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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并加强日本国内

高度专业化的产业结构，日本政府推出了多

项政策来吸引外国人才。2020年，外国工人

的数量为 172万，比 10年前增加了 2.5倍。

此外，自 2012年发布“高技能人才积分制优

惠移民待遇”（旨在 2022年底前认证 4万名

外国高技能人才）以来，到 2021年 6月，获

得该待遇的人才总数达到 29084名。 

为了开发更多的全球人力资源，提高日

本工业和商业的国际竞争力，公司已经努力

吸引优秀的国际研究人员，并期望他们在工

作场所发挥积极作用。这与大学和研究机构

的做法相当。 

虽然人力资源的全球流动和在日本企业

工作的国际研究人员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对

他们个人的研究却很少，他们来日本的动机、

他们扮演的角色、他们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

面临的挑战等。本文的分析依据作者的研究，

该研究于 2020年 9月至 2022年 1月期间通

过在线平台对11名国际研究人员进行了访谈

调查，旨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盘点，并将其与

之前研究中发现的日本大学国际教师的特点

进行比较。 

受访者中有 6 名男性和 5 名女性，年龄

在 20 至 40 岁之间，来自中国大陆地区、蒙

古、尼泊尔、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毕

业于日本的大学。他们受雇于制造、制药、

化妆品和信息等不同行业的 10家公司。 

动机 

虽然国际教员在移居日本时主要是受职

业和学术的驱动，但我们的访谈表明，国际

研究人员更多的是被日本公司提供的稳定职

位和更有利的薪酬所吸引。相比之下，日本

大学的大多数年轻国际教员都是以固定期限

聘用的，而且其工作量的报酬也很低。此外，

来自人均 GDP比日本低的国家的受访者，更

多的是受经济原因的驱动。按性别划分，女

性研究人员似乎更看重工作的稳定性、福利

和所属公司的文化。在对日本大学的国际教

员的研究中，没有发现国际教师有类似动机。 

工作角色和贡献 

与日本大学的国际教师大不相同的是，

本研究中受访者主要参与应用研究和产品设

计与开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遵循公司

的要求而不是自己的学术和研究兴趣。相比

之下，国际教师有更大程度的学术自由和自

主权。 

雇主也期望国际雇员运用其国际背景和

多语言能力，更多地参与其公司的国际业务。

这一点与国际教师类似，他们也被强烈要求

承担任何日本同事无法完成的活动，特别是

帮助提高大学国际声誉得活动。一些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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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他们可以从国际角度提供建议，促进

国际合作，并刺激不同文化在公司的融合。

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强调，他们

可以为研究、产品开发，或许还有他们公司

的精神面貌带来新的见解。 

然而，一些受访者提到，他们的贡献有

效性主要取决于他们公司的组织安排、双方

的期望和其他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国际

研究人员没有参与机构治理和管理，这可能

使他们无法做出更多贡献。此外，国际研究

人员对其公司的制度和政治不熟悉，可能限

制了他们在公司治理和其他职能方面的参

与。这与一些国际教师不同，他们已经成为

日本大学的中层甚至机构领导者，在私立大

学中尤其如此，一些国际教员甚至已经成为

校长。 

挑战 

由于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大多数

受访研究人员，尤其是女性，认为自己很难

平衡工作和私人生活。这一发现在对日本大

学的国际教师的研究中没有得到证实。语言

是这个群体的另一个问题：尽管所有受访者

都在日本大学获得了学位，但他们中的大多

数人仍然觉得与日本同事之间存在着沟通障

碍。对这个群体来说，熟练掌握英语也是非

常重要的，特别是当他们需要做研究并与其

他国家的研究人员交流时尤为如此。许多国

际研究人员发现在工作中自己被要求使用他

们的母语、日语和英语，这非常具有挑战性。

相比之下，对于大多数在日本的国际教师来

说，主要的挑战是就业不稳定，研究经费和

工资较低，教学和研究工作繁重，以及职业

前景不确定。 

结语 

我们的访谈结果表明，日本公司的国际

研究人员与大学聘用的研究人员有一些相似

之处。例如，他们大多来自亚洲国家，毕业

于日本的大学，并被良好的研究和学术环境

所吸引。他们被期望代表他们的雇主与国外

的合作伙伴进行国际合作。很少有人参与治

理和管理问题，而且他们在工作中面临语言

问题。与国际教师不同，他们被要求进行研

究、研发和产品设计，以应对公司的需求。 

从国际高等教育的角度来看，日本大学

必须提供更多的英语学位课程，以吸引不会

说日语的国际学生。并且，日本的大学、研

究机构和公司不应单单雇用来自亚洲国家的

高质量毕业生，也应雇佣来自英语国家的高

质量毕业生，这有可能促使日本公司更容易

雇用全球人才。此外，日本大学需要做出更

多努力，帮助他们的留学生和工作人员提高

日语水平。他们还应该为留学为实习提供学

分，并将实习视为课程体系中的一部分，同

时为留学生提供更多与其专业和未来职业相

关的实习机会。上述举措将极大地帮助国际

毕业生更好地与国内同事沟通，更快地适应

工作场所、承担工作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