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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面對全球化及科技急遽發展的社會，現今高等教育所面臨的主要課題為，高

等教育的大眾化與全球化、職業與教育間的鏈結關係弱化、大學教育的無用論等

課題。因此，應如何重新建構全球化時代的人才培育策略實屬當務之急。職是之

故，今後高等教育需重新強化其應有之機能，教育的目標不再僅限於過去培育學

生單一之專業能力，而是需要培養具跨領域且持續學習之能力，以及具國際觀的

全球化人才。 

在日本，為因應以人為中心融合網路與虛擬空間，促進經濟發展及解決社會

問題之高度社會 Soceity5.0 到來，以現有的高等教育人才培育政策，恐無法應付

今後 Soceity5.0 社會所需之高水準人才，而為確保高水準之人才，高等教育需因

應全球化脈絡的發展，重新審視高等教育應具備的機能與人才培育政策。本綜論

主要從日本高等教育宏觀計畫的教育目標，探討日本導入全球化人才的現況及課

題。 

二、日本推動高等教育宏觀計畫（Grand Design）的經緯 

日本於 2006 年 12 月全面修正教育基本法，並依據教育基本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於 2008 年制訂《第 1 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閣議決定）2008-2012》。其

基本規劃方向為：(1)整體提升教育的品質；(2)尊重個性、提升能力、培育一位身

為個人及身為社會一員生存基礎；(3)培育具教養及專業兼備之人才，維持社會永

續發展；(4)確保孩子安全、安心之際，完備高品質的教育環境（文部科学省，

2008）。隨著大學升學率的提升，以及高中生學習行為變化等變遷，無論是國內

亦或是國外皆希望能夠重新建構大學的應有的教育機能。日本積極推動高等教育

的宏觀計畫其主要原因可歸納為：(1)長期來大學入學體制的空洞化；(2)學力、能

力觀的轉換；(3)日本國民教育自身的問題等（金子元久，2014）。 

日本高等教育的宏觀計畫答詢書的主軸內容，是依據中央教育審議會（2008、

2012、2013、2014）答詢書針對提升高等教育品質與培育大學畢業生應具備之能

力「學士力」為主要目標。內閣府 2016 年《日本再興戰略改定（閣議決定）－

邁向第 4 次產業革命》，則是提出日本因應第 4 次產業革命的整體發展策略。日

本文部科學省延續《日本再興戰略改定 2016（閣議決定）》的再興發展策略，於

2018 年《邁向 Society5.0 人才培育》與《第 3 期教育振興基本計畫（閣議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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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20》中提出「學習變革」、「引領社會之人才培育」、「高等教育與產業界合

作培育地區社會人才」等教育目標及策略。中央教育審議會更於 2018 年《2040

年高等教育宏觀計畫（答詢書）》中，除強調主動學習與教學品保外，更指出 2040

年高等教育以學習者為本位之教育轉型的新樣態。 

邁向 2040 年高等教育的宏觀計畫為因應今後 SDGs 永續發展社會、

Society5.0 及第 4 次產業革命社會、全球化社會、強化地方創生社會等的背景下，

重新建構 2040 年的高等教育的新樣態，其主要希望實現的目標為：(1)明確「為

何而學？學到什麼？」，讓學習者能夠實際感受到學習的成效，並朝向高等教育

品質保證的方向邁進；(2)因應 2040 年 18 歲人口減少，在維持高等教育品質之

際，尋求學校規模適當化外，並積極擴大招收社會人士與外國留學生；(3)因應地

區社會之需求，發揮高等教育的機能及特色進行合作（中央教育審議会，2018）。

上述答詢書亦明確地指出，因應 2040 年 18 歲人口減少至 88 萬人的少子女化之

嚴峻挑戰，上述三大發展構面並非全新的政策，而是依據過去之答詢書中的政策，

加以增補後再次呈現。雖說如此，惟值得留意的是，在答詢書中明確地描繪出2040

年人才培育的新樣貌，分別為：(1)培育引領世界的人才；(2)培育具高度教養與專

業之前導型人才；(3)瞭解具體的職業與技能之教育，培育具高度實務能力之人

才。同時希望高等教育培育學生，(1)因應變化的能力；(2)適應異文化的能力；(3)

具備越境的能力（中央教育審議会，2018）。 

邁向 2040 年高等教育的宏觀計畫的人才圖像，希望透過高等教育，培育具

備高度教養與專業，並具備適應異文化的能力，引領世界之實務性人才。換言之，

亦即是從過去在地化的人才培育目標，轉為培育全球化人才的教育目標。並希冀

高等教育鏈結地區社會與產業界進行合作，同時因應全球化的浪潮，推動外國留

學生的交流、外國留學生畢業後於日本就業、以及高度外國人才等制度，藉以招

攬多樣化的人才。為吸引外國留學生畢業後於日本就業，如，外國留學生的升學

機制、確保教育的國際通用性、外國留學生就業之勞動政策、地區社會合作、外

國留學生參與企業實習與就業援助等政策，皆為邁向 2040 年高等教育的宏觀計

畫答詢書中所欲推動的重要政策與方向。 

三、日本全球化人才政策發展之脈絡 

全球化人才（グローバル人材）一詞第一次躍上日本新聞是在 1999 年豐田

企業將員工區分為全球化人才與地方人才，進行一元化的人事管理體制（吉田文，

2015）。2000 年代初期，在國際社會競爭激烈，日本在導入全球化人才的議題上

為了不居於劣勢之心理因素下，為此努力地追上其他國際社會，全球化人才的議

題逐漸受到關注（苅谷剛彦、吉見俊哉，2020）。而 2010 年後，「全球化人才培

育」之議題成為了各界探討的焦點，凌駕了既有的「全球化人才」議題（吉田文，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3，12（1），頁 107-112 

 

自由評論 

 

第 109 頁 

2015）。特別是在全球化資本主義與多國企業之鏈結下，對全球化人才之需求更

是與日俱增。 

為因應全球化社會的到來，以及促進學士課程的活性化，2008 年 7 月文部科學

省與相關部會制訂了「留學生 30 萬人計畫」，廣泛接受外國留學生。2011 年 5 月

新成長戰略實踐會議相關成員成立了「全球化人才育成推動會議」，開始推動培

育全球化人才之策略。該會議於 2011 年 6 月提出了《全球化人才培育戰略》中

間報告，並於 2012 年 6 月 4 日提出《全球化人才培育戰略》審議報告總結。總

結報告中對全球化人才之培育，以及擴大接受外國留學生之相關策略多所著墨。

而於 2022 年 8 月 29 日岸田總理大臣在教育的未來創造會議上，更指示重新檢視

「留學生 30 萬人計畫」，希望進一步促進教育的國際化，訂定增加導入更多留學

生之相關計畫，完備有利於外國留學生與海外留學的日本人於畢業後回國就業之

環境。 

四、日本全球化人才發展的現況與課題 

根據日本生涯学習総合研究所（2016）針對企業因應全球化人才聘僱與育成

之研究調查顯示，日本企業為因應今後全球化發展進一步地推動全球化之要因

為，「為因應日本國內需求的減少（46.3%）」的比率最高，其次為「所應對之市

場從已開發國家到開發中國家非常多樣化，海外事業推廣的複雜化（35.8%）」，

以及「為了因應海外市場占有率之爭（34.3%）」（日本生涯学習総合研究所，2016）。

在全球化急遽發展下，為解決國內市場飽和的現象，企業尋求海外市場發展的可

能性，但為因應海外市場的複雜化、多樣化，迫使企業採取全球化發展的策略。 

相對地，企業對大學教育最大的期待為，「擴大招收優秀的外國留學生（62.1%）」，

其次為「擴大希望留在日本就業者之援助（47.0%）」，「對於外國留學生的生活，

導入日本學生個別指導外國留學生之 mentor 制度」（日本生涯学習総合研究所，

2016）。日本之所以積極地透過外國留學生的交流以及外國留學生畢業後於日本

就業的原因之一，從 2018 年 OECD 各國學士課程外國留學生所佔之比率，日本

相較 OECD 各國平均（OECD 平均為 4.9%）為低，僅為 2.5%。因此，如何提升

外國留學生的比率對日本高等教育改革而言，實為當務之急。而外國留學生在畢

業後在日本就業的比率約為 3 成多（中央教育審議会，2018），但希望畢業後於

日本就業的外國留學生比率 2019 年高達 54.9%（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機

構 JASSO，2019）。雖然內閣府（2016）「日本再興戰略 2016（閣議決定）」中將

提升外國留學生就業的比率視為重點項目，明確地指示將外國留學生的就業率目

標值從 3 成提高至 5 成，希望今後有更多的外國留學生能夠於畢業後留至日本國

內工作。但上述數據顯示，外國留學生希望在日本就業的比率，與實際就業的比

率間存在明顯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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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與建議 

從本綜論的探討得知，日本邁向 2040 年高等教育的宏觀計畫中所期待的全

球化人才，除具備一定的外語能力及專業知能外，更重要的是應從「全球化思維」

做起，具備適應異文化的能力，從在地出發並於多元情境或文化中習得解決問題、

價值創造、持續性的學習力及職涯發展。 

本綜論的建議如下所述： 

1. 就高等教育的觀點端之，隨著勞動市場結構的變化，因應新興科技領域的發

展及外國人勞動者增加之際，日本高等教育人才培育政策已面臨轉型的十字

路口，今後所面對的挑戰不僅是國內與其他學校的挑戰，而是來自全球的挑

戰，更重要的是來自校內對於因應全球化改變的「抗拒」。此亦為日本高等教

育在面對全球化議題時所面臨的最大的課題。 

2. 為吸引優秀的全球化人才，擴大招收外留學生就讀並留下至日本就業為其重

要的策略之一。然而，一旦擴大招收外國留學生就讀，所面臨課題則為，校

園環境、課程、社會制度、就業制度等各層面之多文化、多元化的環境建置。

特別是日本的雇用制度，是否能夠建構對外國留學生較容易就業的環境，將

是外國留學生是否能夠留下在日本就業的重要關鍵的因素。 

3. 高等教育機關，為讓留學生能夠順利學職轉銜，應強化「中長期」企業實習，

目前所推動之企業實習 9 成以上為半日至 2 日為主的企業實習，故推動中長

期企業實習將是高等教育機關的當務之急。此外，積極推動職涯教育、職涯

援助等相關措施，並設置特別課程，與外國留學生相關機構團體合作，強化

並充實外國人雇用之企業實習與就業輔導相關研習等措施，以及與政府相關

機構合作，共同推動外國留學生於日本國內就業之相關事宜等，皆為高等教

育在全球化人才培育上所應發揮之教育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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