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業難導致博士班學生減少 

2007年度，日本國立大學博士課程學生入學人數首次出現減少現象。

日本政府標榜「科學技術創造立國」口號，一直以來採取增加博士人數的

政策。然而，由於就業困難，導致開始出現「學生遠離博士」的徵兆，部

分大學已經毅然決定刪減入學員額的措施。教育相關人員憂心地指出，放

置現狀的話，將無法匯集優秀人才，日本的國際競爭力將有降低的可能性。 

日本文部科學省（教育科學部）指出，國立大學研究所博士課程的2007

年度入學核定員額是1萬4,282名，較2006年度減少118名。減少核定入

學員額的有國立秋田大學（26名）、國立九州大學（20名）及國立神戶大

學、千葉大學（各18名）等。這種減少現象，可以說是1956年以來的第

一次；不過，那時候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學制改革影響。所以，實

質上，2007年度是首次出現博士課程入學人數減少的現象。 

日本政府從 1991 年開始推展「大學院生倍增計畫（研究生倍增計

畫）」。國立大學博士課程學生的入學員額從1991年的7,589人明顯持續

上升，幾乎是已經達到倍增目標。另一方面，作為接納博士進路之容納機

關團體的大學、公研究機關等研究職數量卻沒有隨之增加；2006年3月博

士課程修了的就業率（包含民間企業等在內）只有6成左右。 

日本學生的「遠離博士」現象早已經開始出現，研究所博士課程的入

學人數，在2003年達到最高峰後即轉為下降趨勢。尤其是理工系，優秀人

才在完成碩士課程的階段，即有強烈前往企業等就業的傾向。 

日本文部科學省學術政策局長有本建男（兼科學技術振興機構社會技

術開發中心所長）指出，這種博士就業難的現象一直下去，優秀人才將不

再有興趣進入博士課程，日本的國際競爭力也勢必受到影響而下降。政府、

大學及企業等有必要審慎認真地思考規劃博士就業困難對策。 

 

 

 

 

2007年5月26日日本朝日新聞 

教育部派駐文化祕書林世英（大阪辦事處）  摘譯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