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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产学合作共同发布 

《领袖人才培养行动计划》 

 

近日，由新日本制铁公司、三井住

友银行等 20 家日本主要企业与东京大

学、早稻田大学等 12 所名牌大学召开

的“产学合作人才培养圆桌会议”公布

了《领袖人才培养行动计划》。 

该计划提出了培养引领日本社会

的“领袖人才”的目标以及领袖人才应

具备的知识技能，回顾了会议对人才培

养的难点和障碍所进行的讨论，提出了

今后大学和企业共同行动的七大计划：

 充实和强化全球化人才培养； 

 创建年轻人到海外留学的有利

环境； 

 创建世界各国优秀年轻人在日

本学习、工作的环境； 

 应对全球化的大学教育环境的

准备； 

 创新人才的培养和运用； 

 通过共同研究、合作办学等方

式，促进产学人才交流； 

 改善奖学金体制，培养国家未来

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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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产学合作共同发布《领袖人才培养行动计划》 

 

近日，由新日本制铁公司、三井住友银行等 20 家日本主要企业与东京大学、

早稻田大学等 12 所名牌大学召开的“产学合作人才培养圆桌会议”公布了《领

袖人才培养行动计划》。 

计划提出了培养引领日本社会的“领袖人才”包括活跃于世界舞台的全球化

人才和不拘泥于既有概念，能够在思想上、形式上创造新价值的创新人才的目标，

概括了领袖人才以及博士群体所应具备的知识和技能。该计划还回顾了“产学合

作人才培养圆桌会议”对以上人才培养的难点和障碍所进行的讨论议题。在此基

础上，计划提出了今后大学和企业共同行动的七大计划。 

 

一、领袖人才及博士群体应具备的知识和技能 

（一）全球化人才 

 具有活跃于世界舞台的坚强意志； 

 对不同民族、宗教、文化、价值观的理解和适应能力； 

 具有以日本人的自我认同感为基础的全球化视角； 

 能够在成员多元化的集团中提出恰当的主张，并能够在与他人协作中发

挥自己的能力； 

 具备自主的思考能力、行动能力、领导能力； 

 具有较强的语言能力、交际能力； 

（二）创新人才 

 能够迅速察觉到各种社会问题，并跨越自然、人文、社会科学的屏障，综

合地组织、运用知识进行思考、实施行动； 

 能够实现技术变革、创造新型产业、实现社会和组织变革； 

 能够自行确定目标，并且具备达成目标的坚强意志； 

 具备独创能力、思维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 

（二）博士群体 

 不仅要有专业知识，也需要具备领导能力、交流能力、国际视野。要有

精深的专业知识，也要有广阔的知识面； 

 具有较高的问题发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要有坚强的意志也要有灵活、应变的能力。 

 

二、对人才培养的难点和障碍所进行的讨论 

（一）促进大学教育质量的提高以及大学和企业的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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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企业认为大学培养的人才没有充分具备活跃于

社会的实践能力，大学认为企业没有对学生在大学的学习成果进行恰当地评价，

提供的就业机会不充足，招聘年龄段过早等。为解决这一问题，企业认为大学一

方面要多开展辩论型的课，促进学生的相互影响，让学生思考没有答案的问题，

进行高负荷的智能训练，培养“坚韧的学生”，提高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课题

发现能力；另一方面要充实文科教育，提高大学教师的教育能力，确立大学教师

教学实绩的评价体制等。而大学认为企业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企业需要的人才，

积极向大学提供所需人才的具体信息，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恰当评价，针对学

生的技能灵活改组招聘机制；另一方面要确立终身学习的意识，提供在职人员学

习最新知识和技能的机会，构筑社会人士进入大学重新学习的机制。 

（二）确保全球化人才的培养 

近几年，日本学生去海外留学的人数逐渐减少，主要是受经济形势、就业因

素的影响。为了确保全球化人才的培养，大学认为企业方面需要针对留学生的归

国时间增加招聘，并让学生及家长了解，共同创建提倡留学的大环境，积极提供

到国际性的商务场合、研究机构去学习的海外实习机会，让学生积累有益经验。

企业认为大学方面需要把自身创建成对世界学生来说有魅力的开放性大学，形成

“内在国际化”，欢迎外籍教师和学生，让本国学生接触多样文化。同时，不仅

是增加外国人的数量，还要努力邀请优秀人才。 

（三）创新人才的培养 

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圆桌会议上特别讨论的是如何培养和灵活运用研究生

人才，尤其是博士人才。近几年虽然日本对具备高度专门化知识的人才需求很大，

但是从国际范围来看，日本近几年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较少，博士入学人数也有减

少的倾向。究其原因，主要是博士毕业后就业机会较少，企业未积极使用博士人

才，而大学也未培养出适应产业界需求的合适人才。讨论认为，大学需要提高博

士人才培养质量，不仅要使其深入研究专业知识还要使其具备宽广的知识面。而

企业可以灵活运用大学的“项目学习”方法，协助大学进行相关项目的研究，积

极聘用博士，明确博士聘用方针和待遇，改善以硕士和博士为对象的实习体制。 

（四）促进产学人才交流 

企业和大学一致表示，大学和企业虽然是不同职能和目的的机构，但积极进

行人才交流和流动，可以深化双方的理解。例如大学通过共同研究项目向企业派

驻研究者，通过公开招募和任期制聘用企业人才，创建大学教职员到企业实习等。 

 

三、今后大学和企业共同行动的七大计划 

《领袖人才培养行动计划》在总结了产学合作人才培养圆桌会议的讨论之

后，提出了今后大学和企业共同行动的七大计划。 

（一）充实和强化全球化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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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派遣出色的拥有国际视野的企业人才到学校中去，帮助学校开展实践

性教育活动。 

大学：增加由国际性企业人才开展的课程和研讨会等。 

（二）创建年轻人到海外留学的有利环境 

企业：面向有海外留学经验的学生，增加招聘会。 

大学：强化促进学生去海外留学的各项机制。 

（三）创建世界各国优秀年轻人在日本学习、工作的环境 

企业：开展以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研讨会等交流活动。 

大学：强化接收留学生的各项机制，增加留学生的数量。 

（四）应对全球化的大学教育环境的准备 

企业：协助大学应对全球化进行的各种准备，如教育设备的更新换代等。 

大学：应对全球化，灵活制定学术年表，根据全球化进展设定研究项目等。 

（五）创新人才的培养和运用 

企业：积极、灵活地聘用创新人才，完善相关体制等。 

大学：努力培养跨领域的综合性人才，完善相关体制等。 

（六）通过共同研究、合作办学等方式，促进产学人才交流 

企业：在企业内设置与大学交流信息的窗口，在企业内部的研发部门灵活运

用大学教师等。 

大学：在大学内设置与企业交流信息的窗口，并配备相应人才。 

（七）改善奖学金体制，培养国家未来的栋梁 

企业：协助大学进行人才培养，提供促进海外留学的奖学金和青年研究者进

行研究的奖金。 

大学：公开海外留学和招收留学生的各种奖学金制度。 

此前，尽管大学和企业在促进人才培养方面各司其职，但效果并不显著，通

过此次产学合作人才培养圆桌会议上的交流和探讨，各种问题和解决策略逐渐明

晰。此次公布的《领袖人才培养行动计划》，将促进大学和企业在深层次、广角

度范围内共同行动。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肖艺芳 

北京教科院教育信息中心  周红霞 

资料来源：日本文部科学省网站、《每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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