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高等教育費用由家庭負擔比例高過 OECD 平均值兩倍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日本的大學教育費對家庭造成沉重負擔已成為令人關注的問題，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於 2022 年 10 月 3 日彙整之報告

書指出，日本的高等教育費中由學生家庭負擔的比例為 52%，是

OECD 平均（22%）的 2 倍。日本政府為減少學生因經濟因素放棄課

業之狀況，積極著手充實支援，並要求對於經費投入的效果進行驗證

稽核。 

OECD 教育與技能局長在 3 日的視訊記者會上對於日本的大學

學費負擔指出「在日本大學畢業後的學生本人及家人都背負著貸款問

題，這與其他國家相比，不能說是在財政上有好的政策」。OECD 報

告書「圖解教育 2022」當中使用 2019 年各國的數據，分析了大學程

度的教育費負擔比例。報告書將高等教育機關的教育資金來源分為政

府等公家機關、學生的家庭、民間企業、海外資金等 4 種，並比較其

比例。日本的家庭負擔為 52%，多於公費支出（33%）。在可比較家庭

負擔比例的 35 個國家中，位居哥倫比亞（68%）、智利（57%）、英國

（54%）之後的第 4 高。而澳洲（51%）及美國（44%）也超過 OECD

平均。 

北歐雖然國民整體稅金負擔較重，但許多國家的實施大學免學費。

在大學程度的家庭負擔中，丹麥與芬蘭為 0%，而瑞典（1%）、盧森堡

（2%）、奧地利（3%）等國家的負擔比例也相當低。日本的國公立大

學一年學費換算成美金為 5144 美元，為英格蘭 1 萬 2255 美元、美國

9212 美元之後的第 5 高。OECD 指出「私人支出越高，就可能有越多

學生對於接受高等教育猶豫不決」。 

根據 OECD 表示，以 OECD 平均來看，近年的大學程度教育費

的公私負擔比例並沒有太大的變動。但一些國家積極減少家庭負擔。

例如，智利 2019 年的家庭、民間企業支出比例為 61%，較 2011 年

（78%）減少了 17 個百分點。 

櫻美林大學的小林雅之教授（教育社會學）表示，日本大部分民



 

 

眾認為高等教育費「應該由父母支出」，並指出「有民眾認為家中沒

有人讀大學或沒有小孩的家庭要以稅金共同負擔大學成本相當不公

平，如要像北歐那樣做到免學費較難獲得社會認同」。 

由於低收入家庭的升學情況較為嚴峻，日本政府因而提出了減輕

負擔之政策。文部科學省於 2020 年度針對低收入戶創設了學費減免

搭配獎學金之制度，平均每人可獲得一年最多 187 萬日圓的支援，

2021 年度共計 30 萬人活用了這個制度。 

另外，日本政府計畫自 2024 年起將放寬家庭年收等條件，擴大

支援對象。政府也積極充實對於就讀學費較貴的理工農業科系，教育

費負擔較重之家庭的支援制度。藉由支援政策的充實，日本高等教育

的公費負擔比例預估將會比本次調查的 2019 年高。小林教授表示「歐

洲國家實施免學費政策也讓學習失去了可貴性，導致部分學生長期在

籍學校的問題。在投入公費後，應持續驗證其效果並不斷進行討論」。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報告書中也彙整關於各國大學

教師年齡與性別之調查結果。日本未滿 30 歲的教師比例僅占 2%，低

於 OECD 平均的 8%。另一方面，50 歲以上教師比例占了 47%，比平

均高出了 7 個百分點。 

挪威及芬蘭的研究者有年輕化趨勢，OECD 對此分析這可能與實

施雇用外國人研究者等促進人才流動之政策有關聯。另外，在日本的

大學進行研究及教育的女性為 30%，低於 OECD 平均的 45%，與外

國相比，日本學術界在任用年輕人才及女性方面的落後顯而易見。 

報告書也分析了 2019 年政府對於小學到大學等的教育機關公費

支出占比狀況，日本為 7.8%，低於 OECD 平均（10.6%）。以在國內

總生產（GDP）中的占比來看，日本為 3.0%，同樣低於 OECD 平均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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