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各地大學陸續回歸到都會中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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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成 14 年(2002 年)政府也放寬限制，取消「工廠等限制法」的

限制條款，導致條件產生變化。甚至都市也由於工廠移轉到國外以及

中小學的併廢校等而出現空地，使得大規模用地的取得轉為容易，也

帶動了回歸都會中心的現象。 

這樣一個都市型的移轉，效果很大。平成 17 年(2005 年)4 月東

洋大學把文類科系五個學院的校區由埼玉縣朝霞市轉移到東京都文

京區，報考者就比前一年度增加大約 9％。 

根據長期調查大學報考者人數變化的 Recruit 升學總研究所（總

研）指出，在東洋大學之後，接續將校區回歸都會中心的共立女子大

學、東京家政大學、立正大學、國士館大學等，也都出現了報考者增

加的現象。 

在總研的試算中，由於少子女化影響，到平成 37（2025）年為

止的 8年間，大學升學人數將減少 5萬人；若將升學率設定為 5成，

則招生員額在 500 人的大學約有 100 所左右將陷入經營困難。回歸都

會中心可以說是大學經營上的「勝利方程式」。 

總研的小林浩所長指出，這是大學經營戰略面對挑戰的時代，這

些挑戰包括學生們偏好便利的心理、家長經濟上的困難以及社會結構

變化等。因此，回歸都會中心今後將會持續發展」。 

另一方面，因大學回歸都會中心而受影響的則是位居郊外的城市。

因為一直以來學生不僅是這些城市在地商店的消費者，也推動了公寓

租賃等地區經濟。 

例如愛知縣瀨戶市便由於名古屋學院大學遷移校區，於平成 19

年(2007 年)時部分學生流至名古屋市。目前仍在市內的南山大學即

計畫在平成 29 年(2017 年)前將校區遷移到市區內，可見情勢發展嚴

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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