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外國的大學 

俯瞰大分縣別府灣的丘陵上，聳立著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APU）的美麗

校舍。 

立命館亞洲太平洋大學在別府市提供校地等當地各界協助之下於2000年

在此建校。學生總數4,777人當中，留學生有1,929人，約佔4成。教職員的

半數為外國人士，教學有一半是使用英語，留學生可無需擔心語言問題而能在

日本經營日本大學生活。 

APU的「學生的半數從海外招生」構想，當初被教育相關人士認為會失敗。

那是因為，無論當地如何熱心地建校大學，在當地無法招收學生，導致無法順

利經營例子很多之故。 

在山口縣、萩市各日幣20億元的協助下，於1999年開校的萩國際大學，

在第一年度就發生入學名額不足的現象。雖然積極期待中國來的留學生補足缺

額，但是不斷發生學生失蹤或非法工作等的問題，終於負債高達日幣37億元，

在2005年向東京地方法院申請適用民事再生法。 

接受地方自治體（地方政府）的協助而設立新學校，同時以接近亞洲做為

基礎而招收留學生為目標，APU和萩國際大學是相同的。成敗的理由，不是於

宏偉的建築物或道路等硬體設備，而在於招生技巧等軟體層面。 

APU副校長林堅太郎回顧的表示，基礎條件的困境早有覺悟，也正因為如

此，才能提出是異想天開的「留學生5成」的目標。 

APU的事務職員77人中，有2成大約是16人專責入學甄試業務工作。該

大學與亞洲各國的300所高中締結推薦入學合作關係，招生小組直接前往國外

宣導高中生報考。該校畢業校友或在校留學生，也都在自己國家的大學說明會

宣導該校的優點特色。 

山形縣酒田市的酒田短期大學，由於發生許多中國留學生不上學而到首都

圈打工的現象，2004年日本文部科學省（教育科學部）發布解散大學命令。APU

是向財經界募款設立獨自的獎學金基金，在經濟性上資助學生。現在，己經發

展成為好像在外國的求學環境，日本高中生也都視為「國內留學」而積極報考。 

類似APU這樣在國外實施自辦招生活動的大學極少。因為，在當地開設事

務所涉及到人力及預算等導致很多大學猶豫不決。 

2006年3月，拓殖大學、琦玉大學等15所大學設立「特定非營利活動法

人‧日本國際教育大學聯盟」。其目標就是共同在國外設立據點，利用相互承認

學分與國外大學聯繫合作，以期積極獲得留學生。 

該聯盟常務理事谷口吉弘指出，現在是先進國家的大學為獲得留學生而競

爭到中國、韓國、台灣等地招收留學生的時代。在日本的外國留學生現在有12

萬人，比澳洲較少。有將留學生人數提昇到占全部學生人數的1成，即20萬至

30萬人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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