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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ⅳ（Experience Sharing and Viewpoint） 

以大學回流教育為核心之人財循環及永續地方創生 

信州百年企業創新計畫之發展 

 

信州大學 林靖人（副校長、綜合人類科學組教授） 

yhayashi@shinshu-u.ac.jp 

 

摘要 

2018 年信州大學與首都圈、地方企業透過產學合作開始了「信州百年企業創新計畫／專案」，這是一項

以大學回流教育為核心，實現都市與地方之人財循環及地方企業之活化之地方創生事業， 

其特徵在於在創造雙方堅定的結盟、提升地方留才率，並且活用地方大學、進一步推廣至其他大學，落

實為商業模式。這項嘗試不僅受到內閣府、文部科學省、經濟產業省等政府部會以及經團聯、財經媒體肯

定其創新性，更是一具備永續性之生態系統。本文將介紹該計畫內容及最新發展。 

 

社會背景、問題及假設 

除了少子高齡化、人口減少等問題，日本面臨全球化競爭白熱化、新冠肺炎導致之國內外行動限制、

IoT、AI 等技術革新、SDGs 等價值轉換，以過去模式為基礎的社會系統、經濟活動已逐漸難以因應。 

比起都會區，這些影響首先在地方浮現，成為切身可感的現實。若無法預見地方的成長，地方上的人才

等其他諸多資產、資源將會逐漸喪失、流出，加速惡性循環。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提出了「信州百年企業創新計畫」嘗試從反向思考來解決。這項計畫的特徵是對於

成長於競爭激烈、充滿刺激環境中的都市人才，我們將地方創生、地方企業活化這些難題，轉換為在都市

中無法體驗的「未知、全新挑戰」、「有充實回收的學習」，或者「建構在地工作生活平衡」、「工作方式的

變革」等表現方式（價值呈現方式），對外號召，並且為這些體驗提供媒合系統、學習（回流）平台。 

 

事業內容及流程 

本計畫將能因應社會現狀或需求調整，穩定目前的經營基礎，同時還能放眼未來，實現長期、持續性成

長之企業定義為「百年企業」。媒合認同此概念、具挑戰心的企業與冀求成長、挑戰之都會人才，透過解

決地方企業之實務難題以及大學裡的回流教育，希望最終能達到都會與地方間的人才循環和企業活化。 

具體實施流程從發掘認同本計畫主旨，有參加意願的地方企業開始。對有興趣的企業進行企業問題等訪

談，確認企業能負擔費用後，將其列入委託候選名單，向都市中堅人才公開，招募解決企業問題之研究員

（research fellow）。人才方面則鎖定 40 歲左右已累積相當程度之職涯經驗者，透過與媒合網站合作，以及

事業、人資開發媒體的宣傳，確保人力資源。
1
 

本事業原型是 2018 年度政府中小企業廳之「提升協助確保中堅人才能力之事業」，為 13 間委託候選企

業招募到 105 名研究員候選人，經由面談等媒合，最終選定 8 間企業、9 名研究員開始進行。2021 年度也

有 10 間左右委託候選企業，共約 80 名研究員候選人報名，最終選定 5 間企業、5 名研究員，由此可看出

                                                   
1
300 萬日圓（研究員活動費 30 萬日圓×6 個月=180 萬，加上營運經費 20 萬日圓×6 個月=120 萬）是參加本計畫之最低費用，6 個月後若能媒

合（雇用或業務契約）成功，則必須再支付事務局契約金額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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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企業及都市人才對本事業的期待。 

 

 

圖 1：百年企業創新計畫 事業模式 

 

事業成果 

研究員在圖 1 第①階段完成媒合後，會在接下來的 6 個月內，平日在該媒合企業裡進行課題分析、未來

構想之研究，週末則到大學參加特別開設之小組研討會或研究所課程。藉由每天高頻率地進行實務與理論

之來回研究，研究員在更進一步提升自己能力的同時，也透過在大學的討論等，實現其成長以及事業藍

圖。 

在 3 月底計畫完結時，會以企業及研究員為中心，探討本事業最終之雙方關係。也就是以一般的雇用契

約、業務委託、顧問契約或是夥伴合作等多種形式持續，每年有許多以某種形式持續雙方關係的案例，持

續合作比率高達 80%以上。 

另外，研究員之委託期間包含後續追蹤在內，長達 1 年半，因而本事業對進一步學習（研究）有持續意

願的研究員，會推薦其參與學會發表等。藉此，研究員能更精進其知識、經驗，也能打造參與大學等之教

育、研究之基礎。事實上於 2018 年參與的研究員中，有一名持續了研究活動，且自 2021 年度起以信州大

學特聘教師身份，負責本次計畫研發、指導研究生之業務。 

半年的計畫結束後，雖也有不再持續的案例，然企業仍會留下對未來的藍圖、事業原型等實績，研究員

也因工作、學習獲得成長等，雙方各自都能留下一定的成果。利（gain）大於弊（risk）也是本事業之特

色。 

事業發展其 1 自立及橫向發展 

進入 2019 年度，自事業的第二年起，除了當初參與之信州新創公司 SCOP，第一年的委託企業松本山雅

（股）也加入本事業之營運，與信州大學結成三方聯盟，開始獨立運作。此外，當初的成員日本人材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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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由於為有時限的官方企業，一度解散，但之後再度成立新公司，目前也以夥伴身份為本事業媒合

都會區的人才。 

百年企業創新計畫之架構，成為以大學回流教育為中心之人才循環模式，進一步推廣至金澤大學，自

2019 年度起在該校開啟同樣的計畫架構，2021 年度也仍在持續進行中。往後也預計在富山縣的富山大學套

用同樣的架構（已發布新聞稿），往廣域發展、廣域合作模式邁進。 

 

事業發展其 2 促進學生之地方就業 

2020 年 11 月，信州大學、富山大學、金澤大學三校共同申請文部科學省之「大學之地方創生人才教育專

案建構計畫（通稱：COC+R）」，並獲得採用，事業名為「地方主幹產業再定義・創新人才培育計畫

ENGINE」。本事業將交通、基礎建設、飲食、觀光定位為地方經濟、地方創生之主幹產業，與三校、三縣

的地方政府、地方企業，共同培育其革新所需人才，為日本國內首例之廣域型地方創生事業。基於三校共

同理念，設計職涯計畫（課程），三校學生在三個學年裡以交流型態學習，也是本事業一大特徵。 

 

圖 2：ENGINE 計畫與百年企業創新計畫之關聯性 

 

向 COC+R 遞出申請時，我們已將包括百年企業創新計畫在內之三所大學的回流教育列為合作計畫，為

ENGINE 計畫之配套方案。這是因為不管學校培育出再優秀的學生，若當地環境不具魅力，就不易讓學生

在此定居就業；同時我們也認為，扶植出能提升地方魅力的企業，創造必能讓學生留下的環境，也是不可

或缺的努力。 

具體的做法是將重點放在圖 2 的第 3 步：提升執行力階段「解決問題型之實習」。由研究員指導學生，除

能解決地方中小企業面對學生實習的問題，研究員本身也會帶著緊張感和必須身先表率的意識來執行，對

於加速學生、企業的良性循環上，可望有極佳的效果。 

除此之外，在一片歌頌組織對組織的產學合作之聲中，本事業之產學合作為遠遠超乎一般表面工夫的深

度交流，我們實際攜手共事的示範，成為備受期待的產學合作新典範。本事業將以「學習」為核心，加速

提升大學研究能力、產學合作力道，以事業新模式（專案）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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