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岡山市長電子雜誌（31）  平成 26 年 10 月 15 日號 

【為推進 ESD而舉辦的公民舘即 CLC國際會議】 

  大家好！我是岡山市長大森。 

  10 月 9 日至 11 日，在岡山市召開了“為推進 ESD 而舉辦的公民舘即 CLC 國

際會議”，該會議有來自世界 29個國家約 700 人參加。第一天基調演講（有關大

會的基本目的、方針）及事例發表，第二天分 7 個分會進行了討論，第三天成

果文書的匯總等。 

通過 3 天的會議給我留下的印象是，ESD 是具有普遍性的概念，但同時各國

情況及視角又各不相同。 

 例如，日本的公民舘作爲社區居民進行交流、學習場所的性能很強，而亞洲

各囯的 CLC（交流學習中心）是以給中途退學者補課，幫助其完成基礎教育為

主要功能之一的。“在識字方面消滅男女差別，在家庭與社會上構建安全的環

境，”被寫進最終公約裏。 

我再一次深深地認識到，ESD 是以反映各種狀況的形式來進行實踐的，並且

有多少人參與此項工作就有多少种方法。這是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活動。 

 而且，本次會議的成果文書被命名為《2014 岡山公約》，它是通過各分會鄰座

的人相互討論，多次反復進行積累而成，即以所謂的“參與型”方式而形成的。 

  參與匯總成果文書的各位都非常地努力、非常地辛苦，總結出了如此優質的

文書，我為此感到由衷地高興。 

  並且，我還曾擔心岡山方面的接待工作做的是否很充分呢。關於這一點，只



不過僅僅是我個人的印象，也許多少有失偏頗，我感到各國與會者的反應好像

都很好。 

但是，這最多也只能是暫時鬆了口氣，接著 11 月又要召開各種會議，我想在

會議接待方面再細緻、周到一些。 

 此外，也許會被認爲是自誇。我在會議結束后的歡送派對上致詞的最後，以

來岡人數多少的順序用各個國家的語言說“謝謝”時，獲得了好評並且使當時

的氣氛非常地熱烈。 

在此，從中選出幾種大家不太熟悉的“謝謝”的説法，來介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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