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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學教育制度改革
可供臺灣借鏡

▌文／Jan Fell‧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兼任助理研究員

由
於少子化問題與國際化的挑戰，臺灣

高等教育的利害關係人等皆竭力從亞

洲國家甚至全世界尋找可供參考的改革典範

與案例。若從簡單的量化數據調查來看，日

本社會事實上存在著與臺灣地區社會的高度

相似性，其高等教育制度改革或許能成為臺

灣的借鏡。

少子化與人口老化衝擊臺日社會

首先，臺灣與日本人口結構趨勢的相似性值得

徹底研究。兩者皆為老齡化社會，且人口數量均

在逐漸減少當中，影響最劇的年齡層為14歲以下

人口，代表在不久的將來進入中學以及高等教育

系統的人口將會減少。

社會人口結構的改變除了對教育系統造成直接

影響，亦對經濟造成衝擊。勞工數量下降意味著

每位勞工人口需要承擔的生產力更大，以期維持

並提升國內生產總值水平。除此之外，更會面臨

老人年金負擔加重以及老齡人口照護需求增加等

問題。

以上這些皆和教育目的直接相關。換句話說，

接受高等教育的畢業生，進入社會的出路會是什

麼？學生在學校裡應該習得什麼技巧才足以應付

這個日新月異、以學歷掛帥而忽略體力勞動工作

圖一 西元1961年至2016年臺灣地區人口數

（按年齡別）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年鑑（民國105年版本）

30000

20000

10000

0

0-14歲 15-64歲 65歲以上

1961 1971 1981 1991 2001 2016

（單位：千人）

0-14歲 15-64歲 65歲以上

圖二 西元1960年至2016年日本人口數

（按年齡別）
資料來源：日本國統計年鑑（西元2016、2018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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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社會變遷？當臺灣在下一個十年即將邁入

人口萎縮及老化的階段，日本早已出現這個情

況，並且面臨此趨勢所帶來的挑戰。

日本高等教育改革

日本高等教育面對這場挑戰的應對方法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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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回溯到戰後時代，日本高等教育的著力點，

隨著二次大戰之後經濟蓬勃發展與工業需求而改

變。直至西元70與80年代，嬰兒潮與教育普及化

使高等教育大幅擴張，高等教育系統變得熱門，

入學測驗成為必要篩選程序。

在此同時，社會對高等教育制度產生些許批

評，政府的回應則是在1991年起要求大學必須接

受評鑑，藉以敦促學校進行改革。透過專家建

議，西元2000年初，日本政府終於著手進行高等

教育制度的全面性改革。這些改革主要針對符合

社會以及經濟需求、全球化趨勢與國家人口結構

改變等問題。

根據西元2000年的報告，日本中央教育審議會

已對大學提出培養具競爭力的人力資源要求。擁

有人力資源不僅對現今全球化社會至關重要，也

是提高競爭力的一環。審議會的主要實際訴求為

提升學生的國際交流能力。所謂交流指的是日本

學生能到國外吸取新知之外，外籍學生亦能選擇

到日本接受教育。

為達到此目的，需要提高與國外大學的跨校合

作，並在海外廣設日本大學的代表辦事處。最

終，日本前往海外的留學生以及前往日本就學的

外籍生人數雙雙大幅度增長。然而，日本學校的

淨學生人數呈現正成長，代表前往日本就學的外

籍生比日本學生到國外留學的數量還要多。

 

日本在職專班招生仍有成長空間

生育率逐年降低致使大學招生人數減少而產生

危機，此一問題應設法解決。例如，日本在職專

班的學生數量一直以來都相對較少，因為成年

人被視為額外的學生來源，從西元1989年至2016

年間僅有21所大學開設了在職專班。相較於其

他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學士平均招生比

例25%，碩士平均招生比例30%，博士平均招生

比例30%，日本在職專班的招生數量排名為中後

段，在整體人口平均年齡增加且社會不斷強調終

身學習之際，進步的潛力空間還很大。 

大學宜扮演創新中心角色

隨著人口結構改變，社交性議題已然轉變為社

會性議題。換句話說，所有和環境保護、健康醫

療、年齡老化、疾病及老齡照護的問題，皆以更

深的層面影響社會，但從中也可探得一些商機。

大學在這方面可扮演創新中心的角色，將既有的

理論研究和研發能力串連到與社會科學相關的領

域並試圖商業化。提倡社會延續性亦是除了高齡

化社會之外需要關切的議題之一。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上述針對日本高等教育的改革已初見成效。現

今日本高等教育與30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

日本大學在世界排名多屬一流，外籍生招生率

高，產學研合作良好。能與業界產生高度的連

結，主要是因為日本社會迫切的需求。從高等教

育的角度來看，多數日本教育改革皆以增進高等

教育的實質效益以利企業與社會整體為主要考

量，也就是說，日本高等教育在面臨人口結構與

全球化挑戰的背景下所做的改革，主要是基於增

進高等教育制度之產值，且與高等教育制度的利

害關係人，從政治人物到學校校長、教授，甚至

雇主和評鑑機構皆有關聯。

日本社會的人口發展結構領先臺灣約15至20

年，代表臺灣應密切關注日本的改革發展，並審

慎考量是否能在臺灣本土實行。同時，臺灣亦可

學習日本的前車之鑑，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但

應謹記向日本學習不該是完全的照本宣科，而應

去蕪存菁，並且根據日本的現況推測臺灣將來可

能面對的類似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