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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麵粉、酪乳製品等食物材料費漲價情況中，國中小營養午餐費

也隨之漲價。依據每日新聞針對道府縣政府所在地之市‧特別區及政

令都市（相當直轄市）等計 73 個自治體（地方政府）調查營養午餐

費漲價問題的結果，有22個自治體表示，從2008年度營養午餐己經

漲價。也有自治體表示，採取公費補貼做為的緊急因應措施。有很多

學校則是採取營養午餐中減少水果次數、將牛肉改為猪肉等對策。 

食物材料費漲價波及蔬菜、油跟隨著漲價。營養午餐漲價的有札

幌、宇都宮、奈良、長崎等各都市及東京都8區。 

營養午餐費漲價幅度，每名學生每月日幣50円至日幣500円不

等，以日幣200円至日幣300円較多。札幌市的國中營養午餐費由每

月日幣3,950円漲到日幣4,250円，長崎市則是由每月日幣4,100円

漲到日幣4,400円。 

每餐漲價日幣20円的東京都豐島區國小營養師表示，「營養午餐

減少使用麵包或麵而改用米飯，降低使用油的等級」。 

依據「學校給食法」規定，營養午餐費原則上是由家長負擔。但

是，為避免提高營養午餐費，也出現在年度中編列臨時預算補貼學校

的自治體。 

東京都中央區在6月議會中，提出編列日幣790萬円的補助預算

案。足立區則是將價值約日幣3,700萬円的米，實際分配給各學校使

用，學校則將節省經費做為採購其他食物材料費用。這些以公費補貼

學校的因應措施均為首次實施的個案。一直以來負擔約日幣 50 萬円

米費用的鳥取市，在6月議會中，也提出增加編列日幣430萬円的臨

時預算案。 

很多的自治體，例如松山市將奶油換成植物性奶油、將水果切更

小塊等，沙拉醬也由學校自己製作；高知市在咖哩減少加入乳酪；東

京都澁谷區將在校園種植夏橘做成果凍；大阪市將蝦仁由大換成小

的。可以看出日本各自治體為節省營養午餐經費而在使用材料方面努

力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