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私立大學招生陷困境，招生缺額私校首度超過半數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日本許多地方和小型大學正在苦思如何招足學生。在 2023 年春

季，首次有半數以上的私立大學招生出現缺額。在過去的 30 多年，

私立大學的數量增長了約 1.7 倍至 620 所，由於急劇的少子化，報考

人數因而減少。日本政府正在轉換大學的擴張路線，開始進行縮小規

模的準備工作。 

文部科學大臣盛山正仁在 2023 年 9 月 26 日的內閣會議後的記

者會上表示「地方的私立大學面臨著非常困難的處境。文部科學省將

努力應對大學的招生缺額，但僅依靠這些措施還是不夠」，表達了對

大學招生缺額和經營困難的危機感。9 月 25 日，他還向中央教育審

議會（文部大臣的諮詢機構）探詢包括國立大學在內已經膨脹到 810

所大學的「適當規模」。他指出「在這種情況下，重組和合併的討論是

無法避免的」。 

文科省在 7 月公布，預估 2040 年大學的總招生缺額 2 成。由於

少子化，預估 2024 年 18 歲的人口比 2022 年減少約 30 萬人至約 82

萬人，大學招生的總人數則減少了 10 萬人以上至約 51 萬人。如果國

內大學的總招生名額（2022 年約為 62 萬 6,500 人）保持不變，那麼

招生名額的充足率將從目前的 101％下降到約 80％。 

此外，文科省的外圍組織「日本私立學校振興共濟事業團體」在

8 月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2023 年有 53.3％的私立大學出現招生不

足。自 1989 年開始進行調查以來，這是首次超過半數。 

目前已進入「全入學時代」，即使不挑選升學學校，也能進入大

學，但卻招致私立大學之間激烈爭奪考生。私立大學約 8 成的收入來

自學生繳納的學費和其他費用，招生不足將導致經營困難。在私立大

學中，雖然東京和關西地區的大型知名學校仍然很受歡迎，但在出生

率急劇減少的地區以及歷史較淺、知名度較低、規模較小的大學則面

臨嚴重招生缺額的問題。 

根據事業團的調查，位於東京、大阪周邊和愛知等三大城市圈的

大型大學（容納人數在 8,000 人以上）的招生名額充足率達到 103.62



 

 

％，但位於其他地區的小型大學（容納人數 4,000 人以下）的招生名

額充足率僅為 90.83％，相差超過 10 個百分點。 

這兩項數據相繼公開，強烈敦促大學根據「大學市場」萎縮的趨

勢重新考慮自身的前途。文部省的某官員表示「如果仍然按照以前的

思維方式經營，將不會吸引學生就讀。對於經營困難的大學，需要考

慮合併或退出」。文部省於 2024 年度開始致力敦促私立大學重組，協

助私立大學尋找經營合併的伙伴，包括考慮引入「配對」系統等一系

列的舉措。 

長期以來，私立大學一直是大學數量增長的主要原因。1991 年，

日本政府為提高大學入學率，促進適應時代所需的教育，修訂了大學

設立標準（部令）。開放自由編排課程，隨之也放寬了教師配置的要

求。降低了參與大學經營的門檻，私立大學數量從放寬前的 1990 年

的 372 所到 2022 年增至 620 所。  

然而儘管提供就讀大學的機會增多，但 18 歲人口減少導致報考

人數減少，許多大學都出現了招生缺額的情況。一些地方政府為了阻

止年輕人外流，將陷入經營困境的私立大學轉為公立繼續經營的情況，

或者由同一個學校法人經營的國中和高中營運良好，因此未停止招生

的情況也很多，適當的「廢棄」進行困難。 

文科省已提出政策，針對在學生人數低於 5 成的學院的大學，自

2025 年起將不再批准設立新學院等措施，以遏制放任的經營。但尚未

就大學的存廢與否進行深入討論。 

財務省對未來重組的主要對象的私立大學也加大壓力。在 11 日

舉行的財政制度等審議會（財務大臣的諮詢機構）的小組委員會上提

示示，將要求招生缺額的私立大學提出改善計畫，如果不遵從，則可

能採取削減政府提供的私立學校補貼的措施。 

日本私立大學協會約有 400 所學校加入，主要是地方的中小型大

學，該協會會長小原芳明（玉川大學校長）反駁說「大學的大眾化是

因私立大學的增加得以實現。且私立大學可以接受校友重返母校進修，

還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小原會長並表示「即使大學、學院或學系的經營面臨困難，要求

聘用具有專業技能的教師或那些前來學習的學生轉移到其他學院並



 

 

不容易。並不像企業可以輕易地關閉虧損的部門那樣簡單」，指出了

經營大學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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