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大學搶設資料科學（Data Science）相關學系，指導者

不足成為課題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目前在日本，藉由分析龐大數據，為廣泛領域帶來革新的「資料

科學(DS)」正在大學教育裏頭普及。在少子化現象讓招生日趨困難的

情況下，政府提出了培育發展策略所需的 IT 專門人才之政策，各大

學也將此做為「招牌」，以確保考生人數。但是負責授課的指導者卻

嚴重不足，成為資料科學普及的阻礙。 

日本政府於前年(2019 年)所制定的「AI 戰略」中，計畫目標為每

年約 50 萬人的大學、高等專門學校學生具備針對量化現象相關關係

的「相關函數」，以及用樣本抽出等方式所使用的資料內容能夠加以

解讀的初級技能。並讓其中的半數學生獲得實際應用能力，進而培育

2 千名的專業人才。此戰略的背景因素是鑑於目前即使想對抗被稱做

「GAFA」的美國谷歌等巨型 IT 企業的勢力，也會受限於國內 IT 領

域人才不足產生問題。 

透過分析龐大的消費數據可掌握趨勢，並期待藉此創造新商機。

另在 COVID-19 疫情中，也能利用分析人群流動來進行感染預測，顯

示出資料科學的價值。 

橫濱市立大學在 2018 年開設「資料科學系」，是首都圈第一個開

設的學校。就讀於該校 3 年級的鈴木德太同學表示「因為數字呈現方

式的不同，資料有時會被誇張化。透過鍛鍊邏輯思考，就可以正確地

發覺問題所在」。其在打工處的 IT 企業，也負責分析公開的診療報酬

資訊，用以訓練掌握地區醫療現況等的 DS 應用技能。將來打算繼續

攻讀研究所並在製藥公司就職。 

日本各大學開始著眼於 DS 不過近幾年來的事，自從滋賀大學在

2017 年領先全國開設「資料科學系」以來，各地的學院或科系即逐年

增加。今年度已有立正大學及南山大學；明年度近畿大學、名城大學

等校也將設立新學院。 

另一方面，將資料科學編入教育課程的例子也屢見不鮮。筑波大

學趕在令和元年(2019 年)起開設「資料科學」新科目，並將之列為全



 

 

校 1 年級學生的必修科目。中央大學則在今(2021)年 4 月設計了提供

全校 2 萬 5 千名學生從入門到應用能夠系統性學系的課程。 

早稻田大學也從今年度起創設了以全學院及研究所的 5 萬名學

生為對象的獨自認定制度。制度根據學習精熟度區分為 4 個等級，並

由大學發行修了證明，有助於學生畢業後的職涯發展。 

考生對於 DS 的關心程度也超過其他學院及跟科系。根據河合塾

調查，在今年春天的入學考試中，國公立大學的工學部的幾乎所有科

系都減少了一至二成的應考報名人數，但資訊相關科系不減反增。對

於少子化抱持危機意識的大學校方，亦期待其成為可確保學生人數的

「熱門科系」。 

河合塾教育研究開發本部顧問近藤治先生提到「現在的學生在選

擇大學時一併將日後就職納入考量的傾向強烈，資訊相關工作因受到

矚目成為讓科系人氣高居不下的背景因素之一」。 

對於這樣的需求，橫濱市立大學資料科學學院長的汪金芳教授指

出實際上「可供學習的場域依舊明顯不足，此乃指導者不足的關係，

許多大學費盡心力招募優質教師」。指導者的早期培育成了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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