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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國立大學公法人化，日本全國各地有名國立大學如：京都

大學、東北大學等大學，均已摩拳擦掌準備在東京向產業界宣傳該校

各校研究成果。看來，首都圈的東京企業界，已經成為面臨產學協助

競爭活動的激烈「成果發表舞台」。 
五月中旬，東北大學機械系的四十三個研究室全體人員在東京都

大田區召開研究成果發表論壇，與會人士包涵居住東京的畢業校友、

企業界相關人士共計約五百人。為展示這些從光感應器到高智能型機

器人等最新研究成果，他們不惜千里迢迢借用貨車將新型機器從仙台

搬送至會場，並且延聘教授們演講。 
五月下旬則另有一場名為「九州大學的挑戰—研究戰略及構思未

來」的會議即將假東京千代田區召開。九州大學有意藉助此項會議，

向東京相關業界宣傳該大學業已獲得文部科學省「二十一世紀 COE
（學術卓越研究計畫）」四項專案補助，並說明九州大學的潛力。 
在會議席上，九州大學  山千里校長特別說明：「就資訊發信力而

言，企業及官廳集中之東京比其他各地約高達三倍效率」，該大學已

於去年在東京車站附近開設事務所，此後將在東京全力以赴。 
而最早在東京「活動」的為京都大學，該大學早於二年前即在東

京都內的旅館內設置事務所，作為產官學合作事業的據點。目前該大

學已邀請各企業界領袖出席研究會議，同時，向他們發表該大學最先

進的研究業績。 
大阪大學也在東京新宿副都心創設該大學工學研究所的阪大先進

研究機構，並在該機構召開最新開發的產業座談會，將據此在東京開

創新天地。 
北海道大學則於四月在東京都港區設立事務所，預計於今年九月

在都內召開「二十一世紀 COE（學術卓越研究計畫）」專案的最尖端
研究成果的報告會議，預定於十月份廣島大學將舉行同樣的會議。 
由於明年將實施國立大學公法人化，在經費預算方面，文部科學

省擬重點式依據各大學實際業績予以分配，因之各大學的競爭愈形劇

烈。其中尤以企須鉅額研究費的理工學系等研究領域，更迫切需要來

自企業界等外部資金的挹注。 
按照目前情勢觀之，積極在東京設立事務所的幾所大學均為大規

模的傳統國立大學，對此現象，有些如北陸地區的大學事務人士十分

感嘆地表示：「預算拮据、畢業校友人脈薄弱，實在無法與之並駕齊

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