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政府提出大學基金支援制度，僅 5 間大學持積極態度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日本政府通過 10 兆日圓大學基金支援以世界最高水準研究力為

目標的國家級新制度。為了解教育最前線的大學方面如何看待這個制

度，朝日新聞社對於主要大學進行問卷調查，結果有 5 所大學回答將

考慮提出申請。另一方面，決定不申請或對該制度表示擔憂的意見也

不少。 

這個制度是為了提升日本日漸低下的研究能力，並以創造世界水

準的大學為目的。並非使用每年編列之預算，而是將 10 兆日圓投入

作為財政投融資運用原始基金，每年從獲利當中支付 3 千億給對象大

學。對於接受支援的「國際卓越研究大學」，必須由國家對申請大學

進行審查，最多認定 5 至 7 所大學。預計 2022 年內開始招募學校，

並從 2024 年度起開始進行支援。 

該制度是岸田政權所提出的「新資本主義」中成長策略的主要政

策，目前已於 2022 年 5 月 18 日在國會上成立了國際卓越研究大學

法。 

朝日新聞於 5 月中旬至下旬就申請意願向國公私立大學進行問

卷調查，其調查對象為在文部科學省分類中自然科學系論文佔比較高

的 43 所大學以及 3 所大學院大學，共 46 所大學，最終獲得 43 所大

學回答。回答「有意願申請」的有名古屋大學、東北大學、早稻田大

學等 3 所。大阪大學及東京農業大學則回答「考慮提出申請」。 

此外，接受支援的學校也必須達成規定的條件，例如創造出國際

性優秀研究成果、每年事業成長達 3%、將經營與研究分開的事業管

理改革等。另外，回答「考慮中」的有東京大學、京都大學、九州大

學、慶應大學等 20 所學校，由於詳細的制度設計尚不明確，認為「如

果組織制度沒有大幅的變動，以目前情況難以判斷是否進行申請」(北

海道大學)。而決定「不申請」的為橫濱市立大學、鹿兒島大學、信州

大學等 12 所大學，其中不少學校認為「必須達成的條件對地方大學

來說並不容易」。 

另外，問卷調查也詢問了學校對制度的意見，雖有學校抱持正面



 

 

看法，認為「促進先進的研究活動，可強化經營的基礎」，但也有許多

學校持消極態度認為「只優待部分學校，會讓『選擇與集中』的問題

更加嚴重」(山形大學)、「改善日本大學整體研究能力低下的效果令人

懷疑」(北陸先端科學技術大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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