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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引言 
日本自九 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景氣長久低迷不振，期間雖

屢有首相提示大型改善景氣政策，惟均因在財政措施及金融政策之間

搖擺不定，而未能獲致成效。小泉純一郎眾議員於二 00一年自民黨
總裁選舉期間，高唱「改革」獲得自民黨一般黨員支持而當選總裁，

並順利於同年四月出任日本第八十七代內閣總理大臣。 
 小泉出任首相後，雖致力推動渠選舉期間大力提倡之改革事

項，例如道路公團分割民營、郵政事業民營化、儘速處理不良債權等，

均因遭享有既得利益之反對勢力─俗稱「族議員」之極大反對阻力，

致使小泉首相改革構想一籌莫展。 
為另覓改革之途徑，小泉首相之智庫「經濟財政諮問會議」 於

二 00二年三月間，提出對於特定地區進行緩和規制「構造改革特區」
之構思，該構思主要係藉特定地區之優勢或構想方案，在教育、技術、

都市再生、創業、促進雇用等各範疇，實施現行各項繁瑣法規之鬆綁，

以達成無需財政支援而促成經濟「活絡化」之目的。 
日本政府已於二 00二年七月間設置「構造改革推進本部」，由小

泉首相擔任本部長 ，並新任命參議員鴻池祥肇為「構造改革擔當大
臣」，且於二 00二年十二月通過「構造改革特區法」 ，經兩次募集
特區構想，獲一千件以上來自地方自治體、民間企業及大學等之提

案。惟相對於提案之熱烈，因須鬆綁緩和之相關法規，亦達數百甚至

上千件，各中央相關省廳仍持審慎之態度；日本政府預定自本（二０

０三）年四月一日起受理各自治體之申請案，惟該改革特區構想能否

順利付諸實施，似仍有一番曲折。本篇謹就改革特區提案中，佔有重

要比率之「教育特區」提案做一彙整，並予簡析。 
貳﹑教育特區提案 
一、第一次募集提案 
  日本各地方公共團體﹑大學﹑民間企業等﹐對興辦﹃特區﹄有熱烈
之回應﹐紛紛構思提出新方案﹐迄二 OO二年八月底止﹐計有十大類
四百二十六個方案﹐其中﹐屬於教育類有四十四個方案﹐換言之盼成

立四十四個﹃教育特區﹄﹐冀藉﹃特區﹄能順利解決目前教育所面臨

種種困難問題及改進全國呆板劃一之教育制度及教學模式。 
所提四十四個﹃教育特區﹄方案要點如下︰ 

(一)北海道(虻田町)︱幼稚園與小學一﹑二年級學童混合教學。 
(二)埼玉縣(志木市)︱同意新任教師之採用權﹐由縣教育委員會轉授



予地方(市)。 
(三)茨城縣(東海村)︱在小學低年級加強日本語及算術教學。 
(四)東京都(港區)︱創設公立國際學校﹐以促進首都之國際化。 
(五)東京都(三鷹市)︱設置專招收逃學﹑中輟生等問題學生之學校﹐

並實施中﹑小學九年一貫制教學。 
(六)愛知縣(名古屋)︱在學校內﹐編組具特色(體育﹑音樂﹑美 術﹑

工藝等)實驗班級。 
(七)群馬縣(太田市)︱實施小中高九年一貫校制全科英語教學。 
(八)岐阜縣︱學校行政權不隸屬於縣教育委員會﹐而由市﹑町﹑村等

地方首長直接管轄。 
(九)和歌山縣︱同意該縣之都市學童﹐可自行擇期在縣內鄉間森林小

學雙籍就讀。 
(十)島根縣(出雲市)︱採用具數理﹑科技專長之教師。 
(十一)熊本縣︱採用未具教師資格之外國籍人士﹐任教外國語文及國

際知識課程。 
(十二) 長崎縣(美津島町)︱自小學開始韓語教學。 
(十三)奈良縣︱高中生必修日本及世界史。 
(十四)新潟縣(三� 市)︱採用專職教師﹐以繼承傳統之金飾產業。 
(十五)東京都(品川區)︱開設中小學九年一貫制三階段校﹐教學課程

劃分﹁四年﹑三年﹑二年﹂三段﹐以配合現今學童成長發育。 
二、第二次募集提案 
日本政府因各單位反應良好﹐嗣於二 OO二年十一月起又進行第

二次募集提案﹐迄二 OO三年元月止﹐構思提出新方案有六百五十餘
個﹐其中以醫療與教育兩大類最多。在教育類中﹐亦有提出積極採用

吸納 NPO(非營利組織)及專業公司進入﹃教育特區﹄之構想。 
  所提構想主要內容如下︰ 
(一)以 NPO型態申請開辦學校﹐可獲放寬學校設置標準之便利。 
(二)針對中輟生﹑逃學或問題之學童﹐設置全開放型式學校。 
(三)以公辦民營方式﹐創設中小學九年一貫制英語教學學校。 
(四)為應各學校之需求﹐鼓勵專業公司承包各級學校英語或 IT(電腦

資訊技術)等教學課程﹐藉此強化學生學習效果。 
(五)產﹑學﹑官(包含地方自治體)三者可共同出資成立公司或經營各

類研究機構。 
(六)豐田汽車﹑中部電力﹑JR東海等三個大型民營公司﹐擬在愛知縣

內﹐新設乙個初﹑高中六年一貫制男生學校(規模三百人﹐全部
住校)﹐預計在二 OO五年四月開課﹔該三公司亦積極邀請具相
同理念之公司參與﹐以期將來擴增小學部或招收女生。 

參、其他與教育相關之提案 



(一)為振興觀光事業﹐可針對海外觀光客及留學生等﹐採取優待折扣
措施。 

(二)導入﹁市場﹂觀念﹕學校教育係狹義之﹁教育市場﹂﹔廣義而
言﹐日本培養人才最大特徵就是﹁補習教育市場﹂﹐舉凡﹕升學

補習班﹑職訓補習班﹑銀髮族補習班﹑在職深造補習班﹑興趣或

語言等補習﹐種類繁多。 
（三）「保育所」係厚生勞動省管轄之兒童福祉設施，「幼稚園」係文

部科學省管轄之學校教育設施；「保育士」與「幼稚園教師」之

設置基準等亦不同。可在特區內試辦保育所、幼稚園併設之設

施，期收保育、教育之雙重效果。 
肆﹑改革精神之特點 
日本構造改革特區之構想﹐似取材自中國大陸設置經濟特區﹐惟

內容與型態卻又有甚大不同﹐其所持精神之特點如下﹕ 
(一)日本不是全面開放某個行政區域﹐而是鼓勵各地分別利用或發揮

地方特色﹑優勢。 
(二)日本不採﹁一國兩制﹂﹐而是在特定專業﹑行業或科技領域內﹐

放寬政府之行政法規限制﹐帶動促進活力與發展。 
(三)日本圖藉由試點﹐溫和的迴避既得利益者或官僚體制之反撲與抵

抗。 
（四） 兩次提案中，有關語言國際化之提案，佔多數且重要之地位，
尤其是，日本部份學術界人士認為﹕教育國際化就是培養﹁寬容﹂精

神﹐換言之﹐亦稱為﹁接受多元多樣化價值觀﹂精神﹐所以除﹁英語

教育﹂外﹐今後更重要是與亞洲各國維持良好關係﹐日本中、小學應

有華語、韓語教學﹐甚至可學習東南亞各國(如越南、泰國或印尼等)
語言。 
伍﹑結語 
日本擬藉設立特區促成規制緩和及經濟活性化，此亦可謂欲擺脫

舊俗拘束﹐尤其在教育方面，由文部科學省劃一式教育機制，早已令

全國教育界深感不滿，各自治體對教育充滿危機感，特區之設立或能

促成良性競爭。 
日本教育界亦體會到多年來﹐一昧仿效美國教育改革模式﹐後果

堪慮﹐美國小學多已變為遊戲娛樂場所﹐日本追隨減少算術、理化、

日本語等課程時間﹐盲目追尋所謂饒富休閒之教育，現已造成學生普

遍『學力低下』問題。 
綜觀，我國情與日本相似之處頗多﹐此次日本擬興辦﹃特區﹄﹐

似可予以密切注意後續發展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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