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文科省培育大學人文社會人才，支援大學與海外合作 

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 

由於社會有諸多意見指出，法學院，文學院等人文社會研究所與

理工類研究所相較，與現實社會之連結較為薄弱，難以符合社會的需

求，日本文部科學省擬強化涉及人工智能（ＡＩ），永續發展目標（Ｓ

ＤＧｓ）等社會議題有關之人文社會領域與國外大學研究所合作之機

制，以培育國際社會活躍的人才。 

近年如ＡＩ等考量身心健康幸福、環境及社會而選擇消費品的

「良知消費（ Ethical consumerism）」，在法制面及倫理面之研究，日

益受全球重視。另一方面，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所研究生研究

主題有日趨尖深、狹礙的傾向，影響與產業界的合作連接，以及共享

社會議題的程度，因此，文科省從今年度開始，支援解決社會課題有

關的人文・社會領域研究所與研究機構及產業界的合作。例如在京都

巿的龍谷大學、京都文教大學及琉球大學研究所獲得該項支援，預訂

2025年起開設解決地區課題的共同研究計畫，以培育該等人才，同時

建構與海外研究所及國際機關之合作網絡，擴大支援研究社會最新課

題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中心，並與海外研究機構互派師生，於

國際學會共同發表，擴增以外文執筆的論文等。文科省預計公開徵選

4所大學，計畫為期 6年，每年最多補助 4千萬日圓（約台幣 862萬

元）。 

文科省強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研究所功能的背景，係因繼續升

讀碩士班的學生減少，相對於理工領域的 40％左右，人文科學領域僅

有 4％，社會科學領域更只有 2％；比起國外，日本國內人文・社會

科學領域的研究所升學率極低，而像聯合國關連的國際機關徵人之條

件，學歷原則需具碩士學位，因此日本人在國際機關服務的人數不多。

文科省承辦人員表示，對國際社會所面臨的複雜課題，擬充實可孕育

日本智慧的研究環境，增加今後在國際機關服務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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