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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是亞洲技術發展和經濟發展先進的國家，目前日本企業在世界各國生產

和銷售多種產品。但近年來，由於人口老化加劇、出生率下降、勞動人口減少，

日本人口面臨各種限制同時，為了因應全球化的快速發展，教育計畫正在重組，

以便學生能夠獲得在全球社會中發揮作用所需的新技能。 

 

    此外，由於勞動力短缺，日本正在專注於接受外國勞動力，日本的外籍勞工

主要有兩類。一是擁有提高日本社會國際競爭力所需的先進技術的外國人，即「高

度人力資源」。另一類是創造「特定技能」的外國人，以及解決日常生活所需勞

動力短缺問題「實習生製度」的移工。 

 

    另一方面，全球化現象，對發展中國家的斯里蘭卡而言，已經產生了不同程

度的負面影響，發展中國家的技術、財政資源和經濟發展都是有限的。在斯里蘭

卡，工業發展幾乎沒有長遠的願景，推出的人力資源發展政策與建立永續社會無

關，大學畢業也很難找到工作，去年發生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失業率升高即是其

根源所在。 

 

    在這種情況下，斯里蘭卡第一所 IT相關大學主要由日本企業創辦，由 Ananda 

Kumara 教授擔任首任校長，目的是希望斯里蘭卡的高等教育體系，培育人才長

遠的為經濟發展做出貢獻。這所大學的獨特之處在於，學生除了學習 IT 之外，

還將深化對日本社會的了解，以及將來在日本工作所需的日語能力，畢業後將在

日本公司就職。預計日本未來將利用在 IT領域的網絡對斯里蘭卡進行對外投資，

這一舉措也有望成為為斯里蘭卡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的新模式。本講座透過日本

與斯里蘭卡一些全球人力資源發展的獨特例子，來討論我們應該如何思考與經濟



發展相關的人力資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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