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在印度設置照護研修據點 

，引進照護人員及推廣日本語教育 

 

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 

 

日本政府決定引進印度照護技能實習生進入日本照護現場政策，

因此，將在印度設置推動赴日前的日本語教育及照護學習據點。2018

年秋季後，日方計畫派遣日本語教師及照護人員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

以培養照護工作必要的溝通能力及相關專業技能，期藉此解決日印間

的照護人才不足的問題。 

日本於 2017年 11月正式實行「技能實習適正法」、「實習生保護

法」等，確立外國實習生的照護制度。實習生來日時，必須具備基本

日本語能力，其中包含照護專門用語及其他日本語表達能力。日本政

府為培養高質量安定「即戰力」，研擬推動在印度舉行事前講習的計

畫。 

具體措施如下： 

一、 在新德里照護大學等設立日本語教育中心， 

二、 以當地工商會議所，作為實習生派遣至日本的對外窗口， 

三、 日本派遣照護人員進行技能實習之協助、提供照護相關課程及教

材，同時介紹日本結合復健、自立支援的理論及技術。 

日本語教師及照護人員的派遣將由民間教育、社會福利機構負責，

而交通、教材等經費則由日本政府負擔。預計 2019年 4月針對技能

實習制度畢業生，新增「照護類」簽證項目。日本政府並將這次支援

政策視為今後培養照護人才的範本模式。 

少子高齡化日益嚴重的日本，預測 2025年約會出現 38萬（厚生

勞動省統計）照護人才不足問題。對於擁有 10 億以上人口的印度，

培養因應高齡化社會照護人才也是當務之急。就印度而言，原在日本

的印度籍照護人才回到印度後繼續從事照護相關工作，對於印度而言，

也是一大利多。 

 

培養外國實習生之質量 

 

日本政府為了確保外國實習生之質量，在印度設置實習據點培養

照護實習生之計畫有其必要性。 



 

 

人手不足越來越嚴重的照護現場，期待能因實習生的培養得到緩

解。最長 5年的在日實習期間結束後，可持「照護」的在留資格（最

長 5年），最長可在日本實習及工作 10年。 

不過，照護為攸關高齡者生命的工作，具備良好溝通能力確有其

必要性，同時和照護者家屬及同事間的溝通也十分重要。日本政府預

計在印度設置日本語教育課程及技能實習就是為了提升實習生溝通

能力。 

 

註譯: 技能實習適正法、實習生保護法：為擴大保護學習職業技能而來日的實習

生，於 2017年 11月開始實施之法律。實習期間可有 3至 5年延長空間、而實習

的職業則新加入了「照護」項目。相關法律強化對於實習設施的管制，也制定對

應人權侵害的相關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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