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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 

 國立大學希望向亞洲發展，在海外設置據點第一 

     位為中國、第二位為泰國均超越美國 
 

文部科學省調查得知，國立大學在海外設立研究‧事務據點去年

10月為止計有 79處，其中以在中國為最多有 13處，其次為泰國有

12處，比美國之 10處還要多，漸朝向亞洲發展之趨勢。 

去年 4月隨著獨立法人化後大學也從向來重視歐美轉向經濟交

流頻繁之亞洲。因少子化使得「大學全入時代」之來臨，可以看到大

學企圖確保優秀之亞洲留學生之用意。 

國立大學之海外據點於 2003年時有 25處，2004年新增設20處。

在這兩年間新開設之據點，在中國有9處美國有6處。包含印尼與泰

國在內，在東亞國家設置新據點比歐美增加的還要多。東京大學於今

年4月在北京開設代表處。目的是（1）促進學術交流（2）推動產官

學合作（3）招收中國之優秀留學生等。小宮山校長說明在學問領域

日本與中國之合作的重要性，認為「促進兩國之學術交流，與從學術

方面來保障亞洲之發展是相關的」。 

發展之背景是因中國經濟之發展，神戶大學於去年3月在北京設

立「經營學研究所‧中國協力合作中心」。「該中心是對到上海投資之

日本企業幫忙解決具體之問題。（黃磷神戶大學教授兼中心長）」。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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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北京大學共同協助在日本企業工作之中國人幹部實施日本企業之

經營手法與企業文化之實習。因日本企業到中國投資之同時有研究之

需要，該中心長黃磷神戶大學教授稱：「完全不受到靖國神社與海底

資源之外交問題之影響」。神戶大學到中國設立據點之資金是文部科

學省於2002年開始實施之「卓越研究據點」（COE）對大學研究費之

集中分配之「21世紀COE計畫」的資金。加上國立大學獨立法人化

後，過去一律依學生人數決定之研究費因研究內容而有“差距化”之

政策促使大學到海外設置據點。除了研究以外還有迫使到亞洲之原

因。少子化之進行當中原預計2009年會來臨之「大學全入時代」，明

顯的將提早於2007年到來。私立萩國際大學（山口縣）因學生人數

之減少而導致經營破產，國立大學也無法逃避被淘汰之風險。海外設

置據點之理由也是這次調查之一，有很多大學舉出之理由中以「招收

留學生」「聘請現地研究者」為最突顯。 

在日本之大學‧研究所就讀之留學生約11萬人，以國籍來區

分，中國為最多占3分之2 約7萬7000人，其次為韓國、台灣、馬

來西亞、泰國等，排名前5位國家‧地區是位於亞洲之諸國。 

亞洲學生要如何去招收，教學之內容與研究之水準之確保是不可

缺之事。 

文部科學省國際課分析認為「據點之設置並不是只有確保學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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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希望能夠招收過去赴歐美留學之優秀留學生來日本留學。語言

之問題是困難處，但實施英語教學之大學增加，這一點有需要多加宣

傳」。 

最近到中國設立據點之國立大學 

北海道大學觸媒化學研究中心（北京事務所） 

東北大學金屬材料研究中心（IFCAM北京事務所） 

東京大學地震研究中心（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 

東京大學（北京代表所） 

一橋大學（北京事務所） 

京都大學資訊學研究中心（知識基盤COE中國據點） 

京都大學經濟學研究科（上海中心分所） 

神戶大學研究所經營學研究科（中國協力合作中心） 

島根大學（寧夏大學‧島根大學國際共同研究所） 

文部科學省彙整 

 
 
資料來源：產經新聞 2005年 7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