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政府創設 10 兆日圓研究基金，出現加劇大學落差的疑

慮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日本政府為提振呈現低迷狀態的日本研究力，於 2022 年 2 月 1

日正式通過 10 兆日圓規模的可運用基金，針對 5 到 7 所大學提供一

年數百億日圓的大學基金。此案為效仿美英頂尖大學，將資金集中投

入，然而能夠獲得多少成效仍是未知數，且有疑慮認為最終可能只是

導致大學之間的落差加大。該基金的原始經費大部分為向國家進行借

貸，如果運用失敗將造成由國民承擔的結果。 

主導制度設計的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前副校長上山隆大對此表

示期待「目前全世界找不到這樣的做法，可謂是一種政策實驗，如果

順利成功將獲得國際評價」。 

日本近年來研究能力明顯下滑，而世界大學排行名列前茅的美英

大學卻在這 20 年來以捐款等款項為基礎成立大學獨自基金，大幅地

增加了研究資金。日本政府效仿上述的基金模式，預計將 10 兆日圓

的基金以股票及債券的方式進行運用，將其利益以平均 1 校 1 年數百

億程度分配給 5 至 7 所的「國際卓越研究大學(暫定)」。以相當於舊帝

國大學營運費交付金的規模，增加大學如此龐大的資金相當罕見。 

大學基金計畫為目前執政岸田政府揭示的招牌政策「新資本主義」

的支柱，目的為帶動民間對大學投資，並提振特別是人工智慧(AI)及

量子等最先端技術的競爭力。此外，政府也基於經濟安全保障的角度，

要求大學加強管理，以防技術外流。 

然而，如果大學將心力集中傾注於較易獲得企業出資的領域，可

能使得泛領域基礎研究的多樣性受到阻礙，長期而言恐將減損國際競

爭力。鈴鹿醫療科學大學的豐田長康校長指出「日本與其他先進國家

相比，以人口比及 GDP 占比來看，官方投入的研究資金仍處於低檔。

整備並提供包括中等層級大學在內的一個可專心研究的環境，進而豐

厚日本整體的研究環境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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