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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地震灾害发生后，我们收到详细

的受灾情况报告，判断必须确保员工的安全和

业务的持续进行，在接下来的周末（12、13日）

决定成立BCP（Business Continuity Plan）对
策本部，并于14日正式开展工作。

首先，我们努力建立一种支援体制，对受

灾程度较严重的东北分公司提供支援。然后，

掌握各集团子公司的情况，随时实施支援。为

解决东京首都圈交通设施严重瘫痪的问题，14
日早上利用公司紧急联系网、平安确认邮件系

统（群发邮件）、公司内网、公司外网等手段，传

递和共享员工上班相关的信息。

在东北分公司，虽然地震导致办公用具翻倒，造成重

大损失，但自3月22日恢复了正常运营。3月29日起暂时

停止启动BCP，但为了研究和实施供电不足导致的节电

问题，BCP对策本部仍继续开展工作。

BCP考虑问题的视角是，不是在灾害发生后实施对

策，而是采取具体的预防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今后，我

们将做好日常的准备工作，为灾区的人民提供支援。

关于震灾发生时伊藤忠的主要应对

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给整个日本造成了巨大的灾害。

灾后，伊藤忠商事立即成立BCP对策本部，努力恢复业务，并向灾区提供捐款和物资。今后，我们立足长期的视野，通过

自己的主业全力以赴地支持灾后重建事业。

为落实电气事业法第27条规定的义务—高峰消费电

力与去年同比消减15%的目标，东京总部大楼提出了节电

消减25%的目标。我们利用能源管理系统有效地实施多

种节电方案，例如天棚照明改用LED灯、使用LED桌上台

灯、最佳空调设定、利用电脑节电软件等。每隔30分钟，

通过公司内部网络通告东京总部大楼的消耗电量，促进全

体人员积极地参与节电活动。对于可能长期持续的日本国

内电力问题，公司通过能源管理和节能解决方案业务满足

客户的需求。

继续努力节电

捐款、物资支援情况

我们为向受灾情况特别严重的地区提供更多的支援，

特别募集了四亿捐款。除向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茨城县、

青森县等九个自治体捐款外，通过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Japan Platform（由行政、经济界、NPO构成的组织），捐

款被用于NPO在灾区的活动资金。救灾物资已按灾区的

灾害对策本部的要求交付。熟肉罐头“SPAM”可在常温下

保存，不需要烹调和开罐即可食用，受到灾民的欢迎。

“衣物、食品等、物资支援情况”

衣物 内衣、儿童衣物、毛巾类 共计约1万件

食品 SPAM（肉罐头） 3000 箱（72000 个）※

※其中，约半数1500箱（36000个）由SPAM生产商美国Homel Foods Corporation公司
无偿提供，通过本公司交付给灾区。

确认是否平安（员工、下属公司员工）

确认受灾情况（分公司、下属公司）

保证或重新建立与员工的联系渠道

员工应对

上下班的灵活化、限制出差

持续业务方面

应对大规模余震、突发性大规模停电的措施

应急发电、应急食品、食堂原料、救急药品等

应对计划停电及夏季电力供应不足的情况，建立持续
开展正常业务的体制

组建大阪BCP组织、各组织内的讨论、BCP网络促进等

包括灾区支援在内的社会贡献

提供捐款四亿日元及衣物、食品等物资
捐款活动
东北分公司、集团下属企业的食品原料运输
节电要求的应对（室内温度、照明、电梯、卫生间）

向员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发送信息

“BCP对策本部的活动内容”

[BCP基本体制]
（2011年度）

人事•总务部

确保馆内人员的安全  确保公司设施安全并进行恢复

确保备用办公用品  物资调配

后勤支援小组

各公司经营企划部等

恢复公司业务  顾客接待（包括事业公司）

业务对策小组

人事•总务部、秘书部

确认董事、员工等是否平安、确保安全和初期恢复的关键人员

人事对策小组

广报部

对外通报

广报对策小组

IT企划部

恢复信息通信

系统对策小组

对策本部长

业务部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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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伊藤忠在公司内网中开设了“东日本大地

震复兴支援网站”，其目的是为了共享伊藤忠集团企业及

员工对东日本大地震的支援活动情

况。该网站定期登载伊藤忠集团的

支援情况以及员工志愿者召募信息、

志愿者体验记、东北分公司的本地

信息等，意在培养员工形成长期支

援活动的意识。

开设复兴支援网站

5月，公司建立了以参加复兴活动的员工志愿者为成

员的支援体制。召开了救灾志愿者活动支援项目会议，会

上向员工介绍了1%俱乐部募集的“企业人志愿者活动”和

公益法人关西经济联合会募集的志愿者巴士“关经连号”，

建议各位参加活动申请志愿者休假，参与本次活动所需的

实际经费（交通费、住宿费等）由公司全额承担。今后，伊

藤忠将建议和支援员工参与复兴支援志愿者活动，继续为

东日本大震灾的复兴做出贡献。

正式启动员工志愿者支援计划

※ 由日本经团连成立于1990年11月。会员主要由愿意将营业收入和可分配收入的1%以
上用于社会贡献活动的企业和个人组成。

伊藤忠商事每年举行“伊藤忠大堂音乐会”，邀请东

京总部附近的朋友参加，这种传统延续了二十多年。2011
年，音乐会的举办地转移到东日本大地震受灾的仙台，于

7月19日举办了“伊藤忠震灾复兴慈善音乐会”。当日，伊

藤忠集团的员工、家人、客户、受灾者约千余人参加了本次

活动，由纽约交响乐团演奏了精彩的曲目。同时，由女演

员竹下景子小姐主持、株式会社河北新报社的一力彦雅社

长、本公司小林荣三会长参与了名人访谈环节。当日，出

席人员的捐款全部捐献给“仙台kiwanis俱乐部儿童基金”。

在仙台举办慈善音乐会

纽约交响乐团 小林会长与一力社长对话

从4月开始，通过员工食堂支援由于福岛核电站泄露

事故影响而遭受损害的农户。优先从遭受损害而被限购的

宫城、福岛、茨城各县的农户，采购无限制出货的蔬菜，

作为沙拉、配菜、主菜的配料提供。同时，夜晚时间段，

也会优先采购灾区藏酒。东京总部的员工食堂每天有

1600人就餐，通过本次活动从侧面支援了灾区的农户。

在员工食堂提供灾区的蔬菜

员工食堂的措施

灾区的情况想必大家在电视和报纸上都已经看到了，

但“以知识的形式了解”与“深刻感悟”是两个完全截然不同

的概念。大家的心里也闪现了“在灾区所进行的活动会有怎

样的帮助呢？”等无限的迷团。但是，我强烈地感受到“迷

茫的话，首先要展开行动”这句话的深意。在这个意义上，

本次活动对企业人志愿者而言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公司表

现出理解，并会成为坚强后盾，使得志愿者参加的门槛大

幅降低。鼓起勇

气向前迈一步的

话，会看到别样

的风景哟。我希

望有更多的人参

与，支援的圆圈

会进一步扩大。

法务部 高木聪迷茫面前首先行动

1为本人

左侧为本人

地震发生后我就想立即参加志愿者活动，但是由于关

西距离较远等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参与的机会。这次在关

西经济联合会的组织下，有理解公司制度的同事作为强大

的后盾，我才得以参加。感谢各位给了我非常宝贵的经验。

出发前，我就在担心，对自己的能力没有信心，不知能否

帮上忙呢？自己会不会成为别人的累赘？而到了现场后，这

种担心很快就消除了，我手持小铲与淤泥展开了战斗。因

为有很多活要干

呢。我希望今后，

能与参加这次活

动、觉悟较高的

伙伴一道共同扩

大关西的志愿者

圈。

纺织经营企划部  上田里枝子从关西扩展志愿者圈

员工志愿者体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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