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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成彬文部科學大臣任命新中央教育審議會委員 28人，

但地方名額空缺，開始運作 
 

中山成彬文部科學大臣 1日任命中央教育審議會(中教審)之第三期委員 28

人。第二期會長鳥居泰彥先生(68 歲)等 14 名再連任，新任命之委員有獲得諾貝

爾獎之野依良治先生(66 歲)、音樂評論家之湯川 (69 歲)、國際政治學者

之猪口邦子(52 歲)等 14 名。 

 

� 相沢益男(東京工業大學學長) 

 赤田英博(日本 PTA 全國協議會會長) 

� 安彥忠彥(早稻田大學教授) 

� 安西祐一郎(慶應義塾塾長) 

� ○飯野正子(津田塾大學學長) 

� 井上孝美(放送大學學園理事長) 

� ○猪口邦子(上智大學教授) 

 ○江上節子(JR 東京 - 研究所所長) 

�   衛藤 隆(東京大學研究所教授) 

 梶田叡一(兵庫教育大學學長) 

 ○加藤裕治(全日本自動車產業勞動聯合會會長) 

� ○金子元久(東京大學研究所教授) 

   木村孟(大學評價•學位授與機構長) 

 ○黑田玲子(東京大學研究所教授) 

� ○里見美枝子(青森大學教授、 ) 

� ○鄉 通子(長濱 大學教授) 

� ○佐藤有美子( -不易流行研究所部長) 

�   角田元良(千代田區區立 町小學校長) 

 寺島實郎(三井物產戰略研究所所長) 

 鳥居泰彥(慶應義塾學事顧問) 

 中嶋嶺雄(國際教養大學理事長) 

 ○野中 (新聞媒體人士) 

� 野依良治(理化學研究所理事長) 

 ○增田明美(運動新聞媒體人士) 

 ○松下俱子(國立少年自然之家理事長) 

   茂木友三郎( - 會長) 

� ○湯川 (音樂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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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山洋吉(東京都教育長) 

(注) �為新任○為女性。敬稱省略 

 

女性委員 11 名比前期 10 名增加 1名，女性委員之人數為過去最多。第一次

總會中互選會長，及決定所屬之分科會。這期之中教審將討論有關三位一體改革

之焦點義務教育費國庫補助金之處理問題。 

有關委員之任命，補助金之廢止與主張一般財源化之地方 6團體要求知事等

首長 3人入中教審，但因人數無法被文科省接受，文科省在 30 名定額委員中先

發表 28 名委員然後開始運作，這是過去所未曾有之事，還有這次首次無日教組

背景之委員。 

「徹底堅持 3 人為委員」 、「何時可以參加」 

第三期中教審將討論有關三位一體改革之焦點問題有關義務教育費國庫補

助金負擔制度之存廢。對於地方 6團體強硬主張知事與市長、町村長等之代表 3

人能夠成為出席審議會總會之「正委員」，文科省認為「3人是不可能」，雙方之

隔閡無法解決，因此在「地方名額」二席空缺未發表之情形下就開始運作，這是

過去所沒有之例子。 

有關義務教育費國庫補助金於去年底時決定暫時將 4，750 億円之財源轉

移，以後「則需經中教審之討論後才能決定」。對於完全被授權處理之中教審，

知事會與市長會、町村會等地方 6團體為了「在中教審討論時反應地方之意見」

而要求三名正委員名額，但文科省表示有困難，認為「中教審之小委員會中討論

義務教育費之特別委員會可以給 3人名額，但總會是討論其他通盤議題之場所所

以無法達成共識」。對此、地方方面認為如不給三名委員名額則不推薦人選，造

成「地方委員尚有二席空缺便開始運作之前所未有之異例」。中教審委員之人數

在 30 名以內。一個月開一次總會之外尚要求出席二個分科會。會議中因必需審

查大量之資料，因此委員們通常會被要求必須具有時間、勞力與教育全面之知

識，所以很忙之地方首長從未有被選過之例子。文科省很為難的讓步，決定「地

方方面可以以觀察員而不是委員身分出席總會，也有發言権」，但地方方面(中川

浩明全國知事會事務總長)堅持要求「三名均為正委員」。文科省希望地方方面了

解二個「地方名額」是(1)擁有教師人事権之都道府縣之地方首長(2)設置有學校

之市町村之首長，而知事會與市長會、町村會等分為 3個首長團體，各有各之面

子，相爭不下造成難以調整之情形。 

中教審之前委員認為「中教審是專門討論教育之場所，不是利害團體代表之

集合場所」，對於地方爭取「名額」之舉動表示不悅。文科省急忙的調整「希望

於 2月召開總會」，但是將很難有所進展，並憂慮今年秋天為止必須得到結論之

教育改革會延遲。 
 
資料來源：讀賣新聞2005年2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