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文部科學省自明年度起，針對有經營困難的私立大學 

提出「解散」或「退出」之督促，以財務指標做嚴格之判斷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日本文部科學省(教育部)自 2019 年度起，將針對因少子化等導

致經營情形嚴重惡化之私立大學的營運法人，以新訂財務指標進行

指導，並決定若不進行改善則甚至祭出停止招生或解散法人等含蓋

退出經營之手段。目的是透過國家更嚴謹的態度因應，以提高虧損

日漸擴大之學校法人的危機意識，加速經營方針的改革。 

私立大學的經營狀況特別是地方小規模學校其惡化傾向特別顯

著，全國計已有四成左右呈現招不滿學生的狀態。基於辦學精神，

各大學之教育或營運面被賦予較寬大的裁量權，文部科學省採取在

尊重其自主性的前提下要求改善經營之方針。 

文部科學省表示，此次的加強指導以新設之財務指標(1)經常性

收支連續三年虧損(2)借款金額高於存款及有價證券等資產，以上二

者為主。如果符合以上二條件，被判定有經營困難者，將派遣專家

到該學校法人進行內部文書確認等，建言促使其業績能於三年左右

回復。 

若至此仍未見起色，將通知應減少學院、停止招收學生、廢止

所設置之大學或短大、解散法人等，做出經營判斷並實施對策。同

時要求法人將對策內容明確載入事業報告書等公開資料中，文部科

學省也將公開資料以呼籲大家注意。 

反之，經過指導後若有一定成效者則不列入通知對象，並視需

要繼續提供建言。 

文部科學省之承辦人員表示「為避免經營不善造成學生的困擾，

希望法人能盡早推動經營檢討」。 

關於大學經營問題，6 月 15 日經內閣會議決定通過的經濟財政

營運與改革基本方針中，明確記載要加強指導以促進涵蓋退出經營

等盡早的經營判斷的推動，或推動讓倒閉的申請手續更為明確化。 

對學校法人的經營指導：日本文部科學省自 1984年起為確保學

校法人之健全經營，便開始實施必要之指導與建言。並將

2015~2020 年度間定位為「私立大學等經營強化集中支援期間」，

擴大指導。目前每年調查 50 個左右的法人，預計到 2020 年為止能



 

 

調查文部科學省所管之一半的學校法人。 

 

資料來源：2018年 8月 1日，產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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