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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37/2021_2022__E6_97_A5_

E6_9C_AC_E5_A4_A7_E5_c107_337211.htm 东京大学、京都大

学、一桥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等12所大学已经或即将在中国的

北京和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正式进军中国。此次进军中国

的特点是重视“对华贸易”，即不像以往那样重点是进行学

术交流，而是把大学作为“产（产业）学（学校）官（政府

）合作”的核心，使之成为日本企业与中国方面进行交往的

桥梁。 多数人士认为，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继上

个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和90年代日本企业之后，日本大学掀

起了进军中国的“第三次浪潮”。 据日本学术振兴会北京办

事处的调查以及支持大学进军中国的国际合作银行等机构透

露，除东京大学以外，进军中国的大学还有北海道大学、东

京工业大学、神户大学、广岛大学、山口大学、岛根大学、

庆应大学和立命馆大学等。 2004年10月底在北京开设办事处

的一桥大学将与中国企业联合会合作。该办事处与日本经团

联有合作关系，除开展向日本企业提供咨询等业务外，还准

备开办面向中国的商学院。 在上海复旦大学设有办事处的京

都大学11月与清华大学就产学官合作签署协议。而且2005年

还将在北京开设办事处。松重和美副校长强调说，他们在中

国将以大学为核心，在纳米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等领域建立

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内的合作机构。 东京大学计划2005年4

月在北京开设办事处。在科学技术援助方面该校已经与天津

市建立了合作关系。该校希望通过与北京市的合作，加强与

政府的关系。神户大学将在经营方面，庆应大学将在数字媒



体方面，广岛大学将在环境科学等领域推进与中国的合作。 

此外，东京工业大学将与清华大学合作，早稻田大学将与北

京大学合作。上述各个大学推进与中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目的

是，确保得到中国的优秀人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