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各大學針對受 COVID-19 

肺炎疫情影響的學生支援措施出現落差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根據日本學生支援機構於 2016年所做的調查顯示，就讀日間部

的大學生打工的比例為 84%，其中回答「僅靠家庭的支助無法自由

學習或有困難」或「家庭沒有給予生活費」的人超過 3 成。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雇用情況正急速惡化。今年 3 月的有效求人倍率

時隔 3年低於 1.4倍，打工的學生也因此減少。 

大阪體育大學的藤本淳也教授等人於 4 月份調查學生生活是否

受到影響所實施的線上問卷，共有 1,406 人作答。回答收入減少的

人有 6 成，其中 2 成回答「收入大幅減少」。藤本教授表示「單獨

住的學生因為疫情避免出門，而無法返鄉，生活應該會出現困難，

這是一個很嚴重的狀況」。為了支援生活窮困的學生，關西學院大

學給予上限 40 萬日圓的特別獎學金、早稻田大學則給予 10 萬日圓。

鶴見大學及愛知學院無條件給予所有學生 10萬日圓，而龍谷大學免

費提供約 1 千人份的食材。但是，也有大學僅提供借貸或給予 1 萬

日圓以下現金。滋賀大學目前沒有獨自的現金給付對策，只針對生

活大幅受影響的學生實施上限 20萬的無利息借貸。該校承辦人表示

「囿於財政無法就每個學生發放現金」。  

    現行針對家庭收入大幅減少的學生實施學費減免或提供獎學

金，但以 4 人家庭來說，家庭年收需低於 380 萬日圓，條件相當嚴

格，截至 4月底，提出申請的案件僅有 1000件。日本政府追加針對

大約 43 萬名符合條件的學生給付上限 20 萬日圓的現金，但這也只

能應急。目前雇用學生當臨時職員的自治體，除了大阪府及東大阪

市之外，只有池田市、千葉縣松戶市，為數很少。 

致力解決年輕人雇用問題的 NPO 法人「POSSE」(東京)表示，

向該團體諮詢「付不出學費」、「對於家計感到不安」的學生正急

速增加。該團體的今野晴貴代表指出「各大學的支援對策有落差，

無法救助所有的窮困學生。為了不讓因經濟因素退學或休學的學生

增加，應該提供非一次性的，包含學費減免及打工停業補償等的持

續性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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