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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中嶋嶺雄校長看臺灣高教治理 
周祝瑛 

政大教育系教授 
譚君怡 

東京大學博士 
 

日本著名的秋田國際教養大學

(AIU)的校長中嶋嶺雄(なかじま  みねお)先
生於 2013 年二月突然因病過世，已過

了五年之久。觀察這段時間日本大學

國際化的發展軌跡與方向，不得不對

這位生前對臺灣十分友好的教育界前

輩，特別懷念！猶記得 2012 年夏天，

筆者受邀前往 AIU 講學，期間獲得中

嶋校長的特別邀請，在他那間十分簡

樸、卻經常傳出下班後校長演奏小提

琴悅音的校長室接待，並共進晚餐。

席間除了互贈書籍外，也談起臺、日

大學國際化的發展趨勢，以及中嶋校

長計畫將東京羽田機場擴展為國際性

大學城等宏偉構想，在日本堪稱能結

合教育、國際飛航與地方發展的具遠

見校長。在講學期間，筆者經常喜歡

到那充滿永續與環保的木製大學圖書

館，其入口處陳設著中嶋校長勤於筆

耕的中英日文著作，與遍及全球各地

的國際友人信函與紀念品等陳列，意

在鼓舞學生國際視野。由此可見當年

這位在日本有高人氣的校長，是如何

在用心經營這所大學與日本的國際化

未來。僅短短幾年間，這所位居偏遠、

只招收大學部學生，屬於地方性的小

型公立大學，在中嶋校長的帶領下，

秋田國際教養大學畢業生很快成為日

本各大企業聘用的對象，該校更成為

日本培育國際化人才的先鋒，當時學

校許多方面的評價，甚至超過東京大

學 (譚君怡、周祝瑛，2014)。 

這位外表溫文爾雅、應常面帶笑

容的長者，當年在卸下東京外語大學

校長一職，在了解日本高教國際化難

以在一般傳統的國立大學推動的原

因，獨排眾議、說服日本官方與地方

政府，在秋田這一非都會區的市立大

學，進行組織、結構、課程、教學等

全方位改革，短短數年間即打造一所

日本獨樹一格的國際化大學，這其中

的寶貴經驗，值得後人研究與學習。 

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中，具

有全球視野、能因應資訊的瞬息萬

變、具跨文化敏感度且善於溝通的「國

際人才」，是各國高等教育所追求的人

才培育重點。在這樣的浪潮下，日本

於 1983 年宣布「留學生 10 萬名計

畫」， 2008 年由文部科學省等六個政

府單位聯合提出「留學生 30 萬人計

畫」，於世界各地增設日本語據點，提

供留學日本資訊；擴建留學生宿舍，

增加獎學金名額，縮短入國管理局對

外國學生之留日資格審查時程等。同

時，提出 Global 30 計畫，選出三十所

公私立大學 (而後減為十三所)，並允

許英語授課取得學位、大幅增加英語

授課課程，增加專業課程之外籍教師

的人數，提高教學研究水準、促進互

派留學生、學分互換與國外大學校際

間的合作 (Tan, 2017; 楊景堯，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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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U 在此需求下於 2004 年成為日

本培養國際人才的先鋒，在東京近郊

的秋田縣創設的公立大學。學生雖僅

八百餘名、只有單一科系「國際教養

學系」，但已與 35 國的 118 所大學結

為姊妹校。到了 2008 年增設專門職研

究所，針對全球溝通進行研究。雖然

全校規模甚小，但其培育國際人才的

理念卻濃縮於各種制度中，包括：所

有課程皆以英語開課、大學期間必須

有一年的海外交換留學經驗、尊重多

樣性的多元的入學方式等。此外，有

別於傳統大學的分系方式，國際教養

教育則不限於特定領域，強調知識的

廣度以及問題解決、創造思考的能

力，以及對應全球化所需的外語能

力、跨文化溝通理解能力。每個學生

經過一年的留學後，回國進入大三、

大四時則依興趣選擇全球商業金融或

全球政經等區域研究課程。 

另一大特色是校園本身設計成一

個多文化交流的空間。校園每五人就

有一人是外籍生。新生第一年一律住

校，且與外籍學生同住，形成自然的

跨文化生活空間與跨文化溝通的能

力。英語是 AIU 校園的公用語言，除

了課程是全英語授課，各行政處室人

員也都具有英日雙語對應能力 (譚君

怡、周祝瑛，2014)。 

為了克服秋田地理位置之缺點，中

嶋校長提出「東京羽田機場大學城」構

想，希望結合企業、政府、大學資源，

活用東京羽田機場之國內外航空交通

樞紐的特性，將其建構成區域學術據點

的角色。與國內外大學聯合，舉辦公開

課程、大規模學術研討會、遠距離連線

教學等學術活動。藉以促進海外學者、

學生進入日本，帶動日本各大學的國際

化。 

由此可見，中嶋校長的遠見與魄

力，其國際化視野與執行力，對於當前

面對少子化浪潮而招生困難的大學，如

何突破慣有的習慣領域，尋找大學本身

的利基與定位，建立市場區隔，與當地

合作。尤其國內也有許多緊鄰機場、港

口、科學園區、博物館等重要交通、科

學與文化樞紐等大學，值得參考中嶋校

長當年試圖將秋田國際教養大學與羽

田機場合作的模式。這些類似的跳脫高

教習慣領域與異業結合的思維方式，十

分值得臺灣教育主管當局、各地方政府

與相關大學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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