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國立大學協會會長建議建立年輕研究員長期安定研究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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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任日本國立大學協會會長之國立京都大學松本紘總長表示，年輕研究員

的就業問題應該列為該協會最重要的課題，該協會將積極研議相關對策。 

由於日本取得博士學位的人數日益增加，但受限於大學教師任期法之規

定，終身職之教授職位有限，而越來越多之大學實施 3年或 5年之聘期制，年

輕研究員之工作變成不穏定，直接影響到對研究工作之投入。倘研究人才無法

養成，技術立國之目標將淪為口號。尤其本年 4 月修正勞働契約法，新規定凡

工作超過 5 年之契約員工，倘本人擬轉調為無契約時間限制的長期聘用之身分

時，雇主有義務配合實施。修正之目的原在保障長期工作權，但另一方面有可

能引發雇主提早解僱員工的情事，工作反而更不穏定，因此松本會長表示，要

在 5 年內確定該研究員是否有潛力，並不容易。以往國立大學教師具公務員身

分，不必擔心被炒魷魚，但現在年輕研究員一滿 3 年就非得重新找工作不可，

怎麼有辦法專心於研究工作，相當不合理，呼籲政府一定要想出對策，國立大

學協會也會集思廣益，深入探討如何改革相關制度。 

松本會長個人舉例說明，比如年輕研究員 5年契約期滿後，改由其他大學

聘僱，以保障研究人員，建立研究人員能全心研究的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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