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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稿】 

日本启动国立大学分类改革 

日本自 2004 年启动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以六年为一个周期，2016 年开始

进入第三个六年（2016 年至 2021 年）中期计划。在这个新的中期计划中，日本

文部科学省以“世界卓越、特色优秀、地域贡献”三组类型划分，对 86 所国立

大学的功能定位进行了重新规划。 

一、国立大学分类的逐步探索：追求高校特色化、多样化之路 

2005 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的《日本高等教育未来展望》报告就明确提

出，未来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实现特色化与多样化。各个大学要根据

自身的使命与功能，合理定位，明确特色。报告指出，二战后日本高等教育迅速

普及，从数量上看虽然实现了教育大众化，但并没有同时伴随教育质量的提升。

面对社会结构和人才需求的多样化，报告提出了日本大学整体（包括国立、公立、

私立）7 个功能分类的提案，即“世界的研究、教育中心；高度专业化人才培养；

多方面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特定专门领域（艺术、体育等）的教育、研究；综合

性的教养教育；地域终身学习的基地；社会贡献（地域贡献、国际交流等）”等。

每所大学可以具有一种或多种功能，但各功能所占的比重应有所不同。正是各个

大学功能比重分配的不同，体现出各个大学的个性和特色。 

2013 年，文部科学省发布了《国立大学改革方案》。《方案》指出，日本

现在面临新的社会经济形势--全球化日益加深、国内 18 岁人口逐年减少、产业

竞争力衰退，各国立大学应最大限度发挥自身的强项和特色来应对新形势，在今

后发展中重点瞄准三个方向：世界性教研据点负责世界尖端科研创新，全国性教

研据点负责开展全国顶尖的科研活动和与世界接轨的特色教学活动，地域发展核

心据点负责培养适应地方需求的人才，解决地方发展的课题。这三个层级的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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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职，分别负责应对全球化、特色化以及地方发展需求的多样化。这一方案

的提出形成了国立大学功能分类的雏形。 

2015 年 6 月，日本文部科学省面向全体国立大学发布通知，要求各国立大

学“重新定义自身使命与职能”，在此基础上“全盘修正国立大学法人的运行机

制”，进行组织改革。通知明确指出，“国立大学应积极发挥相应职责，特别围

绕教师培养学科、人文社会学科等，制定相关改组计划，积极探讨相关专业废止

或将其转向社会需求更高的领域。” 

在此背景下，日本正在改变国立大学的同一化发展方向，即全部指向“小型

东京大学”的单一模式，开始转向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功能的个性化发展，

即全球化、特色化、多样化的改革动向。 

二、三种类型实现高校错位发展：世界卓越、特色优秀、地域贡献 

根据《国立大学改革方案》，日本将实施三组类型的大学功能分类改革，分

别是“世界一流水准的卓越教育研究”大学、有“特色专业领域的优秀教育研究”

大学、主要致力于为“地域发展贡献”的大学。 

根据三组功能分类的改革要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东京工

业大学等 16 所大学为第一组，以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水准的卓越教育研究为目标；

筑波技术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东京学艺大学等 15 所大

学为第二组，利用强势专业领域，创设富有特色的教育研究大学据点；剩下的

55 所大学为第三组，包括岩手大学、秋田大学、山形大学、横浜国立大学等，

致力于为地域产业界培养人才，为地域发展贡献活力。 

日本国立大学的这三种功能分类模式虽然在当地还存在一些争议与质疑，但

由于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强力推动，这项改革计划如今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属于“世界一流卓越教育研究”类别的东京工业大学，已经开始实施整个学

校的组织重组。学部与研究生院一体化，成立“学院”，目标是成为世界前 10

名的研究型大学。 

属于“特色专业领域优秀教育”类别的东京海洋大学，因为水产和海事专业

是其他大学没有的传统特色，而且“要应对第一产业（水产养殖业）的产业化要

求和培养高素质船员的现代化需要”，2017 年将新设海洋资源环境学部，全面

打出培养海洋产业创新人才的大旗。 



 - 3 - 

属于“地域发展贡献”类别的爱媛大学创设了社会共创学部，旨在培养地域

发展引领型人才，活用丰富多样的地域资源，为增强地域发展活力作贡献。社会

共创学部是一个文理融合型的学部，包括 4 个学科，在各个学科下，设置 2 至 3

个专业，例如海洋生产科学专业、事业创新专业、农业山林渔村管理专业等。所

有专业都重视野外调查研究和现场作业，每个专业都安排有实地就业体验的学习。 

三、改革动因：以美为鉴，强化大学类型结构 

首先，具有复杂的大学结构是构建一流大学体系的基本前提。有美国研究者

发现，美国之所以拥有全世界最为发达的高等教育系统，就是因为其高等教育结

构的复杂性。探寻美国高等教育多元化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市场

和国家之间的张力，即市场和国家奉行不同的逻辑，因此，教育经费来源不同的

大学从招生政策、学科设置到治理结构都会产生差异。二是因为美国高校体系事

实上一直是个“大熔炉”：由本科学院（平民主义）、研究生院（精英主义）和

赠地学院（实用主义）构成，实行截然不同的办学模式。三是，在高校治理权的

分配上，也存在尊重传统权威、尊重理性和科学、推崇领袖个人魅力等各种理念。

如此一来，就使得美国高等教育的结构变得极其复杂，在适应时代发展和多元化

需求时显示出其灵活性和优越性。 

有鉴于此，日本国立大学本次分类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是希望通过政府的行政

干预，打造复杂的日本高等教育结构，不同类型的大学根据各自定位，制定不同

的办学目标，采取不同的治理模式，培养不同规格的人才，以不同的方式为社会

服务。改变以往单一化的功能定位，以美为鉴，强化高等教育多元化。 

其次，淡化大学层次结构，强化类型结构，是构建良好高等教育生态的基

本前提。国际高等教育界普遍认可的一个理念是，大学不应有水平或层次上的高

低贵贱之分，也就是说各类大学拥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公平的发展机会。不过，

否定大学的层次结构并非要求各所大学遵循千篇一律的发展模式，而是要求各类

大学根据自身情况和发展定位形成不同的类型结构。 

日本国立大学功能分类改革就体现了这一基本精神，将 86 所国立大学分为

三种类型，并且根据各类大学的表现平等地给予相应的补助。这样一来，各种类

型的大学都能得到发展的机会，只要其在特定的优势领域作出实绩，为国家的经

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就都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获得相应的支持。 

(摘编自 2016年 11月 6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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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战略与政策】 

2015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发布 

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近日发布了 2015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

计公告。公告显示，2015 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 36129.1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13%。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 29221.45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60%，占 GDP

比例为 4.26%，比上年的 4.10%增加了 0.16 个百分点。这是 2012 年实现 4%目标

以来，连续第四年超过 4%。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为 25861.87 亿元，比上年增

长 14.55%，同口径增长 9.41%，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为 14.70%。其中 2015 年普

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增幅为 12.67%；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增幅为 8.41%。 

(摘编自 2016 年 11 月 10 日教育部官网)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指出，总体来讲，《意见》是适应于高校和科研单位，不

涉及到中小学的问题。目的是促进科技要素的合理流动，因此提出了两条措施：

一允许科研人员从事兼职工作，并且获得合法的收入；二允许高校的教师从事多

点教学，并取得合法收入。同时，也做了相应约束性的规定。一是对兼职的范围

做了约定，文件鼓励科研人员公益性兼职；二是兼职要经所在单位同意，履行好

岗位职责，完成本职工作作为前提；三是要遵守相应的管理制度，包括将来也要

制定实行科研人员兼职的公示制度等。  

(摘编自 2016 年 11 月 10 日中新网) 

【地方战略与政策】 

五百海外学人携创业创新项目赴杭州谋发展 

“2016 浙江·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8 日开幕，近 500 名海外

留学人才带着 480 多个创业创新项目赴会洽谈对接｡参会海外留学人才中,有博

士 338 人,硕士 136 人，他们带来的项目涉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多领域, 根据

同期发布的“杭州人才新政 22 条”,杭州将向新引进到杭州工作的应届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和归国留学人员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其中,硕士每人 2

万元,博士每人 3 万元;杭州市高级人才租赁补贴提高至每月 1500 元,每 2 年根据

市场价格变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摘编自 2016 年 11 月 8 日新华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