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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世英  摘譯 

依據日本文部科學省（教育科學部）的調查結果，以培育高度專

業知識的專業人士為目的，2006 年 4 月為止各國公私立及股份公司

設立的「專門職大學院（研究所）」49 校之 66 個專攻課程（不含法

科研究所）中，約 4 成相當於 25 個專攻課程是招生名額不足的現象。 

入學名額未達到招生名額半數的有 7個專攻課程，再加上，依領

域不同的入學名額比率也是呈現分布不均。因此，文部科學省指出，

雖然條件齊全即同意設立，可是設立目的或教育內容品質若無法滿足

社會的需求，專門研究所要維持是很困難的。 

招生名額不足的專攻課程數量，依領域區分，商業‧技術經營

（MOT）領域是 28 個專攻課程中有 9 個（占 32％），會計領域是 14

個專攻課程中有 4個（占 29％），公共政策領域 7 個專攻課程有 2 個

（占 29％）。另一方面，公共衛生、智慧財產、原子能、電影、時裝

流行等「其他領域」計 17 個專攻課程中有 10 個（59％）是未達到招

生名額。 

入學名額比率未達 50％的 7 個專攻課程中，屬「其他領域」的

有 5 個，商業‧技術經營（MOT）及公共政策等領域則各有 1 個。入

學名額比率達 75％至 99％的有 13 個，達 50％至 74％的有 5 個。 

觀之報考率，未達 1 倍的較招生名額不足專攻課程是少 8 個的

17 個。因此，文部科學省分析表示，大學研究所不單單只是為確保

入學學生人數，而應該有對未達到一定程度的學生也不得入學的意

識。 

66 個專攻課程的學生總數約計 6,000 名。商業‧技術經營（MOT）

領域的約計 1,700 名，其中社會人士占約 90％。由於約有半數是 30

歲年代，顯示出對現在的工作或是提高經歷是有所幫助的傾向。另一

方面，會計等以外的領域方面，社會人士所占的比率僅占 31％至 43

％。在取得資格或課程修了後就業為目標的 20 歲年代人士占半數以

上。 



【專門職大學院（研究所）說明】 

以培育會計士、申請專利（智慧財產）指導員（Patent 

Accorneys）、製品研究開發技術員等高度專業性工作人才為目的而成

立的研究所。教學內容是，除了目前研究所的學術性研究之外，並學

習社會實際性的知識及技術。其特色就是，配置具有實務經驗的教

師，依照中央教育審議會的提議，從 2003 年度開始實施，標準履修

年限為 2 年。隨著司法考試制度改革成立的法科大學院（研究所）、

將從 2008 年開始實施的教職員大學院（研究所）等也是屬於專門職

研究所的一種。 

（日本  產經新聞  2008/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