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阪府搶救尼特族大作戰 計畫增設大學生活輔導員 
 

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教育部)派駐人員 
 

大阪府為解決部分大學生長期閉居在家之問題，將對府內大學生

推動相關協助措施，倘議會通過預算，預訂明年度可實施。相關協助

措施為全國創舉，預期可關懷該等學生、防止該等學生將來變成尼特

族後政府須增加生活補助費支出、另外可減少該等學生遭學校退學，

防止大學學費收入減少等，可收“一箭三鵰”之效益。 

大阪府計畫於各大學學生輔導室增設輔導員，輔導員須具心理諮商師

資格，每一大學配置3員，同時結合每天與學生長期接觸機會之教職

員、家人，共同合作找出學生不上學的原因。 

該項措施暫定為期2年，接受大阪府內各大學之申請，原則選出2校，

由大阪府補助聘雇輔導員所需之人事費等，每校補助1,440萬日圓

(折合台幣約521萬元)，第3年檢討實施成果後，移請各大學自行持

續實施。 

迄目前為止，對閉居在家之大學生並未實施任何相關調查，該等

大學生幾乎遭社會棄置不管。去年年底，神戸女學院大學水田一郎教

授（精神醫學）之研究團隊首次實施全國性調查，調查結果顯示：該

等學生之比率約佔百分之一，亦即有2萬6千名學生長期閉居在家中。 

大阪府表示，閉居家中之學生有許多是依頼雙親照顧，若雙親去世，

該等學生之生活將面臨困難。經試算，倘雙親去世後因無工作，需接

受政府生活補助之閉居族，10年後有3,036人、15年後預估將達1

萬人，亦即政府支出之生活補助經費10年後每年需2億2,294萬日

圓，15年後每年將達7億5,097萬日圓。 

另一方面，閉居族之減少，對大學也有正面影響。神奈川工科大學於

2005年設置諮商單位，積極協助不上學閉居在家之學生，該諮商單

位甫設置時，該年度退學率為5.04％，2008年則減少一半至2.81％。

因此該項輔導措施可防範退學於未然，估計3年間可為學校增加7億

6,575萬日圓之學費收益。 



 

 

對閉居族問題有深入研究之大阪大學兼任講師井出草平（社會

學）指出，「年青人一旦成為尼特族後，就不容易輔導了，如果先在

閉居家中之階段及早協助，可減低未來社會成本」。 
 

註：日本「尼特族」定義 

日本總務省於每個月實施勞動力調査，「尼特族」族係指在每月最後一週調查期

間，非勞動人口中不作家事、不上學、15歲至34歲間之年輕人。其後，厚生勞

働省對「尼特族」之定義亦以上述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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