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一世紀 COE方案選拔結果發表 
 

台北駐日代表處文化組提供 

文科省於二日公布「二十一世紀 COE方案」選拔結果，國立大學

中，尤其是舊帝國大學系統（北海道、東北、東京、名古屋、京都、

大阪及九州各大學）所佔比率居於高位，（請參考圖表一）而對於此

項結果，處於激烈生存競爭的各大學迴響各有不同。 

東京大學及京都大學均有十一件申請案獲得補助，相對地，私立

大學如早稻田及慶應大學各僅有五件申請案入圍補助：東京理科大學

申請的三個研究領域的三件補助案，均慘遭滑鐵盧。 

千葉大學的的岡村校長哽咽地說：「競爭實在太激烈了」，有意在

千葉野田市校園設置「藥學‧生命科學」研究據點的岡村校長，由於

選拔結果掛零，所受衝擊特別明顯。 

今年度「二十一世紀 COE方案」係以研究所研究科專攻（博士為

申請對象，經由委員會（委員長為江崎玲於奈先生）等有識之士審查

發表結果。 

今年度共有五大領域獲得補助，生命科學有二十八件、化學‧材

料科學為二十一件、資訊‧電氣‧電子有二十件、人文科學有二十件、

跨學際的新領域研究者則有二十四件。 

「二十一世紀 COE方案」補助金額對理科的研究費用而言，並不



是相當高的金額，而各大學之所以卯足全力申請，乃因被選拔上的意

義大過於金額的多寡本身。 

由於大學已面臨史所未見的激烈競爭現象，在國公立大學也面臨

整合的現今，私立大學更是因為學生人數遞減而有經營運作上的困

境。 

研究業績鮮少、缺乏個性及魅力的大學，即有可能在這一波競爭

中慘遭淘汰，加之，「二十一世紀 COE方案」結果的公布，對名落孫

山的各大學而言，不啻雪上加霜。 

尤其，此次的結果與預設帝大系統大學較佔優勢的結果如出一

輒，東京大學及京都大學更是拔頭籌，遂引起相關人士疑惑這豈非大

學的「序列」意識之反應。 

最為遭受訾議的為，此項審查究竟選拔基準為何一事並未公開，

相關人士因之表示有必要公開審查過程及評價基準，同時，對審查結

果若有不服情形，應該要確立一個申訴的機制。 

否則，持續評價基準等均為黑箱作業的話，勢必無法強化大學之

間的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