定的幅度要求，对

于主要各室，各室的使用方法及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器材的布置，依据图面上协议的结果，

确切地设定各室的规模。 

③    考虑多数研修生的移动，教室设置于低层（1 层～3 层），减少电梯的利用频率。管

・理部门及教授 外国专家室设置于 4层，以避免与研修生的流动交错。 

④    图书阅览室设置于不设教室的最上层，以保证学生有安静的学习环境。 

⑤    因礼堂内部无法布置柱子，也设置于最上层。 

⑥    与设施规模相比学生数量过多，因此尽可能设置休息区域和中庭以缓解空间上的压迫

感。 

⑦    与中国的类似设施相比较，其研讨结果作为参考资料，使本计划成为最有必要性而且

最切合实际的计划。尤其考虑到严冬的自然条件，采取了隔热及防止结露、配管的防冻

等对策。 

2) 各室数量及规模的算定 

关于本项目各室的规模、内容的设定，是以同中方协商・探讨的结果为基础，参考其他

类似的无偿协助项目设定的。 

① 教室 

本计划的教室的种类和数量见 3-3-1。关于各教室桌椅的布置，按一般教室形式作

为基本的配置形态、软件开发管理模拟室、生产管理模拟实验室、经营管理模拟实验室

等 3室的布置是模拟企业的事务室，桌子的规格比一般教室大。 

表 3-14 本计划与类型设施的比较（教室） 

 教室 规模 容纳人数 单位面积 

本计划 多功能教室—1型、语音教室 55.95 ㎡ 30 人 1.87 ㎡/人 

 多功能教室—2型、计算机教室 111.90 ㎡ 60 人 1.87 ㎡/人 

 软件开发模拟室、生产管理模拟实

验室、经营管理模拟实验室 

55.95 ㎡ 15 人 3.73 ㎡/人 

类似设施 缅甸日本中心 63.0 ㎡ 30 人 2.10 ㎡/人 

 河内日本中心 82.5 ㎡ 40 人 2.06 ㎡/人 

 胡志明日本中心 58.8 ㎡ 36 人 1.60 ㎡/人 

 老挝日本中心 67.5 ㎡ 30 人 2.25 ㎡/人 

 蒙古日本中心 54.0 ㎡ 30 人 1.8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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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多功能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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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模拟实验室 

② 图书阅览室 

图书阅览室主要以日语及计算机相关书籍的阅览和信息提供为目的，除藏书外，为

充实电子图书功能而设置 10 台计算机。规模・内容如下。 

a) 藏书数量：预想中方准备 10,000～12,000 册。 

b) 座位数：虽申请 50 座位，因全体面积所限预定为 48 座位。 

根据建筑规划，藏书数：a、阅览座位：b、单位面积藏书量：n、单位面积使用者容纳量：

m、阅览室的概略面积：A由下式求出。 

表３-15 图书阅览室概略面积的算定 

A=(a/n + b/m) x α a=10,000 

 b=48 座位 

α（富裕量）=1.7（高书架的标准值） n=200 册/㎡（高书架的标准值） 

 ｍ=0.55 人/㎡（4人用阅览桌的标准值） 

 ⇒  A = 232 ㎡ 

资料：日本建筑学会编 建筑设计资料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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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划有关 PC 隔断的设置，可判断为将功能规模缩减到最低限度后的适当的面积。 

PC

PC

図書事務室
ロッカー室

受付

雑誌コーナー

非常出口

盗難防止装置
93

25

24250

 
图 3-3 图书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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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礼堂 

现地调查结果见下表。根据各研修课程每月一次专家报告会的召开、各班次的开学

典礼、毕业典礼、及企业说明会、教师・学生交流等等多样的利用形式，确定了 150～

200 人规模的妥善性。为了对应多目的的活动，并设置了放映室，配餐室，仓库，同声

传译隔断等设施。 

表 3-16 礼堂的利用形态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整理 合计

实用日语班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24

软件开发与管理班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24

生产管理班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24

经营管理班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2 24

专家    

报告会 

合计①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8 96

3个月班 

6个月班 

12个月班 

7.5 2.1 3.2 2.1   4 19

班级数 42       12   18   12       84

开学    

典礼 

合計② 7.5       2.1   3.2   2.1       4 19

3个月班     2.1       2.1       2.1 

6个月班           3.2           

12个月班                       

5.7 5
20.3

5

班级数     12     18 12       12 32 86

毕业    

典礼 

合計③     2.1     3.2 2.1       2.1 5.7 5
20.3

5

3个月班         

6个月班         

12个月班 

2

   

2

 

2

  

2 

  

4 12

班级数 42 12 18 12   84

新生  

说明会 

合計④ 2 2 2 2   4 12

3个月班   

6个月班   

12个月班 

1 1 1

  

1 1 5 10

班级数 12 18 12   12 32 86

就职  

说明会 

合計⑤ 1 1 1   1 1 5 10

3个月班   

6个月班   

12个月班 

1 1 1

  

1 1 5 10

班级数 12 18 12   12 32 86

讲师学生

交流会 

合計⑥ 1 1 1   1 1 5 10

企业说明会 1 1 1   1 1 5 10

临时全体会议    4 4

日本文化节    4 4 8

年度报告会    1 1 2

合计 14 4 9.1 4 8.1 10 14 4 8.1 4 9.1 18 85 191

使用率 年度使用此数/节假日除外的年度天数=191/（365-112）＝0.7549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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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礼堂 

④ 事务管理部门 

本中心的事务管理部门是在中心主任（1 名）、副主任（2 名）之下所设置的教务训

练处、人力资源处、行政办公室、总务财务室、对外联络处、技术研发处等 6部门构成

预计到2010 年为止扩大到合计55名职员的勤务体制、本设施只设置以下的各事务部门，

其他各部门设置于相邻的 18 层宿舍楼内。 

i) 中心主任、副主任室 共 3室 

ii) 会议室 1 室 

iii)行政・教务事务室 1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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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心主任（副主任）室 

关于面积，与类似无偿资金协助项目比较如下表。与各国的日本中心相比较，本计

划的单位面积略大、中国现有的教育设施的教室和事务管理室的标准单位面积比其他无

尝资金被协助国的标准大。例如大连铁道学院现有校长室的面积是本计划中心主任室的

2倍。 

表 3-17 本计划与类似项目的比较（中心主任室） 

 中心主任、副主任室 规模 容纳人数 单位面积 

本计划 主任室 37.35 ㎡/人 1人 37.35 ㎡/人

 副主任室 40.43 ㎡/人 1人 40.43 ㎡/人

类似项目 柬埔寨日本中心 36.00 ㎡/人 1人 36.00 ㎡/人

 缅甸日本中心 36.00 ㎡/人 1人 36.00 ㎡/人

 河内日本日本中心 34.00 ㎡/人 1人 34.00 ㎡/人

 胡志明日本中心 35.00 ㎡/人 1人 35.00 ㎡/人

 老挝日本中心 27.00 ㎡/人 1人 27.00 ㎡/人

 蒙古日本中心 26.00 ㎡/人 1人 26.00 ㎡/人

ii) 会议室 

会议室内设置了20人座位的圆型桌，面积为87.11m2、单位面积为4.35m2/人。根据

桌子形状的调整，能够对应职员研修等多种形式的会议。 

iii)行政・事务管理室 

各室计划办公人数是 3～4人，考虑到将来有 1～2人增加的可能，面积上多少设有

余地。在研讨家具的配置基础上，规划为 93.91m2（包含小型会议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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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需各室及面积 

综合现地调查时与中方协商调查后的结果，并根据其结果必需各室的面积表示如下。 

表 3-18 必要的房间及面积 

 部  门  房间数 面积（㎡） 备  注 
1 教育部门 
  

  

  

  

  

  

  

  

语音教室（30 席） 

计算机教室（60 席） 

多功能教室－1型 

多功能教室－2型 

软件开发及工程管理实验室（15 席）

生产管理模拟实验室（15 席） 

经营管理模拟实验室（15 席） 

教育技术管理中心/计算机网络中心

日资企业信息室 

4 

3 

5 

5 

1 

1 

1 

1 

1 

223.80 

335.70 

305.55 

559.50 

55.95 

55.95 

55.95 

110.85 

34.02 

 

 

 

 

 

 

包括服务器室 

  小计  1,737.27  

2 教育关联部门 
  

  

  

  

 

 

图书阅览室 
礼堂 

会议室 
接待室 
日本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室 
学生活动中心 

1 

1 

1 

1 

1 

1 

225.42 

361.79 

67.11 

14.54 

36.55 

63.82 

 

包括同声传译室、调整室

 

 

 

  小计  769.23  

3 管理部门 
  
  

  

  

  

  

中心主任室 
中心副主任室 
行政办公室 

教务办公室 
教授・外国专家室 
教师休息室 
学生休息室 

1 

2 

1 

1 

1 

1 

1 

37.35 

80.86 

83.91 

83.91 

225.28 

40.41 

40.41 

 

  小计  592.13  

4 共用部门 
  

  

走廊／楼梯间／电梯 
卫生间／茶水间／仓库 
电气室／机械室 

 

 

 

1,318.16 

282.31 

154.11 

 

包括残疾人卫生间 

 
  小计  1,754.58  
 

合计  4,8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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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剖面计划 

因为根据中国规范的规定高度超过 24 米的建筑物，要具有严格的防火、避难设备，所以本项

目的最高建筑高度设计为 24 米以下。另外、按照中国教育部的规定，教室的净高为 3.40m 以上，

其余集会场所 3.60m 以上，另外考虑到吊顶内部所需要的设备空间，将一般层的层高设定为 4.50m，

图书阅览室、礼堂所位于的顶层层高设定为 5.0m（部分为 5.5 m），以此确保规定的最低高度。 

因为在有限的预算内要首先确保教室的数量，所以在室内就不能充分设置研修生和讲师的休息

空间，为此，在设计上考虑了充分利用屋面平台来作为研修生和讲师的休息空间的方案。在屋面平

台除了设置长椅之外，考虑到即使稍微下雨还可以利用，设置了大面积的遮阳篷。 

(4) 建筑计划上的成本削减方案 

在建筑计划上建议以以下的方针为基础，避免奢华的设计、充分考虑费用效果、完成后的维持

管理等，建立严谨的计划，以充分谋求成本的削减。 

1)    充分研讨各房间的功能，在谋求各房间、设备、器材的共有化的同时，使各房间的使用率

得以提高，从而减少浪费，以使整体规模得以控制。 

2)    为了降低设施的成本及增加计划的灵活性，空间的标准化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要充分研讨

作为其基本的标准模型及其组合方式。通过研讨在中国最具经济性的间隔及各房间模数，设定

本项目最适合的模数。 

3)    通过对平面计划、断面计划的细致研究，采用以自然换气及自然采光为主，机械换气及人

工照明尽量减少的原则。另外，考虑到房间的特性和各设施设备器材对空调系统的要求，不选

择中央方式、而采用局部或单体方式，以谋求建设成本和运行成本的降低。 

4)    关于建设资器材，在最大限度利用当地材料的同时，采用能够充分发挥当地承包商能力的

当地施工方法，以谋求成本削减，在装饰材料的使用上，考虑到完成后的维护成本等，采用易

于维护的装饰材料。 

5)    为了降低照明和取暖费用，积极采用节能效果显著的机器设备及隔热材料。 

6)    如上所述充分研讨了降低成本的方法，但是也要避免为了降低基本成本而使以后的维持管

理费用上升的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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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4 结构计划 

(1) 基本设计 

在本计划的设计中充分掌握了计划用地的地盘基础情况，制定了安全合理的结构计划。特别是

在长期负荷时考虑了弯曲、振动等，作为在使用上没有障碍的结构形式，另外，在地震、强风等短

期负荷时，也对建筑物的耐力没有损害，使其具有充分的安全性是结构设计的基本。并且为了使在

现地施工容易，设计了简单且具有耐久性的施工方法・结构计划。 

(2) 结构设计基础 

作为原则，结构计算按照中国的建筑法规进行。另外，在结构的解析方法、设计手法上，必要

时参考日本建筑学会的结构设计基准，在合理并且确保安全型的基础上，力求建筑成本的降低。 

(3) 施工方法和使用材料 

施工方法以现地普遍且经济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为主。墙体为混凝土块砌成，但是，为了增

强建筑的抗 震性，在平面方向均衡设置抗震墙。另外，平台一部分屋顶的结构为柱脚镶嵌式纯框

架钢结构。钢筋、混凝土、钢构件等结构材料虽然现地可以提供，但是施工时的品质管理必须充分

注意。 

(4) 地基与基础 

根据中方提供的岩土工程勘测报告书（2002 年 7 月 31 日），建设用地的地基构成状况为，从

地表面（标高 26.0m）向下、填土层厚 0.73～1.20m、强风化板岩层厚 0.80～5.90m、中风化板岩层

厚 1.10～6.80m、强风化辉绿岩层厚 1.40～3.00m。根据中国规范得出上述地层的地基承载力，强

风化板岩为 300kpa、中风化板岩 fk=800kpa、强风化辉绿岩 fk=400kpa。 

大连市标准冻结深度为 0.7m、最大 0.93m。本建筑物的设计地表面设定为与北側道路相同标高

24.0m，基础底面设定于设计 GL-1.9m 附近。由于这个深度的地基是强风化板岩层，依据本项目的

规模，以强风化板岩层做为持力层（长期设计地基承载力300kpa），可设计为直接基础（独立基础）。 

(5) 抗震・抗风设计 

抗震设计依据 GB50011-200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JGJ99-98‘高层建筑结构规程’、抗风・

抗雪设计依据 GB50009-2001‘建筑结构荷载规范’而设计的。大连的地震基本烈度为７度，该建设

用地的土质为软弱土质属于１类建筑地区，是抗震设计较有利的用地。大连地区的基本风压分布为

0.60kN/㎡，基本雪压分布为 0.40kN/㎡。 

(6) 使用材料 

根据各设计规范，计划使用下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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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１层楼板 C30（240kg/c ㎡） 

标高 11.010m 以下 C35（270kg/c ㎡） 

混凝土 

标高 11.010m 以上 C30（240kg/c ㎡） 

Ⅰ级钢 φ6～φ12 钢筋 

Ⅱ级钢 φ14～φ25 

钢构件 形钢、钢板 A3F 
备注）上述钢筋钢构件 ISS 规格相比较，I 級鋼（φ6～φ12）与 SD295，II 級鋼（φ12～φ25）与 SD390、形钢、钢

板 A3F 与 SS400 类似。。 

3-2-3-5 设备计划 

作为设备设计的基本方针，为使各设施能够正常地运行而进行设施规划和器材规划，同时充分

确认了校园周边的附属设施（电力、电话、给排水等）的状况，并对维护方法和维持管理费进行了

充分的考虑。 

(1) 卫生设备 

1) 给水设备 

给水管的给水压力为 0.35Mpa 左右，由于周围建筑物到 5 层为止采用了直接给水方式，

因此本计划到 4层为止设计为采用直接给水方式，5层及屋顶增加了加压给水方式。5层及屋

面系统将水先引入蓄水槽后，再利用加压装置给水。 

一天内最大给水量算定如下。 

本设施内人数 通常勤务人员 25 人 

 教授、研修生等 25 人 

 学生 960 人 

 外来人员 120 人 

根据中国的设计标准“建筑给排水设计规范 GBJ15-88”，参考每人每天的用水量为，教

职员 60Ｌ/日、学生 50Ｌ/日、外来人员 20Ｌ/日 

供水量 教职员 50 人×60Ｌ/日/人＝3,000Ｌ/日 

 学生 960 人×50Ｌ/日/人＝48,000Ｌ/日 

 外来人员 120 人×20Ｌ/日/人＝2,400Ｌ/日 

    合计 53,400L/日→54ｍ3/日 

5 层系统所使用的蓄水槽从卫生角度考虑，可使用 FRP 制能够进行定期清洁的两槽式蓄水

槽。另外，水槽容量预定为半天使用量。 

15m3×1/5×1/2 ＝ 5.4m3（2m×1.5m×2.5mH、FRP 制带隔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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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给水系统（5层以上）设置紫外线杀菌装置、杀菌后给水。 

2) 排水设备 

本计划建筑物的生活排水，经由按照大连市规范设计的化粪池、排放到埋设于用地北侧

中长街的 450φ的大连市市政下水道。污水量大至与供水量相同，预计为 50m3/日。另外，计

划用地内的建筑物、停车场的雨水排水是通过埋设的雨水排水主管排放雨水。雨水、污水相

同，中方所负担的工事范围包括，从用地内设置的排水沟到下水道主管的接续工事。 

3) 热水设备 

各层茶水间、以及 1 层餐具室水池的热水供应为采用储水电热水器的局部供水方式。另

外，各层茶水间同样设置用于饮用水的储水电热水器。 

4) 卫生器具设备 

大连铁道学院内近年竣工的图书馆所采用的便器为蹲式便器。在本计划中，考虑到大连

市近年新建建筑、设计院等多数设置座便器，所以决定低水箱座便器与蹲式便器共同使用。

因为大连市常年供水不足，为此全部采用节水型器具。大便器使用节水型，小便器采用自动

感应型。 

5) 灭火设备 

遵循中国消防相关法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J16-87”按照本设施的规模、用途设置必

要的灭火设备。设置的灭火设备为，室外消火栓设备、室内消火栓设备以及灭火器。 

(2) 空调换气设备 

1) 空调设备 

大连大致位于北纬 39 度，面临黄海，夏季比较凉爽、冬季气温为零下 14～15℃的寒冷地

带。按照中国国家标准“建筑取暖空调设计规范 GBJ19-87”的规定，空调用外企设计规范为，、 

制冷期 干球温度 28.4℃  湿球温度 25℃ 日平均温度变化 5.6℃ 

采暖期 干球温度 –14℃（空调用） -11℃（直接采暖用） 

基于以上条件和现地其他设施实例，一般房间和全馆全部需要设置采暖设备。关于冷气，

虽然比较凉爽，但本中心的一般研究室、电脑研究室、由于人员比较密集并且由于机器发热

的原因，所以认为包括各研究室、礼堂、图书馆、事务室等各房间都应当有冷气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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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维持管理、操作，所采用的空调方式为，节能高效的空冷式空调。为了节约能

源新鲜外部空气的导入采用的是可进行热回收的全热交换器。另外，取暖除了利用供热公司

的暖气温水之外，还同时使用散热器的直接取暖方式。 

2) 换气设备 

在设置电热水器的餐具室、茶水间、卫生间等处，为了除去异味、湿气等设置机械换气

设备。另外，在电气室、电梯机械室等发热机器的各房间，为了消除发热同样也设置了机械

换气设备。换气基准如下所示。 

房间名 换气方式 换气量 备注 

教室、会议室、事务室 进气及排气 20m3/人/小时 根据全热交换器 

卫生间 排气 10 次/小时  

仓库 排气 5 次/小时  

茶水间 排气 10 次/小时  

电气室 排气 15 次/小时 根据发热量 

受水槽室 排气 5 次/小时  

电梯机械室  排气 10 次/小时 根据发热量 

 

 

(3) 电气设备 

1) 受变电设备 

从大连市供电局中长街道变电所接受高压 10KV、50Hz 的配电。在本中心 1楼设配电室，

配置 630KVA~800KVA 的变压器将电压降至低压 3 相 4 线 380V/220V。本计划建筑中的高压配电

线缆的布设及申请、包含各项费用由中方承担，此事已进行说明并与中方达成一致。本设施

的负荷设想如下。 

电灯插座负荷 40VA/ｍ2×4,800ｍ2＝192KVA 

空调机械负荷 100VA/ｍ2×4,800ｍ2＝480KVA 

卫生设备、电梯负荷 60KVA 

      计 732KVA 

由此计算、设备容量为 732KVA、最大需要电力按需要率为 0.6 计算 

 732KVA×0.6＝439KVA → 440KW 

根据从基建处的担当者和市内工厂的从业者的了解，现在大连市的供电情况稳定。另外

最近 1~2 年供电局除计划停电外，基本上没有停过电。本计划建筑内电气方面没有特别重要

的设备，从规范上看没有设置发电机的义务，且电力供给安定性高，所以不设置发电机。 

对于器材中，对电压变动、突然停电比较敏感的电脑类设备，在器材周围个别准备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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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电源装置（UPS: Uninterrupted Power Supply），自动电压调节器（AVR: Automatic Voltage 

Regulator）。 

2) 干线设备 

干线设备，从低压配电盘以三相 4线 380／220V 50Hz 输出，按负荷的用途及设施的区分

进行系统划分，经由各个分电盘配电至各设施。干线容量是以能够满足接续设备容量的适当

的电压降低及容许电流值为标准设定的。 配线方式为，原则上电缆井内采用电缆桥架方式，、

其他为配管配线。配电方式如下。    

 干线  三相 4线 220V/380V 

 电灯插座   单相 2线 220V 

 动力设备   三相 3线 380V 

3) 照明设备 

各屋、室、走廊全部为保守的、考虑到运行成本、以荧光灯为主体的照明计划。照度基

准（总体照度）按中国规范、JIS 规格的平均照度为基准、如下所记。 

教室名 设计照度（LUX） 

教室、模拟实验室、电脑室 400 

办公室、会议室、工作室 400 

图书阅览室 400 

礼堂 400 

学生休息室、教师休息室、守卫室 300 

入口大厅 300 

厕所、走廊、茶水间 150 

仓库、设备室、配电室 100 

照明开关回路原则上已个各房间为单位，但在必要的各个小区域内设置独立的开关回

路，电灯、插座回路为单相 2线 220V 配电。 

按照中国规范《建筑放火设计规范》，在作为应急通道的廊中设置内藏蓄电池的非常照

明灯，在楼梯、紧急出口设置引导灯。 

4) 电话设备 

作为本中心内的电话系统、有设置自营 PABX（电子交换机）的楼内交换机方式和从电话

局直接引入回线，建筑内的内线、外线限制等服务利用电话局交换机方式。 

协议结果，从初期费用和通话费两方考虑，采用不需维护交换机的电话局交换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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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中心的 MDF（主配线端子盘）的电话配线工程及新电话线路开通所产生的费用，由

中方负担，此事已经确认。 

5) 广播设备 

设置可以在全馆范围内对教职员工、学生及研修者进行联络、呼叫的广播系统。在各屋

室、走廊、大厅等设置扩音器，播音器设置在 1 楼守卫室。无线麦克设置在 4 楼办公室。本

播音系统要考虑到在发生火灾时，可以在全馆范围内发送广播。 

5 楼大厅的 AV 设备、扩音器等音响设备包含在设备计划中。 

6) 紧急呼叫设备 

在 5 楼残疾者用厕所中设置紧急呼叫设备，以便厕所利用者在身体发生意外状况时可以

紧急呼救。报警盘设置在平时有人的 1楼守卫室。 

7) TV 共听设备 

大连市内有线电视现已普及、信号频道内包括 NHK BS 卫星节目（中国境外节目需加解

码器）、国内的 UHF、VHF 等频道。本设施可以接收这种有线 TV 信号、利用终端接口又可以

与 VTR、DVD 等其他输入信号进行混合，向各屋室发送。 

有线电视线路的接入及接到本建筑内前端入口的工程由大连市有线电视公司进行安装。

与此相关的申请、申请费用、工程费用等由中方负担，此事已经确认。 

8) LAN(Local Area Network)设备 

本中心作为人才教育中心，计划设置对于运营、研修所必不可少的 LAN(Local Area 

Network)设备，中国方面最初作为申请器材的一环在网络中心及各研修室器材清单中包含了

LAN 设备，因网络机器的设置、线缆的布设等与设施建设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所以作为设备

计划，双方进行了了解。 

关于 LAN 设备的规格,在网络中心设置三层主交换机，在网络分支节点位置设置二层交换

机。从主交换机到各分支节点交换机的连接，考虑到将来图象传送等信息量的增加，采用

1000BASE-SX；分支节点交换机以下采用 100BASE-TX。 

LAN 设备与因特网的接续，做为通讯基础设施的重要环节将由中方负责承担一事做了说

明，并得到的中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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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因特网的接续，铁道学院的网络采用了中国电信（CNC），中国联通等商用通信光纤电

缆的接续，本设施也采用与此相同的方式。 

另外，本中心的一部分教室、管理部门预计将搬入邻接的 18 层学生宿舍中，为使 LAN

设备和学生宿舍一起使用、因此 LAN 设备有延续到学生宿舍的必要。对此、从中心内 LAN 设

备的主开关用光纤网络进行接续、已经确认学生宿舍内的网络构筑由中方对应。 

9) 电视监视设备 

在中方的申请器材明细内，包含了作为设施内的防范系统的电视监视设备。现有的其他

设施—大连铁道学院、北京日本学中心等都有此设置，并且、中心拥有许多贵重的器材、学

生出入频繁，所以监视设备的必要性得到了确认。 

10) 自动火灾报警设备 

为尽早发现火灾，按照中国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87）》，在各屋室设

置火灾感应器、具有警铃、红色警报灯、压式按钮的一体型综合盘在各楼层、各警戒区各设

一处。另外，火灾报警接收机设在平时有人的 1楼守卫室。 

11) 避雷设备 

为防备因雷击造成损害，设置避雷设备以防护建筑全体。设置方法遵从中国国家标准《建

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94）》。 

(4) 垃圾处理 

由建筑产生的垃圾，大连市基本上每天回收一次，因此，本设施中不特别准备存放垃圾的空间。 

3-2-3-6 建设资材计划 

(1) 基本方针 

关于建设资材计划，考虑到中国（特别是大连）的气候、风土、当地建设状况、工期、建筑

费以及维护管理费用等，按以下的基本方针考虑。 

1)    关于建设资材、以采用以当地施工方法为主，采用现地材料为原则，以期降低建筑费用和

缩短工期。 

2)    选择适合当地气候、风土、在耐侯性上优越、维护保养容易的建筑材料，努力降低维护管

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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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选择建筑材料方面，应当选择能够适应被称为人才培训中心的本设施所要求的功能

性，与设备计划、器材计划相适合，并能充分发挥其成果的具有合理性的建设资材。 

4)     关于当地施工方法、当地采购品的适用性、要充分分析现有设施的状况，并以此为参考。 

(2) 建设资材的选定 

遵照上述基本方针，对关联设施进行分析参考，制订建筑资材计划。主要建筑资材大多可以

在当地采购、在质量方面优质产品也大多可以解决，通过对大连市几处新建建筑的调查和“北京

日本学研究中心建筑计划”可以得到确认。因此，本项目中，在式样及质量得到确认的基础上，

以最大限度采用当地材料为原则制订计划方针。另外，充分考虑到无偿资金援助项目的特殊性，

为了使建筑成本具有最大的合理性，追加以下的研讨。 

1) 结构材料 

本项目中，主体结构采用钢筋混凝土柱、梁、楼板与混凝土砌块墙并用的结构形式,平屋

顶部分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2) 外部表面材料 

① 外墙表面材料 

关于外表面材料，计划包含柱、梁在内的外壁以花岗岩石贴面，外壁前设置的方格是在

熔融镀锌钢筋上进行乳胶类烤漆涂装。 

② 屋面材料 

考虑到冬季和夏季外部气温温差较大的自然条件，作为隔热，计划在油毡布防水的基础

上、涂抹水泥并粘瓷砖。坡屋顶的部分、计划在钢结构的基础上覆盖铝膜钢板。 

③  外部型材 

本项目中、暴露在外面的窗、进出口、门等开口部分，采用当地最普遍应用、在当地可

以采购得到的铝合金型材。 

3) 内部表面材料 

① 地面材料 

教室及办公相关各室，因为有电脑配线，所以采用在双重地面之上铺方块地毯的方式。

另外，卫生间采用磁质瓷砖，设备室、仓库等采用水泥沙浆。入口大厅采用当地一般使

用的天然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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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墙壁材料 

本项目、以在中国为标准材料的沙浆为底层、在此基础上采用涂料表面。现有的类似设

施内壁都采用相同材料完成。礼堂的墙壁表面考虑到反射和吸音、采用木制表面。因为

裂纹、表面脱落等和外墙表面同样的问题在内墙表面也可能出现，所以瓦工工程质量的

保证和涂装材料的品质管理是质量管理的重点。 

③ 天棚 

天棚的表面材料以贴矿棉吸音板为主体、一部分采用沙浆涂料。礼堂的天棚材料要考虑

到反射和吸音性，来采用材料。 

(3) 主要材料计划 

如上所述、以现有设施的状况分析为基础、阐述了本项目的建筑材料的选定，按此结果，主

要材料计划如下所示。 

         表 3-19 主要材料计划 

结构 钢筋混凝土造、一部分为轻型钢结构 

层高 5,000mm（1 楼）、4,500mm（2～5楼） 

屋面 屋顶油毡布防水 

屋檐 环氧类涂料喷涂 

外壁 沙浆涂抹、贴花岗岩 
方格部分： 熔融镀锌钢筋、乳胶类烤漆涂装 

门窗 

1) 窗 

2) 门 

 

铝型材 

铝型材、铁制门 

外
部
外
表
面 

外部地面 底层沙浆 
天然石材（防滑型） 

 入口大厅 办公管理室 多功能教室 电脑室 礼堂 走廊 楼梯 

地面 天然石材 活动地板 
+方块地毯

活动地板 
+方块地毯

活动地板 
+方块地毯

镶嵌式工艺
地板块 

沙浆底层 
磁质瓷砖 

沙浆底层 
磁质瓷砖 

踢脚线 
 

天然石材 软性踢脚线 软性踢脚线 软性踢脚线 木制 磁质瓷砖 磁质瓷砖 

墙 

 

天然石材 

（一部分） 

沙浆底层 

表面涂料 

沙浆底层 

表面涂料 

沙浆底层 

表面涂料 

缘孔板OSCL 沙浆底层 

表面涂料 

沙浆底层 

表面涂料 

内
部
表
面 

天棚 矿棉吸音板 矿棉吸音板 矿棉吸音板 矿棉吸音板 矿棉吸音板 石膏板(EP) 水泥板(EP)

 卫
生
间 

地面 

墙 

天棚 

磁质瓷砖 

磁质瓷砖 

石膏板(EP) 

 

3-2-3-7  器材计划 

申请器材的分析按如下指标，探讨了各类物品的必要性、妥当性。本计划中、对于不适合其

中任何一条的器材，都作为删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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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要性、妥当性」的评价指标 

1) 对研修教学计划的实施、辅助有促进作用的器材。 

2) 是支援研修生自修的器材。 

3) 是本中心运营管理、宣传所必要的器材。 

4) 有重大意义的。 

5) 相对费用效果明显的。 

6) 使用频率高的。 

7) 不是过度先进的器材。 

8) 不是以个人使用为目的的器材。 

9) 可以进行运营管理的。 

10) 不是产生废弃物有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 

11) 制造公司不是特定的、并且确保可以进行公平竞争的器材。 

器材选定按上述指标进行分析为第一阶段。接下来的第二阶段为在本计划的器材计划中，对

最重要的事项，即对研修及辅助研修有无直接或间接的裨益进行分析。具体对每项申请器材与「对

日软件程序开发、过程管理」、「实用日本语」、「生产管理」、「经营管理」四个研修科目的

关联性、妥当性、使用频度等进行分析。经过对此阶段制定的计划器材方案进行分析。如在「3-2-3-1 

申请内容的探讨结果」中阐述的、在已经进行的第二次现场调查中，对器材进行整理、其结果为：

列为本计划对象外的器材只有如下一项。 

(2) 削减器材对象 

1) 同声传译系统（便携式） 

本器材的使用目的如下所述： 

① 定期邀请日本及其他外国企业的专家进行演讲（1次/月/各个学科）。 

② 日本企业的说明会等。因为上述活动都是利用可容纳１６８人的礼堂来实施的，所以      

中方提出了 168 人用系统的请求申请。 

但是，从上述使用目的来看，作出了该器材的必要性、使用频率以及昂贵的价格（约 2000

万日元）相对于使用效果都较低的判断，因此在本项目中决定作为削减器材对象。以下的说

明作为向中方提供的建议，以期将来对系统的重新采纳提供一定邦助。 

A 将系统规模缩小至班级规模(30-60 人)，在各学科中使用，以使使用频率以及使用性

价比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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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中国国内的外语学校现已导入了同声传译系统，对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发挥了很大作

用，因此可以借鉴其成功经验。 

(3) 规格设定基准 

如上的分析、研究的结果，上述礼堂用同声传译系统以外的其他全部申请器材，判定为

符合本计划评判标准，作为本项目对象内容。最终的计划器材内容，汇总于「器材清单」（附

录资料－5）。主要器材和各研修科目关系如下所示。 

表 3-20 教室／研修科目计划器材分类表 

 教室(规模、数) 对象领域(研修科目等) 主要器材内容 

1 语言学教室(30 人 x 4) 实用日语、经营管理、生产管

理 

数字语音演习系统 

2 电脑教室(60 人 x 3) 对日软件开发、过程管理、实

用日语、经营管理、生产管理

PC LAN & AV 系统 

3 多功能教室Ⅰ型(30 人 x 5) 对日软件开发、过程管理、实

用日语、经营管理、生产管理

教师用 PC、AV 机器 

4 多功能教室Ⅱ型(60 人 x 5) 对日软件开发、过程管理、实

用日语、经营管理、生产管理

教师用 PC、AV 机器 

5 软件开发工程管理模拟实验室

(15 人 x 1) 

对日软件开发、过程管理 PC、AV 机器 

6 经营管理模拟实验室(15 人 x 1) 经营管理 PC、AV 机器 

7 生产管理模拟实验室(15 人 x 1) 生产管理 PC、AV 机器 

8 图书阅览室(48 人 x 1) 全体领域 PC 图书阅览系统 

9 礼堂(168 人 x 1) 对全体领域的讲演、新生入学

说明会、希望到本中心学习的

人员的说明会、企业说明会等

礼堂用 AV 系统、168 人用同声

传译系统 

10 日资企业情报室/日本经济技术

文化交流室(14 人 x 1、20 人 x 1)

全体领域、希望听讲者、来访

客人等 

公报用等离子 TV/AV 系统、企

业情报/技术情报检索用 PC 

11 维修室 机器的管理 中心机器管理系统(PC) 

12 CATV 室 全体领域 中心内有线 TV 系统 

13 主机室 提供研修、教育用数据空间、

中心管理用 

中心内网络系统 

14 通用器材 全体领域 制作教材用摄象机、 

摄象编辑用 PC、车辆 

(30 座客车 2台) 

另，关于规格、等级，在本计划中按以下基准设定。 

1) 设定为：对研修教学计划以外的其他使用目的也具一定适用性的规格。 

2) 器材配置以本中心运营预定开始时间（2006 年 4 月）为准。 

3) 具有极端先进性和高端规格的，列为对象外器材。 

4) 相对简便的替代器材如果存在，并能满足该器材的使用目的的，以该器材的规格为研讨对象。 

5) 原则上以中国产、日本产（包括海外生产）的规格为对象。 

6) 为了保证质量、考虑公平竞争、确保售后服务等目的，可以有一部分器材以第三国的产品为

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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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现场调查实施时，按此原则与中方进行了协议，因此判定所申请的器材规格、等级基

本上符合使用目的。 

3-2-4 基本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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